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贤楼群位于厦门大学西门的

群贤路，是“嘉庚建筑风格”的代表

之作，厦门大学最早的建筑，由陈嘉

庚先生在建校之际主持修建，始建

于 1921 年 5月，象征着厦大的诞生

与发源，于 2016 年入选首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群贤楼是群贤楼群中最高的

主楼，坐北朝南，砖石木结构，占地

面积 1334 平方米，建筑面积 2725

平方米，为三段式建筑，两侧为护

楼，建立之初是作为校舍建筑使

用，现为厦门大学校史馆及陈嘉庚

纪念馆。

群贤楼由爱国华侨富商黄奕

住费资捐建而成，楼群由美国建筑

师亨利·墨菲规划设计。起初墨菲

将群贤楼群沿着海岸线分布，形成

品字形，后因嘉庚先生担心占用学

校演武运动场的面积而改成一字

形。嘉庚先生曾说：“我要站在长廊

的尽头，看那从第一栋大楼到第五

栋大楼下面走过的厦大学生。”

落成之时，有人建议取名“嘉

庚楼”，当即被嘉庚先生否定，并经

过一番思考后取名“群贤”，源自王

羲之《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及荀子《非十二子》“壹统类，而

群天下之英杰”之义。

如今，群贤楼群内的展馆，吸

引了不少学生和游客前往参观。

大家在浓厚的人文气息里，感受

着厦门大学这所百年学府展示的

文化积淀，和嘉庚先生爱国爱乡

的情怀。

群贤楼群

———漫步思明区滨海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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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的上弦场一侧坐落

着一组雄浑壮阔、架构精巧的建筑

群———建南楼群，这是厦门大学最

具代表性的嘉庚风格建筑群之一，

也是陈嘉庚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

建筑杰作。

“我要让外国的轮船一进厦门

港，首先就看到一座中国的大

学。”这是嘉庚先生建造建南楼群

的初衷之一。

怀揣着这

份信念，

陈嘉庚亲自披挂上阵，从细致入微

的图纸设计，到紧张的施工进度和

经费调拨，再到工地上遇到的种种

难题，他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期

间，他时常会用拐杖轻轻敲打建筑

材料，用闽南话与来自泉州惠安县

的石匠交流。

建南楼群建于 1951 年至 1954

年，由“一主四从”的五幢楼组成。

主楼建南楼（学校大会堂），主要用

作大型活动，其东侧为南光楼（时

为物理馆）、成智楼（时为图书馆），

西侧为南安楼（时为化学馆）、

成义楼（时为生物馆）。

陈嘉庚创办学校从不为自己

留名，但对他人的支持和赞助却铭

记于心。建南楼群由陈嘉庚女婿，

新加坡著名华人实业家、教育家李

光前捐资筹建，因而

芙蓉湖畔绿树成荫、生

机盎然，山水环抱、身着“一

袭红装”的芙蓉楼群是那绿

丛间的“一抹红”，典雅秀丽、

格外醒目。自建成以来，芙蓉

楼群一直作为校舍使用，是

许多厦大人梦圆的起点。

1950 年 9 月起，陈嘉庚

回国定居集美，将新加坡剩

余企业房产拍卖所得和女婿

李光前捐助的款项，全部投

入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

设。1951 年至 1954 年，芙蓉

一、二、三、四建成，形成了芙

蓉楼群的围合布局。

在建设中，为使房间更

宽敞、卫生，嘉庚先生坚持采

用外廊式建筑。在他看来，宿

舍的“间隔合适”、宽敞卫生，

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身

心健康密切相关，是不能“不

甚讲究”。芙蓉楼群学生宿

舍，就是基于这样的设计理

念而建造起来的。

校园扩建期间，年逾八

十高龄的陈嘉庚，每星期不

止一至两次乘坐小渡轮，从

集美来到厦大工地“办公”，

指挥安排图纸设计、施工进

度、经费调拨，及时解决事无

巨细的问题。陈嘉庚先生崇

尚生活勤俭节约，而为了给

学生和教职员创造“住得更

好、更卫生”的良好学习生活

条件，即便外廊式建筑造价

高，也不吝多花钱建造，正所

谓“无为之资，一文尚惜；正

当之用，千金慷慨”。

后来，在国家支持和学校

事业发展下，芙蓉楼群不断

扩建，又陆续建成了芙蓉五

至十一及芙蓉餐厅等。芙蓉

楼群建设的历程，是厦大办

学发展史的见证，也体现了

厦大一脉相承的人文关怀。

今天，芙蓉第一至芙蓉第

四依旧作为学生宿舍使用，

经历多次维修后，学校不但

尽力保护历史建筑的原貌，

也给学生们的寝室生活增添

了许多现代化便利设施，提

高学生们的居住质量。

（部分资料来源：东南网、

厦门电视台、厦门大学建筑

与土木工程学院、厦门大学

新闻网、思明快报、思明侨

联、厦门市思明区档案馆、中

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室、《思明文史资

料》《炎黄纵横》等，在此一并

感谢）

其命名多与李光前有关。“南

安”取意于李光前祖籍福建

南安，“南光”取意于南安李

光前，“成义”“成智”取意于

李光前长子李成义、次子李

成智之名。主楼楼名“建南”

不仅取意于李光前祖籍福建

南安，而且建南大会堂与集

美学校的福南大会堂相呼

应，两者合起来有“福建南部

（闽南）”之意，寓意厦门大学

和集美学校是福建南部教育

基地。

现如今，建南大会堂作为

学校最重要的会场，经历多

次修缮后，仍然延续着初建

时的功能，承载着它的历史

使命。2006 年，建南楼群和厦

大其他早期建筑一道（共十

五栋），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之后入选首批“中

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鹭岛·侨乡故事”文化路线系列报道之八

建南楼群

芙蓉楼群

并未学习过建筑课的华侨领袖，以毕生精力创造了一种新的建筑

风格；倾其所有投资教育事业的爱国者，无意中打造了一片厦门岛

最美的风景。陈嘉庚先生所创造的“嘉庚建筑”已成为世界

建筑史上的一个符号。

★群贤楼群→★建南楼群（上弦场）→★芙蓉楼群

（芙蓉一至四）→★敬贤亭→★文庆亭→★厦门市

文联（第一侨师旧址）→★曾厝垵

厦门思明区有个街道，依山面海，风光旖

旎，景色秀丽，是环岛路上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它就是滨海街道。

滨海街道位于厦门岛东南部，东部毗邻南

普陀和厦门大学，与大小金门隔海相望。辖区

内有著名的华侨历史文化建筑，现存于世的有

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落、前身为“国立第一侨

师”的厦门文联红楼等。而创建了厦门众多风

貌建筑、在中国华侨历史上风云一时的曾氏家

族，也出生于这里的侨乡曾厝垵。这些建筑、街

巷随着时代发展焕发出新活力，吸引了络绎不

绝的游客，闪耀着文化明珠的光辉。

嘉庚建筑屋顶

群贤楼群内展馆

群贤楼与陈嘉庚先生像

建南大会堂

建南楼群

芙蓉一

芙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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