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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回忆录》

内容概要

《南侨回忆录》于1946年初版，1979年后多次再版。这是陈嘉庚先生于1943年至1945年躲避日寇、在印
尼避难时所写的回忆录，他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以真诚质朴的笔
调，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记录了南洋华侨为襄助祖国抗战而做出的贡献，并陈述
了他为发展教育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种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书中所记叙的事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历
史。身处南洋，心向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日子，他领导南洋侨界筹款，抵制日货，并动
员南洋侨界参与抗日运动。1940 年，率侨团返国，不辞舟车劳顿，奔走于南北各地慰劳考察，并访问
了共产党治理的延安，认为延安“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
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为
胜利竭尽全力，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崇高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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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是20世纪中华民族卓越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东南亚最卓越的
实业家、教育家与社会改革者。陈嘉庚先生不求名、不图利，尽毕生之精力、倾全部之家财而兴办教
育的精神，已成为一种强大的献身教育的感召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集美中学、翔安一中、集美学村、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陈嘉庚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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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南侨回忆录
南侨回忆录弁言
一 印赠验方新编
二 登报征求良方
三 世界书局代印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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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满清脱离
六 闽省光复与南洋华侨
七 创办集美小学校
八 县立小学校之腐化
九 闽垣师范学校
一○ 填池为校址
一一 筹赈天津水灾
一二 创办集美师范及中学
一三 师范生按县分配
一四 集校第一次更动
一五 集校第二次更动
一六 师范中学师资之困难
一七 集校第三次更动
一八 集校安定
一九 添办水产航海学校
二○ 添办农林学校
二一 添办女师范幼稚师范及商科
二二 补助小学校
二三 反对厦门开彩票
二四 倡办厦门大学
二五 演武场校址之经营
二六 厦大假集美开幕
二七 厦大校长更动
二八 厦大第一次募捐无效
二九 厦大第二次募捐无效
三○ 厦大第三次募捐无效
三一 募捐理想之失败
三二 集美厦大之支持
三三 厦大献与政府
三四 参加捐办星洲大学
三五 英政府自办星洲大学
三六 南侨中学校之兴设
三七 南洋各属之华侨教育
三八 南洋教育之弊端
三九 济案筹赈会
四○ 胶款诉讼案
四一 公时纪念像
四二 鸦片与黑奴
四三 马来亚稻田与华侨
四四 伍朝枢遇刺
四五 国旗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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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决定拥护中央
四七 新加坡华侨中学新校舍之建筑
四八 许案与叶渊
四九 许案之结局
五○ 广西与华侨
五一 改良华侨丧仪
五二 “九·一八”与南洋之抵制日货
五三 闽南水灾捐
五四 闽省禁止师范学校
五五 闽建设厅才难
五六 汪精卫小孩弄火
五七 对王正廷之劝告
五八 满清衣冠之遗留
五九 妇女服装应改善
六○ 跳舞营业之毒害
六一 南侨救乡运动第一次
六二 救乡运动第二次
六三 救乡运动第三次
六四 救乡运动失败之原因
六五 助款兴集校
六六 回国就学须注意
六七 反对西南异动
六八 购机寿蒋会
六九 七七抗战侨民大会
七○ 新加坡筹赈会成立
七一 闽侨宜多捐
七二 侨生与祖国
七三 马来亚筹赈会议
七四 虚荣终失败
七五 劝募救国公债
七六 闽代表来洋筹款
七七 筹备南侨总会
七八 南侨总会成立
七九 冯君明见
八○ 提案攻汪贼
八一 日本抗议荷属义捐
八二 南侨总会任务
八三 闽省府来募公债
八四 武汉合唱团南来募捐
八五 华北汉奸来电
八六 补助宣传抗敌之上海神州日报
八七 救济罢工反日之铁矿工人
八八 华侨大会堂与图书馆
八九 新加坡继设水产航海学校
九○ 维持中英感情与抗战
九一 设立救济残废伤兵委员会
九二 华侨司机回国
九三 派员视察西南运输
九四 供给军需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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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同情英对德宣战
九六 回教代表南来
九七 侯西反君对筹赈会之努力
九八 侯西反之出境
九九 宣布并质问
一○○ 组织回国慰劳团
一○一 妒忌图破坏
一○二 余决意回国之故
一○三 慰劳代表抵星
一○四 慰劳团回国
一○五 面辞华民政务司
一○六 余起程赴仰光
一○七 自仰光飞重庆
一○八 嘉陵招待所
一○九 冯将军来访
一一○ 谒蒋委员长
一一一 教部陈部长
一一二 行政院孔院长
一一三 军委会何部长
一一四 军事政治部陈部长
一一五 参政会王秘书
一一六 参政员欢迎会
一一七 日本通戴考试院长
一一八 于监察院长
一一九 居司法院长
一二○ 王外交部长
一二一 张交通部长
一二二 翁经济部长
一二三 白副总参谋
一二四 赴孙立法院长宴
一二五 赴朱部长宴
一二六 访宋子文君
一二七 中共党员来访
一二八 访谢内政部长
一二九 访救济会许会长
一三○ 访邵力子君
一三一 与《中央日报》王经理谈话
一三二 范长江君来访
一三三 慰劳团迟到
一三四 孔宴慰劳团
一三五 各界欢迎会
一三六 蒋公宴慰劳团
一三七 中央政府宴慰劳团
一三八 林主席公宴
一三九 西南运输会
一四○ 中共欢迎会
一四一 参观工厂
一四二 参观军械厂
一四三 参观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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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 慰劳团分三组
一四五 扩大炼药厂
一四六 诚恳之卢区长
一四七 华侨投资问题
一四八 难童寒衣捐
一四九 黄炎培君谈话
一五○ 慰劳团出发
一五一 鹿钟麟君谈话
一五二 重庆华侨日报
一五三 福建建设协会
一五四 严令禁应酬
一五五 厦集同学会
一五六 重庆嘉陵宾馆
一五七 汽车用油多
一五八 无线电广播
一五九 庄先生回洋
一六○ 丞相武侯祠
一六一 鱼目欲混珠
一六二 蒋公问何往
一六三 四川省教育
一六四 成都市景况
一六五 灌县观水利
一六六 磷火称神灯
一六七 乘机到兰州
一六八 西北运输难
一六九 傅主席谈话
一七○ 古世界英雄之遗骨
一七一 戴笠之情报
一七二 兰州旧街路
一七三 石田种麦
一七四 青海好精神
一七五 马兵出抗战
一七六 西宁佛寺和尚不清洁
一七七 兰州各界欢迎会
一七八 西安途中古战场
一七九 慰劳团不自由
一八○ 抗战与建国之喻
一八一 秦王府欢迎会
一八二 终南山阅操
一八三 全国总城隍庙
一八四 南山训练游击队
一八五 周文汉武陵
一八六 起程往延安
一八七 中部县祭黄陵
一八八 洛川民众投书
一八九 延安临时欢迎会
一九○ 欲巧反拙
一九一 李秘书留医院
一九二 延安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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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 平等无阶级
一九四 渝军入延界
一九五 一生洗三次
一九六 西安事变条约
一九七 积极扩军校
一九八 无苛捐什税
一九九 兼用旧武器
二○○ 县长民选
二○一 毛主席与寿科长
二○二 工业尚幼稚
二○三 黄尘常飞扬
二○四 不团结罪责
二○五 重庆与延安
二○六 所闻与所见
二○七 宜川途中千山万岭
二○八 闽人任总司令
二○九 大禹初治水处
二一○ 阎将军名言
二一一 敌军不及前
二一二 山西克难坡欢迎会
二一三 二省庆甘霖
二一四 金锁关多匪
二一五 蒋公蒙难处
二一六 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一七 卫朱尚好感
二一八 河南是故乡
二一九 南洋为我国将来生命线
二二○ 卫立煌君之将略
二二一 洛阳石佛多无头
二二二 河南农夫勤劳
二二三 卧龙岗午饭
二二四 难童为敌有
二二五 领袖作事偏
二二六 汉中亦喜雨
二二七 空军人才两乏
二二八 第一慰劳团结束
二二九 四川更喜雨
二三○ 名闻中外之峨眉山
二三一 僧寺作旅舍
二三二 百闻不如一见
二三三 其愚不可及之进香者
二三四 和尚之居心
二三五 峨眉山上寒
二三六 乐西新公路
二三七 武汉学生被拘
二三八 参观产盐井
二三九 战后住屋之改良
二四○ 由嘉飞重庆
二四一 滇缅路之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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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二 愚拙的对英提案
二四三 为封禁滇缅路对华侨广播
二四四 国共幸妥协
二四五 苏记者来访
二四六 西北之观感
二四七 党人大不满
二四八 必先灭共党
二四九 蒋委员长三问
二五○ 苏借我巨款
二五一 登报声明结束慰劳团
二五二 函答蒋公三事
二五三 军火货车损失数
二五四 滇缅路捐资亦无效
二五五 司机多礼节
二五六 西南运输费
二五七 云南新盐厂
二五八 探视蒋才品
二五九 大理观石厂
二六○ 下关腐败主任
二六一 运输不统一之错误
二六二 前赠机工物领不足额
二六三 擒孟获古迹
二六四 滇缅路最高处
二六五 云南多肿颈病
二六六 车路管理仍腐败
二六七 一月内改善三事
二六八 安危及薪俸之比较
二六九 象鼻：龙主席之宴
二七○ 昆明之见闻
二七一 昆明各界联合欢迎会
二七二 答昆明记者问
二七三 南洋新闻界
二七四 南洋华侨教育
二七五 国共可免破裂
二七六 回国之观感
二七七 贵阳途中之二十四崎山
二七八 “八一三”过盘县
二七九 贵阳地乏三里平
二八○ 吴主席费少希望大之妙喻
二八一 滇缅路开放
二八二 贵阳中国红十字会
二八三 努力之精神
二八四 救伤远胜前
二八五 勇为与畏缩
二八六 南侨补助救伤总站
二八七 离贵赴柳州
二八八 离柳来桂林
二八九 桂林问答
二九○ 刚直与谄懦

Page 9



《南侨回忆录》

二九一 优缺不愿居
二九二 桂省征调壮丁数目
二九三 模范小学校
二九四 风景名不虚
二九五 衡阳之将来
二九六 湘水胜闽江
二九七 荣誉伤兵五万余人
二九八 长沙成焦土
二九九 渝党人通电
三○○ 行抵韶关
三○一 罢官作工业之名言
三○二 粤省食粮足
三○三 离粤至赣州
三○四 汪精卫跪像
三○五 省政界疑惑
三○六 熊君说共产
三○七 代电中央解释
三○八 熊主席之人格
三○九 麻袋试制成功
三一○ 参政员王君之言
三一一 赣省三业有大希望
三一二 不居尊处优
三一三 上饶欢迎同情节约
三一四 离赣来浙江
三一五 敌军受贿争权
三一六 顾前不顾后之金华街路
三一七 人力车运货代汽车
三一八 离浙转入闽
三一九 党人三计策
三二○ 欢喜到闽境
三二一 壮丁死逃无数目
三二二 代表来报闽省惨况
三二三 如是模范村
三二四 生男贺杉苗
三二五 裸体壮丁尸
三二六 廉米运福州
三二七 武夷山茶业之利
三二八 大红袍名茶
三二九 武夷风景颉颃广西
三三○ 观止九曲江
三三一 做走狗防我
三三二 不快往邵武
三三三 定期视察滇缅路
三三四 古田贤县长
三三五 告侯君发言须慎重
三三六 入晚到福州
三三七 闽政府制售账簿
三三八 福州各界欢迎会
三三九 马尾及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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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义勇之记者
三四一 统运之贻害
三四二 苛政猛于虎
三四三 政治变营业
三四四 福清多新屋
三四五 华侨喜回家
三四六 外省籍驻防军队
三四七 莆田文化称发达
三四八 绳缚壮丁队
三四九 借口拘挑夫
三五○ 泉城米亦贵
三五一 统运造成悲惨
三五二 省内不应言
三五三 函电求陈仪
三五四 华侨反误乡亲
三五五 劣政勿告余知
三五六 刚毅敢言之国民党书记长
三五七 再上书陈仪
三五八 在安溪之集美学校
三五九 陈仪拒哀求
三六○ 劣绅钻营
三六一 拟设同安初中校
三六二 县长发大财
三六三 集美农林地非佳
三六四 十九年后回故乡
三六五 海陆空炸击集美
三六六 亲查运输工人
三六七 登高看故乡
三六八 续办角尾学校
三六九 蒋公电同意视察滇缅路
三七○ 柴米生命线
三七一 到处有耳目
三七二 复电陈仪再请撤销统运
三七三 柴料何故昂贵
三七四 龙岩车路多弯曲
三七五 利令智昏
三七六 与陈仪三代表论统运之害
三七七 厦大有进步
三七八 陈仪无悔心
三七九 华侨外汇与抗战之关系
三八○ 闽省捕禁省参议
三八一 谋没收厦门大学
三八二 在大田之集美农林水产商业三校
三八三 田赋加十倍
三八四 应采出而反贡入
三八五 闽侨应多捐
三八六 树胶之历史
三八七 决意攻陈仪
三八八 太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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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九 运输专利
三九○ 省府设贸易公司
三九一 摧残实业
三九二 省银行之出入数目
三九三 军米之补贴
三九四 设立公沽局致米腾贵
三九五 擅加田赋
三九六 虐待壮丁零星分散
三九七 摧残教育
三九八 贱待参议员
三九九 县区苛政
四○○ 官设旅运社
四○一 食盐统制
四○二 党政军要人
四○三 无意改善
四○四 作恶心自虚
四○五 赣州同乡会
四○六 电蒋公请弛田赋
四○七 泰和开会
四○八 再上蒋公电
四○九 汽车大王名言
四一○ 记者甚不平
四一一 军政视察团
四一二 复上林蒋电
四一三 情理势三事
四一四 吴主席优容参议员
四一五 视察滇缅路委员到昆明
四一六 请改善闽盐政
四一七 辞行复献议
四一八 敌机炸两桥
四一九 功果桥无妨
四二○ 保山华中校
四二一 保山诸陋习
四二二 敌炸惠通桥
四二三 惠通桥之禁令
四二四 接蒋委员长复电
四二五 应改善之事
四二六 华侨机工非罪禁暗房
四二七 “华侨先锋队”货车何处去？
四二八 游缅故京王宫
四二九 在仰光电蒋公报告路政事
四三○ 出国首次报告抗战必胜
四三一 在仰光福建会馆报告闽人惨状
四三二 香港闽侨来电查闽事
四三三 赴马来亚各地开会
四三四 招待与献金
四三五 回抵新加坡答诸记者
四三六 要求禁开欢迎会
四三七 新加坡闽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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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八 运动终失败
四三九 侨领请发电
四四○ 吴铁城之活动
四四一 中正中学校
四四二 吴威胁校董
四四三 因救闽事生恶感
四四四 救闽更积极
四四五 请政府办华侨师范
四四六 召开第二届南侨大会及闽侨大会
四四七 教部阻设南洋师范
四四八 南侨爱国无党派
四四九 驱逐出境电英使不负责
四五○ 辞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
四五一 南侨再开大会
四五二 狂谬之总领事
四五三 高总领事罪恶
四五四 省长可免罪
四五五 发言失资格
四五六 代表盗印章
四五七 假冒菲岛电文
四五八 全场一致之南侨总会第二届选举
四五九 南洋闽侨大会开会
四六○ 成立闽侨总会
四六一 大会电仍不复
四六二 闽省垣失陷
四六三 陈仪祸闽证实
四六四 不闻问新四军事
四六五 借故要求无效
四六六 为公为私可质天日
四六七 敌机散宣传品
四六八 助港币修年鉴
四六九 南洋教育党化
四七○ 领袖何是非
四七一 最上级主动
四七二 挂羊头卖狗肉
四七三 模仿欧美之效果
四七四 私人做袒护
四七五 南洋师范开幕
四七六 南洋战事发生欣慰我国不孤
四七七 两主力舰沉没
四七八 通告合坡开防空壕
四七九 政府委任负责总动员
四八○ 接受负责三条件
四八一 释放政治犯
四八二 祖国电三机关协助英政府
四八三 华侨抗敌后援会成立
四八四 举定抗援会职员
四八五 最后义捐汇款数
四八六 菲律宾华侨与义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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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七 香港华侨与义捐
四八八 安南华侨与义捐
四八九 暹罗华侨与义捐
四九○ 缅甸华侨与义捐
四九一 苏门答腊华侨与义捐
四九二 爪哇华侨与义捐
四九三 荷属婆罗洲西里伯华侨与义捐
四九四 马来亚华侨与义捐
四九五 英婆罗洲华侨与义捐
四九六 南洋各属义捐总比较
四九七 星洲危急劝移财往祖国
四九八 劝告军港工人
四九九 渝电保护领事回国不言侨领
五○○ 新加坡将放弃
五○一 离开新加坡
五○二 将往巨港转爪哇
五○三 荷军闻风逃
五○四 避来爪哇
五○五 芝朥汁登岸
五○六 敌军入爪哇
五○七 居停好意
五○八 华侨被抢劫
五○九 敌在吧城大捕华侨
五一○ 移居梭罗埠
五一一 复移住玛琅埠
五一二 闻风屡迁移
五一三 回忆录动笔
五一四 再移峇株
五一五 移居晦时园
五一六 敌陆军与联军之比较
五一七 联军海空可胜敌
五一八 胜利可期附述志诗
战后补辑
一 敌寇投降之喜讯
二 吧城欢送会附答词
三 回新加坡
四 日文书“华侨研究”中一段 老圃译（《南洋商报》载）
五 南侨总会战后通告第一号
六 电印尼主席促进中印民族友谊
七 调查我侨损失
八 五百社团欢迎会答词
九 重庆庆祝大会来电
一○ 出任调解劳资
一一 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
一二 编辑《大战与南侨》
一三 福建会馆振兴教育
一四 我之华侨团结观
一五 华侨损失调查之结果
一六 筹赈会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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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中国与安南
一八 南侨总会否认割弃外蒙
一九 住屋与卫生
个人企业追记
一 未成人经过
二 母丧停柩
三 回梓葬慈亲
四 厦市大火灾
五 四次南来景象已大非
六 祸真不单行
七 气数或当然
八 收束之结果
九 初步好机会
一○ 同业多庸常
一一 福山黄梨园
一二 创办冰糖厂
一三 还欠志愿尚未遂
一四 黄梨园种树胶
一五 参加恒美米厂
一六 顺安债还清
一七 承购恒美米厂
一八 遭遇两不幸
一九 树胶园卖出
二○ 七年总核算
二一 在暹罗开黄梨厂
二二 后来居上
二三 第四次回梓
二四 第五次南来
二五 欧战发生
二六 四年总核算
二七 租轮船四艘
二八 购置东丰船
二九 复购谦泰船
三○ 两轮船沉没
三一 四年又总算
三二 第五次回梓
三三 三公司俱失
三四 出入略相抵
三五 第六次南来
三六 四年再核算
三七 宁人负我
三八 扩充熟胶品制造厂
三九 气数已造极
四○ 三年总核算
四一 工厂如师校
四二 胶利已失望
四三 抵制日货遭火灾
四四 三年再总算
四五 改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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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不景气仍严重
四七 胶厂概停作
四八 好机会复失
四九 本公司收盘
五○ 牺牲非孟浪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
一 追忆往事
二 实业及教育
三 华侨与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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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陈嘉庚被延安骗得一塌糊涂，反而觉得一众国民党诬蔑中共。。。委员长说中共坏话，他怀疑委
员长人格。。。。
2、校主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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