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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
中国福建省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
1890年，随父亲前往新加坡经商，经营橡胶园、米厂、罐头厂等。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热心教育事业，自1913年起，创办集美中学和小
学；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救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自任主席，开展救国活动。
1940年回国观光，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赴延安访问，慰问抗日军民，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
。
抗战胜利后，创办《南侨日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主席等职。
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
    本书以南洋印刷社1946年印行之《南侨回忆录》为底本编辑而成，分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个人
企业追记三部分，其中附录未予收录。
此次出版，更名为《陈嘉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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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
中国福建省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
1890年，随父亲前往新加坡经商，经营橡胶园、米厂、罐头厂等。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热心教育事业，自1913年起，创办集美中学和小
学；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救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自任主席，开展救国活动。
1940年回国观光，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赴延安访问，慰问抗日军民，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
。
抗战胜利后，创办《南侨日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主席等职。
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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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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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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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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哇敌大捕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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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移荅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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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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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之研究》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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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华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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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  中国与安南
 一八  南侨总会否认割弃外蒙  一九  住屋与卫生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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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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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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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准行政院许可方有效。
难童保育会及寒衣捐，委托南侨总会筹募，均有行政院来电许可.乃通函各属会，由该会另筹捐助，救
济难童。
虽各处有多少汇去，却未有规定若干数额，唯寒衣捐客年秋，接宋女士来电，拟募三十万套.每套国币
十五元，背心三十万件，每件国币三元，合计五百四十万元.此额数按由国内及南洋募足。
余接电后月馀之间，由马来亚募二百万元。
其他各属会募三百馀万元，共五百馀万元，均汇交行政院转交。
该会邀余茶会，欲商本年再募寒衣事，及报告难童逐月增加，各物又贵，经费不足等项。
是日宋女士因事未到，由某主任等招待，各项商妥后，决定对寒衣捐，须提早发电嘱新加坡南侨总会
代理主席办理，并请行政院同意方符手续。
一四九 黄炎培君谈话黄君炎培江苏人，相识已久，上文经有述过，此次自参政会相见后，各因有事未
便再会，迨余将离渝之前数日，约期相会。
渠前在申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移到重庆仍旧续办，学生百馀名，黄君除参政员外，兼任政府他务常往
别处。
是日所谈系国共磨擦事。
因本届参政会开会，亦注意消除恶感，于是举出参政员十一人，负责调解。
从中国民党二人，共产党二人，社会党、青年党各一人，无党派者五人，共十一人，黄君为五人中之
一.其调解条件，约如白崇禧将军之计划。
现虽积极进行，能否达到目的尚未可知。
余将前日听白将军所言，及共党叶剑英君之意见告知黄君。
并言：“余对该事极为关怀。
若不幸破裂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
先生既参加调解.幸示我意见。
”黄君答：“调解条件，为（一）新四军尽移江北，（二）江北等处划定界线，（三）共党发行三千
万元纸币中央负责以国币找换，此后不得再发，（四）逐月须增加若干军费，及军械子弹等，（五）
共党不得复扩张军兵。
计此五项经提出讨论，结果如何未敢逆料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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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1919年陈嘉庚倡办厦门大学时的演讲不牺牲财产，无教育可言。
民既无教育，安能立国?　　——陈嘉庚致叶渊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挽陈嘉庚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
　　——黄炎培评陈嘉庚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
所不敢为。
　　——邵力子评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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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嘉庚回忆录》：华侨领袖  橡胶大王。
厦门大学创始人大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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