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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厦门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在学子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也是陈嘉庚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的第一所侨办大学。
从创立之日起厦门大学就开始了南方之强的求索之旅。
本书追溯了厦门大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展现了厦门大学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四种精神；叙述
了厦门大学名家大师教书：育人、研究的故事；对厦门大学的校名、校训、校歌、校徽、钟声等文化
符号进行了解读，井展示了厦门，大学独特的环境文化和“侨台特海”的定位；总结了厦门大学文化
的主要特征，提出应以文化自觉意识进一步建设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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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遵照父亲的意愿，到英属新加坡学习经商。
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经济也因此得到发展。
这个环境与陈嘉庚的故乡有很大的区别，他在经商的空闲时间里努力学习，并且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文
化知识，于是更加痛感中国社会的落后。
华侨在海外受到的殖民主义奴役压迫，也使他的爱国情结更加强烈，盼望祖国能够强盛起来。
　　1893年，20岁的陈嘉庚第一次返回故乡，从南洋回集美完婚。
这年冬天，他出资2000元，为家乡办了一所&ldquo;惕斋学塾&rdquo;，取名&ldquo;惕斋&rdquo;，就是
提醒国人警惕外国殖民者的侵略。
那是个国家主权丧失的年代，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被俄国强占，台湾成了日本
的殖民地，胶州湾和山东铁路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面对国土的满目疮痍，中国的仁人志士，或倡导实业，或主张教育，苦苦地寻找着救国的道路。
就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年轻的陈嘉庚立下了坚定的信念：&ldquo;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
&rdquo;　　1909年，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即&ldquo;剪去发辫，与满
清脱离关系&rdquo;。
他决心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他复兴祖国、振兴中华
的爱国思想形成的开始。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金秋时节，陈嘉庚满怀胜利的喜悦，再次踏上回乡之路。
&ldquo;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rdquo;，陈嘉庚写道：&ldquo;诚以救国既乏术，
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
。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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