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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前言

　　我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吋，林文庆校长已离开厦门大学四年了。更由于厦门大学从私立改制国立，
从厦门内迁长汀。物换星移，人事变迁，只能从私立时期留任的教师、职员口中零星地听到一些前校
长的办学主张、尊孔言论和两次学潮追述。后来，义从鲁迅研究者的笔下以及新加坡曰占时期有关传
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林文庆其人其事的认识与评价必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直到上世纪8
。年代，出国经香港时，会见陈嘉庚先生的侄儿陈共存先生，道及林文庆校长遗嘱将其遗产的大半和
鼓浪屿一座私宅捐赠给厦门大学。新加坡同中国建交在即，待建交后才能将遗产划拨到校。当时我的
直感也只是林文庆对厦门大学的感情深厚，而厦大学人对前校长的怀念过于淡漠，未免负疚。其后，
洪永宏教授主编《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我曾参与其事，接触到私立时期的大量资
料，并且读到秉志农山为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编撰的《林文庆传》，对林文庆的办学思想和生平
事迹，才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所知仍是十分浮面与粗略。感谢严春宝博士以所编撰的《一生真伪
有准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书稿见示并嘱作序，使我能够从本书紧贴时代背景的叙事式研究和所提供
的翔实资料中，获得比较深入的新认识：首先是惊叹林文庆传奇式的人生历程；更重要的是思考林文
庆传奇人生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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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内容概要

《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的传记
性著作。作为一位出生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林文庆博士全程主掌私立厦大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
“南方之强”的美誉，但因种种原因，尤其是鲁迅对他寥寥数语的负面评价，致使林文庆博士，成了
中国大学发轫史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为了不使历史有负于先人，《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
》以大量的中外文献史料为依据，力图拨开团团的历史迷雾，吹去层层的政治浮尘，重新向世人诠释
林文庆博士那富于传奇性的悲剧人生，使一个爱国者、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崇高形象昂然矗立
于人们的心中。《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再加上林文庆博士那
曲折、传奇般的丰富人生，令读者掩卷之余，也必会感叹：虽然造化有时的确会弄人，但毕竟，历史
还是不会欺骗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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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作者简介

严春宝：山东省莒县人，哲学博士。先后游学于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为
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专任教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自1998年
起，客居新加坡十年有余，主要从事华文教学及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最喜好之事乃粗食淡饭之
后一杯清茶在手、无所事事之余孤芳自赏自己的诗；其次则研习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史、全息论、新
加坡儒家思想传承史及新加坡华文教学等杂学。发表学术论文及各类体裁文章数十篇，出版有专著《
文化全息论》（与长兄严春友合著）。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写诗是追求终生的梦想，撰写论文则为
谋生的工具，故，如其说自己是个学者，倒宁可被误认为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唯一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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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少年尽识愁滋味
第二章 身去西洋心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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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长袖善舞在商界
第六章 峇峇社会改革家
第七章 保皇派的守护者
第八章 革命者的同路人
第九章 临危受命掌厦大
第十章 悠悠厦大十六载
第十一章 引进北大国学院
第十二章 “完美的”教育思想
第十三章 一片冰心为英才
第十四章 忍辱负重度苍生
第十五章 回归中国的婚姻
第十六章 理性的儒家学者
附录一：林文庆主要著作、译作一览
附录二：林文庆年谱简编

Page 5



《大学校长林文庆》

章节摘录

　　升入了莱佛士书院之后，林文庆的求知欲望大为增强，书中的知识无疑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他就像饥肠辘辘的人忽然之间闯入了一间香喷喷的面包房，学校那间小小的图书阅览室，顿时成了令
林文庆流连忘返的地方。然而，很快地，读书在给他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新的烦恼，因为忽然
之间，他发现自己无书可读了！小小的图书室实在是太小了，极为有限的藏书量已不能满足林文庆的
阅读需求。在当时，能够拥有图书，尤其是颇为昂贵的英文图书，对一般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奢望。恰
在这个时候，林文庆结识了比他年长三岁同在莱佛士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律师的阮添筹。阮添筹
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他对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有浓厚的兴趣，林文庆和阮添筹因相同的读
书癖好而结下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为推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改革和推动中国的政务进步
而并肩战斗。阮氏在1904年曾一度接受清廷肃亲王的邀请前往北京任其秘书。当时的阮添筹虽然也已
家道中落，但他的家里却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大量藏书，那些英文小说、诗歌，在林文庆那渴求知识的
眼中，无异于是一笔巨大的宝藏。从此，放学以后前往阮添筹家中读书、借书，几乎成了林文庆每天
固定的行程之一。林文庆能够自由、充分地利用阮添筹家中的宝贵藏书，这对当时的林文庆而言，不
能不说是一大幸事。那些举世闻名的英国大文豪们，仿佛就在林文庆的身边一样，正用他们那化腐朽
为神奇的笔触，以小说、诗歌、戏剧等种种方式，在少年林文庆的眼前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奇妙的窗口
，同时，也让他对那只能通过想象来感知的遥远帝国，顿生一种莫名的向往之情一一大英帝国，一个
多么令人憧憬的地方啊！　　至于身为学生的林文庆与主掌莱佛士书院的校长胡列特二人之问的交往
开始。在今天看起来，与其说是出于偶然或者充满传奇，倒毋宁说是多了一份浪漫。那是一个细雨霏
霏的下午，由于早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多数的学生早早地都回家去了，因而莱佛士书院那略为空旷
的校园里就显得更加幽静。林文庆和往常一样，呆在学校图书室里看书，一直到负责图书室活动的同
学也要回家了，这才收拾好书包，和那位因为在图书室值日而留下来的同学一起关好图书室的门窗，
准备回家去。直到这时候，林文庆才发现原来外面正下着绵绵细雨。那位同学倒是有一把雨伞，于是
，两个人就共用一把雨伞勉强遮住头部，一边讨论着问题，一边往校外走去。他们刚刚走到学校的大
门口，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于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回过头去看。这时，
他们看到了校长胡列特先生那辆略为陈旧的灰色小汽车停在了他们的身后。　　“Boys，Boys.”胡列
特从车窗里向他们大声地喊着。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毕竟是校长，虽然他们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他
，并且认真地聆听他的训话，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和他说过话，因而，两个人还以为自己犯
了什么过错呢。　　“Come！Boys.”胡列特一边晃动着脑袋，一边对着他俩招手。那位同学早就吓
得脸色苍白，躲在林文庆的背后不敢移动半步。林文庆自忖并没有什么过失，就大着胆子走到汽车跟
前，询问校长有何吩咐？原来，是胡列特校长看到他们两人合用一把雨伞，已经各自湿透了半边身子
，于是，好心的校长就想让他们搭一段顺风车。那位同学长舒一口气，却坚决不肯上校长的车，只是
和校长说了声再见，就打起雨伞独自匆匆地走了。林文庆虽然也感到有些难为情，但看看已经走远的
同学，再抬头看看愈下愈大的雨，转身上了校长的车。　　在车上，胡列特校长一边小心地驾车，一
边语重心长地对林文庆说：孩子，请记住，千万不要随意拒绝一个老人的好意！他对着那位已经走远
了的同学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林文庆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好奇地看着胡列特灵
巧地转动着手中的方向盘。这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胡列特抬头看看天空，又问林文庆家住哪里？林
文庆赶紧回答：住在源顺街。胡列特一听十分开心：原来和我住的地方相隔不远呀，这么大的雨，况
且又是顺路，我就先送你回家吧，我也好有个说话的伴儿。　　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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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　
　--陈嘉庚　　林博士是真正的儒者，是我们所尊敬的通才硕士，有学问而兼有道德的典型。　　--
郁达夫　　在那个时代，林文庆是兼通双语、学贯中西的新加坡华人杰出典范，为中国和新加坡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更多像林文庆博士那样学贯中西的双语人才，来加深和扩
展同中国的联系。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林文庆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
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杜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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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编辑推荐

　　林文庆这个名字，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在中国大学校长之列，他也“被”失踪了长达半
个多世纪之久。而在新加坡，林文庆却是无人不晓的杰出先贤，他是儒学家、实业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还是一位手到病除的良医。如此之大的评价反差，哪个才是真实的林文庆？！　　本书是国
内外第一部图文并茂全景式地介绍林文庆的传记性著作。该书以大量的中外文献史料为依据，采访知
情人士，拨开团团的历史迷雾，吹去层层的政治浮尘，重新向世人诠释了林文庆博士那富于传奇性的
人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林文庆。　　本书适合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研究、南洋华侨群体研究、鲁迅研
究、林文庆研究及爱好者阅读。

Page 8



《大学校长林文庆》

精彩短评

1、可以全面了解林文庆校长，很好的一本书。
2、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的一些书，还真不错，譬如《国士无双伍连德》那本~
3、书的边角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总体上还算可以。
4、尽弃坦途，所谓何生？
5、厦门大学女主人式的人物
6、上了新马华人知识分子才知道原来厦大还有这样一段与南洋息息相关的历史
7、真实。
8、向所有厦大校友及想深入了解厦大的朋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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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精彩书评

1、该书选题还可以，但写作存在严重问题。作者非研究历史出身，缺乏历史学素养，写的历史人物
传记有史实错误，只要学过中国近代史专业的都可以看出来。该书选题还可以，但写作存在严重问题
。作者非研究历史出身，缺乏历史学素养，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有史实错误，只要学过中国近代史专业
的都可以看出来。
2、对于厦门大学，默默地忽略掉这样一位老人，简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厦门大学的所有学子都知
道陈嘉庚，萨本栋，可是，这之间，还有个林文庆，到底有谁知？陈嘉庚是校主，萨本栋是国立第一
任校长，无可厚非，我们当记得。可是，林文庆是厦门大学伊始的校长，私立厦大的校长，这有谁知
？一个把厦大默默培养起来的老人，被我们无情的删减掉，实在太过于遗憾。连鲁迅这等把厦大骂的
死去活来的人厦大都为其修纪念堂，故居，大肆彪炳，而一个为厦大默默奉献16年天伦之乐的人，却
被无情的忽略掉，这是为何？难道仅仅是因为鲁迅与其不合，鲁迅名声比其大？还是在那个达到孔家
店的年代，其还矢志不渝的信奉儒学？要知道，林文庆是个南阳人，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汉
语并爱上汉语，他只是深深的折服于儒学的博大精深，他怎么会懂得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个毛
。他医术高明，经商有道，还跟孙中山好的让人费解，他在南洋的影响大的无法想像，原本可以安安
稳稳的做个外交部长，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所有的名利，来到这个百废待兴的荒岛上，施展他教育
家的梦想。或许，他就是一个默默实践孔子思想的教育家，活的太浪漫。那时的厦门大学还只是雏形
，校园没有建好，老师没有找好。林文庆来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一个烂摊子。但是，几年之后，林
文庆让全国知道了厦大。当时嘲笑厦大是在荒岛上建洋房的鲁迅可曾有过后悔？可是好景不长，经济
紧缩了，厦大撑不住了。他似乎没有安稳的当过一天校长。凭他的影响力四处募捐，还得节省开支，
期间肯定有人不满。劳累奔波的过完了在厦大的后几年。他默默的把自己的名字从募捐册上略掉，但
是，可有人知道，他是厦大第三大资助人。他曾经不领薪水，来支持学校建设。他去南洋募捐的时候
是乞求的语气，我求你，求你支持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一个在南洋德高望重的老人，竟如
此放下身段，他是为哪般？还不是厦大。鲁迅当年逃难到厦大，他高薪聘请，工资比在北平高很多。
可是，鲁迅跟许广平正打的火热，怎么忍受相思之苦。不到几个月便毅然决然的离去与其会合去了。
这是，林文庆还不忘百般的留下他，走的时候宴请他，让他拿着六个月的工资离去。鲁迅的这一走，
立刻引发了厦大学潮。似乎大家把一切都怪到了林文庆头上。在那个学潮成风的年代，那里还有什么
真理，什么对错？不知道林校长可曾有过心寒？但是，他是一个如此悲天悯人的人，怎么会跟学生计
较。就连在厦门大学国有之后，他回到南洋，还不忘把鼓浪屿的房产留给厦大。他对于这个一手有她
建立起来的学校感情实在太深了，他怎么能轻易放手？怎么放心的下？陈嘉庚在厦大建成之后从未回
过厦大，所有的事情都是林文庆在打点。可是他还是不忘了跟学生说要记得陈嘉庚的好，却从来想不
到自己。不知道厦大是否有意忽略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人，那只能说，太可惜了。其精神是值得每一个
厦大学子学习并骄傲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应该被传承？止于至善的校训是林校长题的，可是几个人在
看到它之后想到过林校长为厦大做的贡献？或许，他只是在实践自己教育家的梦，不在乎别人的言语
别人的眼神。以为悲天悯人的教育家，遗落在历史长河。愿，大家看看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这
已经是记载林文庆最全面的书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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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林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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