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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首批嘉庚建筑：居仁楼
陈嘉庚先生为家乡留下百余座建筑，楼名饱含深意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与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联合

编制了《集美区嘉庚建筑风貌

管控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旨在传承嘉庚文化

遗产，提升集美城市形象，留住

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

色、建筑风格等元素。“方案”以

实施管理逻辑为导向，构建嘉

庚建筑风貌传承发展的“分区、

分类、分级”总体管控体系。“方

案”主要包含两大部分指引内

容：嘉庚建筑风格样式指引、嘉

庚建筑风貌管控指引。

其中，嘉庚建筑风格样式

指引着重提炼建筑风貌“精

髓”。“方案”通过对南薰楼、延平

楼、黎明楼、道南楼、科学楼等经

典嘉庚建筑样式进行剖析，深入

分析集美区嘉庚建筑风格特征，

并从屋顶、墙身、基座、细部、色彩

等方面，提取出具有嘉庚建筑特

色的重要建筑元素作为全区建筑

风貌管控的关键要素。

嘉庚建筑风貌管控指引着

重制定建筑设计“标准”。“方

案”重点针对新嘉庚建筑风格

的建设提出具体设计指引要

求，结合不同建筑风貌分区、不

同建筑功能，提出从严格到灵

活的分类管控要求。

晨报讯（记者 刘宇瀚）10月
22日上午，厦港街道侨联联合巡

司顶社区侨联小组走进华侨中学

开展“怀想嘉庚 歌颂华章”——嘉

庚精神进校园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华侨中学音乐老

师陈茹苑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

陈嘉庚先生的成长背景、生平事

迹及突出贡献，并邀请街道侨联

主席朱小波为学生们深情讲述

了南侨机工的尘封往事，生动再

现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怀和全力

支持祖国建设的深厚情感。南

侨机工们为支援祖国抗战的无

私奉献精神深深感动着在场的

全体师生。

陈茹苑还带领同学们学唱

歌曲《永远的怀想》，仿佛将师生

带回了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身

临其境感受华侨决不当亡国奴、

共赴国难的情怀。

“居仁楼”建成于1918年,可惜于1949年毁于战火。廖永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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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巍峨俊秀、端庄典雅，嘉庚

建筑以“闽南式屋顶、西洋式屋

身”在中国建筑群中脱颖而出，

成为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创

新、观赏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独

具特色的建筑风格。那么，厦门

有多少栋嘉庚建筑？第一栋嘉庚

建筑是哪栋？陈嘉庚先生生前主

持兴建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哪栋？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嘉庚建筑共有百余幢

据悉，嘉庚建筑是指陈嘉庚

先生建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

的具有中西合璧特征的建筑物，

包含了由陈嘉庚先生捐资或募

资兴建，或主持规划、参与设计

和监督施工的建筑物。据《厦门

市地名志（2010）》记载，嘉庚先

生“亲自筹划、兴建了近百幢校

园建筑”。《陈嘉庚建筑图谱》一

书也提到，陈嘉庚共为家乡留下

了百余座建筑。

厦大教授庄景辉在《厦门大

学嘉庚建筑》提到，“中西合璧”

是嘉庚建筑最基本的，也是最显

著的风貌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

特色。“因地制宜布局、合理创新

结构、经济实用建造、取用地产

物料、闽南匠心工艺等也见诸嘉

庚建筑方方面面，与中西合璧

一起，构成嘉庚建筑的六大特

色。”庄景辉认为。

2006年，厦大早期嘉庚建

筑和集美学村的嘉庚建筑群，被

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2016年，“嘉庚建筑”

入选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

学会联合公布的“首批中国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居仁楼是首批嘉庚建筑

居仁楼、尚勇楼和大礼堂是

集美学村首批严格意义上的校

舍，是集美学村的“开基厝”。

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学者、

集美校友总会陈嘉庚研究中心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廖永健曾花

4年时间，创作并出版了《乡情国

思——集美学村嘉庚建筑的楼

名文化和名楼故事》。廖永健告诉

记者，建成于1918年的“居仁楼”

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嘉庚建

筑。据廖永健介绍，“居仁”的楼

名，出自《孟子·尽心上》“居仁由

义，大人之事备矣”。居仁由义，意

思是用心于仁爱，行事循义理。可

惜，这栋楼于1949年毁于战火。

厦门市集美区闽南文化研

究会会长黄坚定告诉记者，位

于集美的南薰楼于1959年落成

后，一度成为全省第一高楼，这个

纪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

代。“如今，南薰楼仍是集美中学

校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道南楼则是陈嘉庚生前主

持兴建的最后一座建筑。集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汇川

表示，这栋楼的名字源自“吾道南

矣”的典故，体现出陈嘉庚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的担当与执着，以建

筑之名致敬先贤、勉励来者。

群贤楼群具有时代特征

厦大建校之初最早建设的

一组建筑群，是群贤楼群。庄景

辉告诉记者，1921年5月9日，

“开基厝”群贤楼群奠基，拉开了

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的序幕。

1921年-1926年，正是陈嘉庚

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扩充学

校经费”，于是，“大兴土木，增

建校舍”。抗战期间，厦门大学

“校舍受到重大损失”。“新中国

成立后，陈嘉庚归国对厦大进

行新的5年建设。在此期间，群

贤楼群、芙蓉楼群、建南楼群作

为嘉庚建筑的代表群组的落

成，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也是

嘉庚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庄

景辉说。

据悉，群贤楼群居中的群贤

楼为主楼，与同安楼、集美楼、映

雪楼、囊萤楼以四条廊道加以勾

连，形成了厦门大学最早的“一

主四从”建筑楼群。其中，囊萤楼

原为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所在

地；集美楼是当年鲁迅先生在厦

门大学工作生活过的住所，现成

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晨报讯（记者张晓霏）记者

从集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为

方便集美大社、嘉庚公园周边

片区乘客接驳BRT嘉庚体育馆

站及地铁集美学村站，结合嘉

庚公园公交场站启用，10月21

日起，调整906路、M27路两条

公交线路。

其中，906路（西滨公交场

站-嘉庚公园公交场站）由集美

北海湾改至嘉庚公园公交场站

始发。该路公交增停了浔江路

（浔江路的新设站点）、嘉庚公园

公交场站（浔江路的新设首末

站）等站点，减停集美北海湾站。

M27路由银亭社区改至嘉

庚公园公交场站始发，并改经

石鼓路北段运行，方便乘客接

驳地铁集美学村站，增停集美

区政府（往龙舟池）、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轮机工程学院、银亭

社区（东侧站点）、集美实验幼

儿园、集美税务、浔江路（浔江

路的新设站点）、嘉庚公园公交

场站（浔江路的新设首末站），

减停集美区政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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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公园公交场站启用
2条线路调整经停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