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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 傍海的厦门大学

闽南屋顶与南洋屋身的巧妙结合

厦门大学嘉庚建筑

文 供图 庄景辉

在 东海之滨 ，
鹭岛之南 ， 素 以 设计与施工 ，

兴建 与 监造的校 园 建 可磨 灭 的地位
”

， 美国 世界 著名 建

“

南方之 强
”

而蜚声海 内 外的厦 门 筑 ， 美观大方 典雅庄重 、 坚固科 筑大师格雷夫 斯赞 叹
“

这是最具世

大学 ， 自 然环境很美 ，

五 老凌霄 ， 学 、
经济 实用 ，

以 其鲜 明的个性风 界经典的建筑之一
”

。

依 山傍海 ， 校 园 景观很美 ， 湖光绿 格被 专称 为
“

嘉庚建筑
”

而享誉海

荫 ， 凤凰花开
， 校舍 建筑很美 ， 古 内 外 。 嘉庚 建筑 ， 是 陈嘉庚 个 人的 厦 门大学的创办与建设

色古香 ， 中西合璧 。 审 美 品位与 当地能工巧匠智 魃碰 撞

厦 门 大学 ，
是 由 毛泽 东主 席高 的结晶 ， 是 西方 南洋 建筑 』 闽南 建 年 ， 第

一

次世 界大 战 结

度褒扬 为
“

华 侨旗帜 ， 民族光 辉
”

筑 在实践 中 不 断 磨 合 筛 选 而 形 成 束 ， 陈 嘉 庚在 新 加 坡所经营 的 橡

的著名 爱 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于 的 中 西建筑文化有效结合 的成功 范 胶 、 船运 、 黄梨等实业资产 已达

年创办的 。 他 出 资 （ 或募捐 ） 并 亲 例 。 著 名建筑学家 陈从周 著文称 ，
万元

，
企业的 巨大收益奠 定 了 他回

自参与 了厦 门 大学的选址与规划 、
她在 中 国

“

近代建筑历史上有 其不 国兴办大学的决心 。
年 ， 陈嘉



庚决定把新 加坡 的实业交给胞 弟 陈 ； ：

敬 贤 等经营 ’ 自 己毅然返 回棚 ，

开始 了
“

决 意 创办 厦 门 大学
”

“

尽 出 家产 以兴学
”

的计划 。 明
年 月 日藉集美学校 的 即温楼 、

明

良楼 为校舍 ，
于集 美学校大礼堂举

行开校式 ， 中 国 第 所海外华侨捐

资创办 的大学
一厦 门大学宣告 延

瞻 」
校庆纪念 日

。

坤
厦 门 大 学 址

， 陈 嘉庚选 欢 顏
定 在巍巍五 老峰下 、 碧 海金沙旁 的

演武场地带 。
这里背 山麵的开阔

思明县公署布告

地势 ， 有 利于大规模地发展校 园建
《± 畠胃

：

、 ‘

设 ； 依 山 傍 水的旖旎风光 ， 可 以为

教育学 习创造优美 的环境 。 历 史上 人基业伟大 更不待言 ，
故校 界划 定

这里还 曾 是 金戈铁马 的军事阵地 ，
须费远虑 。

”

明 嘉靖年 间抗傻将 领俞大猷 的练 陈 嘉 庚 强 调 厦 门 大 学校 园 规
：

兵校场 ，
明 末清 初郑 成功操练水 师 划建设要

“

慎重计划
”

， 在调 整美 丨

；

东渡 收复台湾的 根据地 ， 鸦片 战争 国建筑师墨菲初始设计方案的基础
二

时抗英抵御 外侮 的镇北关 ，
丰富 的 上

，

“

再三斟酌
”

， 对校 园建筑重

人文底 蕴和 历史积淀使这片土地更 新作 出 规划设计 。 他依据三面 环

显厚重
。 自 决定创 办厦 门 大学之 日 山 ，

一

面 向 海 的 自 然地理形势 ， 厦门大学校藏年代最早的地契

起
，
陈嘉庚就构筑了要将厦 门 大学 做 了三个建筑组 团的布 置 ： 以演武

办成
“

生额万众
”

大校 的宏伟规划 场为 中心建设 群 贤楼群 ， 形 成北依 体 彰显 巨大 的空 间 向 心感 ， 以低洼

与蓝 图 ，
因 此对 校址 的选择深谋远 五 老峰 ， 背靠 南普陀 ， 隔海 与南 太 水 田 （ 今 芙蓉湖 ） 为 中 心 ， 环沙岸

虑
， 注重 从优 良的地理环境和有利 武 山相对的 中 轴线 ； 以崎头 山 自 东 布局 ， 借景建筑 ， 形 成传统 中 国 园

于 长远 发展 来考 最 。 他说 ：

“

教育 而西 向 南环绕 乌空 圆 的地形 加 以改 林 自 由 活 泼而 又不失精心构思 的 良

事 业原无止境 ， 以吾闽及南洋华侨 造
，
建南楼群凭借地势居高建筑 ， 好对景关系 。

人 民之众 ， 将来发展无量 ， 百年树 临海 留有空旷开阔的场 地 ，
使其整 年 月 日 ， 被陈嘉庚称为

厦门大学平面全图 ■ 美国建筑师 墨菲和德纳测绘 （ 厦门大学校本部平面图 （



以及 国光楼 群 、 丰庭楼群 、 成 伟楼

等 ， 翻开 了 厦 门 大学校舍建筑 史 的

新篇章 ， 迎 来
“

嘉舰亂
’

的

个新的历 时 丨
。

聚
厦门大学校园全景 （

作 千百年计 而 只 作二五 十 年 计足

矣
”

。 因 此 ， 他
一

向坚持
“

能 免费

： ，

少 资 ’ 粗 中 带雅之省 便方 可
”

的思

思 ’ 坤 ； 公 ！以 人

一 ；
气 嘉庚建筑 ’ 允 论 期 ， 还 是 后

： 簡
、

、

附 乃 个
： 近 个 丨 丨 丨

：纪

馳 个 来

厦 门大学全景 （ 油 画 丨 群 贤 楼 ， 同 安楼 、 集 美 楼 ，

是前 期建设的厦 门大学嘉庚建筑 。

虽 然最初 嘉庚建筑是 作
“

暂时 用
一

“

开基厝
”

的群 贤楼群 奠基 ， 拉开 争 。 地 处海防 最前线的厦 门大 学于 用 ，
三

、
四 年后再扩大

”

打算 的 ，

了 厦 门大学
“

嘉庚建筑
”

大 规模启 年底举校迁往闽西长汀继续办 但是
“

后 来
一直没进行扩建

”

而如

土兴工的序幕 。 厦门 大学
“

嘉庚建 学 ， 由
“

受命于危难之 时
”

的萨 本 此一晃 余年过去 了 ， 期 间 曾 多 次

筑
”

分为两期 ， 前期 即 栋 校长 主持校 政 ，

“

厦 大得以弦 诵 进行过改 造装修 。 最近
一 次对群 贤

年开校伊始的五 年 。 此时 是 陈 小 辍
”

。 抗战期问 ， ） 大学
“

校 楼
、 同安楼 、 集 美楼进行 的 全面修

嘉庚
“

所营商务 颇形 发达
”

， 公 “彳 址受到 重大损 失
”

， 多 座校 舍及 附 缮 ，
是 因 为 年的 出 险 。 因 连 日

发展的鼎盛时期 ， 经济上的 巨 利收 设施
“

悉 数夷为 平地
”

。
抗 战胜 下 雨

，
造 成群 贤楼屋顶前 坡琉璃筒

获促使陈嘉庚
“

扩充学校经费
”

， 利后 ， 内迁 长汀八年 的廋 门 大学于 瓦 板瓦大 面积滑 落 ， 木架 构椽 、
橄

在 厦 门 大学建 设投入更 大 力度 ，
年

“

开始 原 返 埴
”

，
直至 裸 露 ，

大 做的残砖 瓦砾堆积于 下擔
“

大兴土 木
， 增建校舍

”

年 年 的
“

复兴计划
”

之建设 ，
由 屋面和散落地面 ，

顶层后坡屋面也

以后
，
世 界经济走 向 衰退 ， 橡 胶市 于经费严重缺乏

，
而

“

未 克大规模 出 现断裂痕迹 ，
雨 水 内漏 ， 建筑主

场受 到 日 本产 品 的强烈挤压 ，
使几 进行 ， 故

一

切修建均 采临 时应用 之 体 损坏严重 。 对群 贤楼 出 险现 场的

乎 全力经 营橡胶业的陈 嘉庚遭到惨 性质
”

。 实地勘察 还发现 ， 包括主 楼的两翼

重 的打击 ，
公 司每况愈 下 。 陈嘉庚 后 期 即 年 ， 陈嘉 楼 ， 以及 同安楼 、

集美楼 ， 也都存
“

资本 实力 已丧失殆尽
”

，
再也无 庚归国对厦 门大学继续投人的五年建 在 着不少 问题 。

经过对建筑残损的

法给厦 门 大学提供经费 了 ， 校舍 不 设 。 年
，
陈嘉庚怀着对新 中国 状 况

、 程度 ，
以及 原因进行细 致的

再续建 ， 即如
“

填基 巳有
一

半的高 的
“

满意而且放心
”

离开新加坡 回集 探查后 ， 准确地 界定和把握了 修缮

度
”

的 物理学院
，
也停止 了 建筑 。 美定居

，
投入报效祖 国的建设 。 他利 的主要范 围 。 这次 修缮 ， 改变 最大

年 月 日 ， 陈 嘉庚
“

出 于万 用 自 己的资金建设集美学校 ， 说动其 的是屋顶
。

一

是 主楼屋面 因 滑坡而

不得巳之下策
，
乃修 书闽 省主席 及 女婿李光前捐 资建设厦 门大学 ， 扩大 进行全 面维修 ， 二是两翼楼和同 安

南京教育部 长告以 自愿无条件将厦 校舍建筑的规模 ，
增加校舍建筑的数 楼 、 集美楼屋顶按照 年代初大

门 大学改为 国立
”

。
这
一

年
， 爆发 量

，
建成了建南大礼堂

“
一

主四从
”

修前 即 年 整修后 的 式样恢复

了
“

七 七卢沟桥事变
”

， 日 本 军队 的五座楼和围绕芙蓉湖的芙蓉第
一

、 大坡顶燕尾脊造型 和绿 色琉璃 瓦屋

为 占 领 中 国 发动 了全面 的对 华 战 二 、
三

、 四楼的两大嘉庚建筑楼群 ， 面 。
三座楼的屋顶

，
从色 彩 、 体量



及整个风格上 ，
基 本上恢复 年 以前的本来

面 目 。 同是早期嘉庚建筑的映雪楼 、
塊萤楼及

一

比 让筑的 让 楼 继

嘉賴筑的风格特点

陈嘉庚以 他的 乡侧思和审美趣味 强 烈

地影 响着厦 门大学校 园建筑
，
规划布局 采 用 群贤楼 （ 洲

一

”

字形或半月 形 围合式方案 ’ 独创新意 。

他设计与兴建的校 园建筑 ， 始终注重闽南屋顶

与 西纖的巧妙结合 ’ 形成 中西棵合的建筑

形态 ， 彰显其独树 帜的特点与风貌 。

楼群 、 芙難群 ， 建南楼群三个各 自 独立而 又

彼此联細舰難 ，
具碰細时代特征 ，

建

，

蕴涵着朴素 的中 国 传统风水观念 ， 体现着 因地

制 宜的建筑构思和 多元融合的创新精神 。 这些

渗透着 中 国闽南古 民居
“

飞檐翘脊
”

屋顶和 西
，

式
“

白墙石柱
”

屋 身结构的建筑楼群 ， 错落有 ■

致地矗立純丛纖 嫌細校醒 。

群 贤楼群 ， 是厦 门 大学最早建设的嘉庚
；

风格楼群建筑 ，

“

細从
”

的五幢楼 即群 贤 ！

楼
、
集美 楼 同安楼 映雪楼 、 賴楼连 衔 圃 ：

接 字形坐北朝南删在广 阔的演武社 ， 背

依五老峰
， 与隔海 的南太武 山腿相对 ， 气势

二 、

恢私 ， 具有巨大的张力和强烈的视觉效果 。

采光 、 自 由 布局的 西式屋身长处在这里完美结 陈《庚视察完成工程建设的建南楼群 （

厦门大学本部校区 全景 （



P	奢 丨

。 丨⑶ 丨
丨

丨 彳 磁
聚
焦 群贤楼群 建南楼

合 、
相得益彰 ， 从 而使 中 西 两种 辉 ， 悠 然 十 、

’

随 风揉碎的倒 影 留 闲 丨 《 岡 平添
一

番身的感受 。

筑 文化巧妙地融 为
一

体 ， 展示 和 在 广波 圯粼粼的湖而上 。 因 地 制 宜布局 说 到 崧 决 逑

而不同 的 韵致 ， 这种 屮 式 占 主导地 在 门 大 卞 的 热 庚 风 格建筑 筑
， 人们总 是津津乐 道于 陈嘉 庾的

位
，
西式从厲相辅的建筑风格 体 中 以 由

“

主四 从
”

的五座楼即
“

中 国传统风水观念
”

。 实质上

现 了陈 嘉庚对历 史传统 文化和 族 迚 由楼 由 光楼 、 义楼 成 枰 所 谓 风 水观 念 ， 记 他 注 重 人 与

精神的崇 尚 。 楼 、 成 义楼组成的 逨 衡楼群最 为宏 然 建筑与环境的 和莳而非对抗的

闹绕 芡稗 湖畔的 几座红墙绿 伟壮观 ， 她是 陈嘉庚倾注心血最 多
“

生 态适应
”

关系
，
因地制宜地在

瓦的 芙蓉
一

楼 、 芙蓉 第二楼 、 芙蓉 的杰作 。 弧形排列 、 巍然矗 立在山 厦 门大学校舍建设 中 的
一

次理想的

第 三 楼 ， 建于 年 代 ， 是嘉 庚 坡上 ， 正面 向 南俯瞰大海的 建南 楼 实践 。 陈 嘉庚提 出 ， 对建筑校舍之

风格建筑走 向成熟的标志 ， 强 调西 群 ， 在花 岗岩石砲筑的可容 纳两 万
“

最 重要 的不 出三件事
”

， 第
一

件

体 屮 用 ， 更多地增加 闽 南建筑的 元 人的大看台和 椭 丨形大 运动 场
“

上 就是
“

地位之安排
”

。 强 调校 矜建

突出 民族特色 。 屮 式聞顶 、
弦 场

”

的 烘 托 下 ，
丨 邛 起 。 坡 筑的 直 线 （ 群 贤楼群 ） 、

二 弧

式屋身的外廊建筑样式所显 示的 中 屋顶采 用 的陈热庾亲 自设计的被后 线 建南楼群 、
三 线 芙 蓉楼

西结合的 优美建筑群形 象 ， 以红 、 人 作称 为
“

热庚瓦
”

的 红 色大瓦 群 ）
的粮 体性之 布局 ， 这是 门 大

绿 色为主 ， 白 色 为辅 ， 在 关押 湖的 片 ， 尤 为 建筑的 派 ， 给 蓝 卞嘉庾 筑的 个 要也足鉍 搞

映衬 下 ， 色 彩斑斓 ， 犹 出 水 芙 天 、 碧 海 金沙
、 绿 树 红 的校 水 的特征 。 他 改变美 国设 计师邋 菲

建南楼群全景



芙蓉第二楼 芙蓉楼群

的
“

品
”

字形 设计 ， 开始在幵 阔的 特别是陈 嘉庚有感于
“

五 老 凌宵
”

事
，
首先是校舍规划布局 的地位之

演武场 上五 座一字形排开建筑群 贤 而采 用 的
“
一主 四从

”

建筑布局模 安排 ，

“

其次就是 间格与 光线
”

。

楼群 时 ， 首先注意到 了的 即是
“

中 式 ，

一

再 应 用 于 厦 门 大 学造 就 了 对于校舍建筑的空 间结构 、 尺度大

座背 倚五老 山 ， 南 向南 太武高 峰
” “

壮丽
”

的 建筑 群整 体 美感 。 这 本 小 ， 陈 嘉庚有 自 己独到 的 见解和革

的 中 轴 对称格 局 ， 义 采用
“
一主四 身就是 陈嘉庚对 自 然环境深人的观 陈弥新 的想法 ， 间塥要符合功能需

从
”

与
“

五 老 山
”

呼应
， 达 到 了 建 察和 充分 的 利 用 ， 借地形地势布局 求 ， 通 风要好 ，

光线要足 ，
以打造

筑与 自 然环境相协调 的 目 的 。
无怪 而做 的具有强 烈 整体感的 建筑群设 适应

“

新式 教育
”

需要的 合理的建

乎 全 国教育会 和全国商会在上海举 计 ， 表达 了 中 国 传统风水形势说所 筑物 。 厦 门大学嘉庚建筑 ， 基本上

行两联合会联席会议共 省 区 人 着重论述的建筑环境景观中 的聚 气 采用 西洋建筑 的平面布置形式 ，
主

代表于 年 月 日 抵厦 门 ，
藏风 、

互相呼应 、 有机联系 的理想 要的 有 内廊式 、 外廊式 、 内 外廊结

在 参观厦 门 大学新建筑后 ， 无 比惊 的空 间构 成和意象 ， 使
“

驻远势而 合式 的几种结构类型 。 外廊 式结构

叹
“

南普陀 山 脉蜿蜒 ， 赴海而尽 ， 以环 形 ， 聚巧形 而展势
”

的风水学 有同 安楼 、 集美楼 、 芙 蓉楼 群 ， 内

大学据其高 岗 ， 有 阴 阳 ， 其 阴坡陀 原理 ， 在
“

因地 制宜
”

的 门大学 廊式结构有映雪楼 、
樾 萤楼 博学

起 伏 ， 其 阳 平 原坦 莽 ， 城 形 之 故 嘉庚建筑中得到很 好的体现 。 楼和 南光楼 、 南安楼 、 成智 楼 、 成

垒
，
界乎其间 ， 气魄雄伟 ， 不可

一 合理 创 新结构 陈嘉庚所强调 义楼 ， 而 内外廊结合式结构 的 典型

世
”

。 中 轴对称的 主从关 系格局 ， 的建 筑厦 大 校舍之最 重要 的三件 建筑是群 贤楼 。 最值得称道的 是群



贤楼 的 中 部 内廊与两翼外廊 在中 央 舍建设方面 ， 陈 嘉庚有不少关于坚

人 门 前厅连接 ，
翼楼麵 以连廊与 持 以

“

经济
”

、

“

实 用
”

为原 则的

集 美
、
同安二楼底层的 外廊相连 ，

理论与 实践 。 当厦 门大学创办时 ，

再由 连廊与賴楼 、
映雪楼 内廊联 有 留学類者力 劝陈 嘉庚

“

如 洋人

通 的五座大楼的走賴穿始终的建 之做法 ， 聘洋人办理
”

， 他在棚

筑形式 ，
近 米长的 内外廊道 气 参观 了协和 大学細工程师建 的备

呵成
，
这种 用 走廊 串联不 同 建筑的 用 宿舍 ， 分析了

“

洋建筑
”

存在费

做法 ’
适合于厦 门地区亚热带多风 用 太大 、

工期太长 、 效果 不 彰的缺

雨 和多 日 晒 的气候 ，
方便之 间 的联 点 ， 曾嘱林文庆校长

“

万万 不可轻

系 ，
很受雜行走者的欢迎 。 听 外言

” “

取极坚 固 可耐 百 世

间 橘 是否合理 ，
无非是 能 将 不坏之 旨

”

。
他在校舍建筑中 是如

虚 与 实 、 动 与 静的 辩证 关 系 安排 何实施
“

经济主 张
”

和贯彻
“

实用

好 房间 宽敞亮丽 ，
直接 影 响 着学 主意

”

的 ？ 无论大小事情 ， 陈嘉庚

习 与健康 。 陈嘉庚于 年 准 开诚 布 公 ， 宣称
“

建筑之 费用 务求

修复 和扩建 丨 门 大学校 舍来 学校察
群 群长 省俭 为 第

一

要 义
”

。 他就是这 么做

勘 时 ， 指 出 内 廊式 建筑不宜 用 作学 的 ： 早 期建筑群 贤楼群时 ，

“

红料

生宿 舍
，
认为

“

学生宿 告 ，
须建中 以在那 甩々 报 、

吃茶 、 使房间更宽 （ 即 红 砖
）
甚乏 ， 价奖 加五

”

， 因

行 式门前有骑楼 敉尺宽
”

。 他 就 敞 。 所 以衍街 增减 疋 廊 ， 多 花钱 为 此 ， 较 之 红 砖 ， 石 头便宜 又取

学生宿舍的建设 ， 写信给王亚 尚校 了 同 学住得更 好 ，
更卫 生 。

”

正 如 用 方便 ， 故
“

大 全 用 白 石 造 外

长
， 信中还 若 所 谈 到

“

回 国参观大 陈嘉庚所主 张的
“

只 求间隔 合适 ， 墙
”

；

“

未便 同意
”

诸教 员的
“

建

学 多所
，
大都对学生住宿处所不甚 光线 充足 ， 卫生 无缺

，
外观稍过得 新 式 之屋 料 即 用 洋灰 包铁 条可坚

讲究 ， 我校宜注意及之
”

，

“

学 去
”

， 外廊式结构 的 芙蓉楼群学生 固
”

的
“

主张
”

，
建生物院 ，

“

楼

生 宿舍为什么要建筑走廊 ？ 这是上 宿舍 ， 就是基于这样的设计理念 而 板如用 钢骨 水泥 ， 单水 泥
一项 即须

海 等地方所没有 的 ， 在十 年前我在 建造起 来的 。
五 万美 元 （ 约水泥

一

万包 ） ， 钢骨

新 加坡有
一

房子有走廊 ， 有时 可 经 济实 用建造 在瓶 门 大学校 架亦相 同
，
共十 万美 元 ，

如 用 木 板

外廊式结构芙蓉第二楼



建南楼 嘉庚瓦 屋面 芙蓉楼群红砖清水外墙面

铺砖 ， 约需 七万美 元 即足
”

，
可 以 梁 、 楼板 为钢 筋混凝土 （ 成智 楼 为

少花 万 美元 ， 即成 了
“

楼 板所以不 木 ） 共 同构造 。 域门大学校舍采用 石

能 用 钢骨水泥的原 因
”

。 然 而 ， 在 头 、
红砖 、 木材 、 壳灰等

“

本地产生

建筑之 实用性方面 ， 陈热庚 向 来是 之物
”

为主要 建筑材料 。 年 ，

十分 辟 重听取学校 教职 员的 意 见 和 陈嘉庚选择 九龙江畔的严溪头 、 大

让 议
， 吸纳 厂 少 农 丨 校教 沙洲等地设 、

’

多家机沾 丨

’

，

员 的
“

尤适于 用
”

的实践经验 。
机制砖瓦 ， 专门为 丨 门大学纏美学

陈 嘉庚节省 实 用 的 建筑思想 ， 校建筑烧制
“

烟灸砖
”

。 最引 人注 目 ？

在厦 门大学 嘉庚建筑的前期 和后 期 的是覆盖在西式建筑上的 面瓦 ，

‘

！

都是 脉相 承的 。 我 们可 以通过 不 采用进 口 的铜制模具和腿机 ， 依

少例 子 ， 透视
“

嘉 庚建筑
”

特点之 靠手工操作 ， 用 红壤为原料 ， 模 印

的
“

经济实用建 造
”

的策略性帛
’烧 制 。 这种按 自 己的统 规格要求

义 。 这 正 是陈嘉庚在 校舍 建设 中 生 产的橙色大 瓦 片 ， 色彩特殊 ，

自 始 至 终 倡导 的
“

应该 用 的钱 ，
方稳 重

，
抗风 力强 ，

隔热
、 保 温性

〈

千万百 万也不要 吝惜 ， 不应该用 的 能 好 ， 铺设操作 简便 ， 由 于在
“

嘉 群贤楼群花岗岩请水外墙面

钱 ，

一分也不要浪 费
”

的
“

经济实 庚建筑
”

上大 面积使 用 ，
人称

“

嘉

用 建造
”

特点 中 的 核心价值观的最 庚瓦
”

。
庚充满 了 自 信 ， 在 年 月 日

好体现 。 陈 嘉 庚 对本地 建筑材 料 的重 晚于建南会堂举行的庆 祝新校 舍落

取用地产物料 对于厦门 大学的 视
，
不 只是在厦 门大学校舍建筑中 成大会上 ，

他兴味盎 然的讲话
“

旧

校 舍建设
，
陈嘉庚

一

贯主张
“

凡 本 的 全数取用
， 亦 曾注意 到

“

闽南可 的房子都不是钢筋 水泥 的 ， 这样坚

地可取之物料 ，
宜尽先取本地产生 兴之事业 ， 以就较容易 办到 而言 ，

固 义省钱
”

，
颟得 了 满堂的 片热

之物 为 至要
”

。

“

就地取材
”

， 是 如石码 制砖之 土 ， 安溪烧灰之石 ， 烈 擎声为其喝彩 。

嘉 庚建筑的 又
一

个重要特色 。 厦 门 两项 均取来寄往欧洲化验 ， 咸称 为 闽 南匠 心工艺 门大学 嘉庚

大学嘉 庚建筑 ， 前 期 主要采 用石木 上品 原 料
”

。 他 设想 用 集 美 学校 建筑的大 甩 资料为我们 塑造 了这样

结构 ，
即群 贤 楼群 以 承重结构的 内 的 名 义 ， 成立

“

粜 美砖 瓦厂 有限 公
一

个 形象 ， 陈 艏庚 犹如
一

位 闽 南传

外墙 ， 柱 为 石砌 ， 楼 板 、 屋 架为 木 司
”

， 在石码 建砖瓦厂烧制 瓦片 外 统建筑中 的
“

大木匠
”

，
即 通常被

结构构筑而 成 。 后 期 的芙蓉楼 群 为 销南 洋 并同 时提 出 在安 溪 湖头办 民间 锊称的
“

执篙师傅
”

，
是集设

砖 石木 结构 ，
承重 结构的 内 外墙 水泥 厂 ， 改变 祸建 没有 生产 水泥 从 计 、 监造

、 估料 、 鸠工 、 施工于一

柱 为砖 或石砌 ， 楼 板 、 屋架 为木结 国 外进 的困境 ， 后均 因抗战爆 发 身的统筹校 舍营造的 决策者 。

一

定

构 ， 建 南楼 群为石 木混结构 ， 竖 向 阐 门 沦陷 而使计 划 无法得 以实 现 。 的 逮筑艺 术形 式 ， 只 有通过一定 的

承 重结构的墙 、
柱 等 采 用石砌筑 ， 结合 国情和地域条件 ， 选择应 用地 建筑技 艺 才能 得以表现的 。 以岩石

屋架为木结构 （建洧楼部分为钢 ）
， 方性材 料建设厦 门 大学校 舍 ，

陈嘉 色 彩的 不同 、 粗 细加工的 不 同 、 组



式木桁架屋架 。 群贤楼以木结构 为

；

梁架 ’ 精雕细琢的靓藤饰 ，
不但

具有外在 的形式之美 ，
而且还有 不

隱棚
， 難細 装饰艺

术 ， 堪称
一

绝
。
厦 门大学校 舍 ， 陈

嘉庚选择 了 闽 南工 匠 ，
是以 他们 的

卿翻測鮮雜 ，
平 易 而精

湛的 施工技 艺建造起 来 的 。 每座 逮

■邏 筑 ，
无论屋顶 、

墙体 、
基础 还 足

实用 、 画独舰心 。

合■兒 ：” 懷

。 以 丨 统 让筑 形 式 础 ，

西方近 代学校 建筑功 能 为诉求 ， 在
廊柱 红砖窗 眾装饰 “

现代建筑思、潮
”

的影 响下 建造起

細堪 门大学崧 庚建筑 ’

“

屮 西合
”

是其最基本的 ’ 也是最 显著 的

风貌特征 。 陈 嘉庚凭借丰富 的生 活

蘭酣麵麵 ， 職了 自 己独

‘ 特的建筑思想和设 理念 ， 造就 了

：

嘉庚建筑的 民族性 、
地域性和

“

南

▲ ■
’

。 丨訂 人学■建筑 ’

；

筑传统 ， 仿 照 叫 方建筑模 式的屋

譯
丫 闽 尚 统纽筑法 丨

￡ 山肩 让

建南楼 门面石作立柱 群贤楼门面石作拱门 筑美学 的 制约 ， 构 成 了
一

种 不土 不

洋 、 亦 中 亦西 的新 风格 。 早 在建筑

校舍之初 ， 有 人 以为群 贤 楼 、 同安

砌方式 的 不 同 ， 创造 出 不 同 的 体 楼 ， 以及 国光楼 丰庭楼群和 成伟 楼
、
集 美楼的屋盖采 用 宫殿 式的绿

式格局 。 厦 门 大学嘉庚 建筑 ， 石 头 楼等 。
利 用 烟 炙砖的 自 然纹理 ， 结 琉璃瓦来建筑 ， 是

“

洋房子戴 中国帽

用料最 多 ，
主要是墙体 、 台基 等 。 合巧妙构思 的 砌筑形 式 ， 将

“

闽 南 子
”

， 不相配称 ， 但陈嘉庚旗帜鲜明

群 贤楼 和建南楼 的 主体均为密缝座 红砖 文化
”

发挥得淋漓尽 致 ， 勾缝 地表示 自 己的观点 ，

“

一

个民族 ，
抹

浆清 水白 石墙面 ， 石块加工细 致 ， 灰浆饱满 、 横平竖直 规范的红砖清 杀自 己民族传统建筑形式 ， 而只 求模

表面平 直 ，
边角 整 齐 ，

砌体接 合处 水墙 ， 使 建筑立面 形成独 特的装 饰 仿洋化的道路 ， 埋没 自 己 民族建筑的

灰缝密 实 ，
整体感强 。 其他楼 的墙 效果 和韵 味 。 木结构 建筑从来 都是 文 化建筑 艺术 ， 是没 有 国性 ，

是 不

体 除芙蓉第
一

、
二 、 三楼等 的立面 中 国传统建筑的主 体 ， 增 门 大学前 应该 的

”

。
可 以说 ， 嘉 庚建筑是他

夕卜 ，
全部 采 用

“

粗碌 已足
”

的 条 后两 期 的校舍 建筑 ， 都 以木结构 为 坚持的
“

无论 走哪 条路 ，
亦 须保 留

石
，
还有如 廊 梁壁柱 、

楼梯踏步 、
主 的结 构 方 式 作 为 楼房 的 承 重结 我 国 文化 ， 乃 能维持 民族精 神

”

的

门 窗台楣
、 线脚阶基 ，

也用 石材打 构 。 所 不同 的是 ， 除群 贤 楼和建南
一

惯立场的直接宣示 。

制 与砌筑 。 大量使 用 红砖为 材料的 楼主楼 外
，
包括群 贤 楼两 翼在 内 的 嘉庚建筑 ， 折射 出 陈嘉庚在特

是 后 期 建设 的 芙 蓉 第
一

、
二

、
三 全 部校 舍建筑均采 用 石墙 承重 的西 定的历 史 时期 和特 定的环境中 既 固



守 中国 传统 又汲取西方文化的
“

海

纳 百 川 、 博 采 众 长
”

的 胸 襟 和 观

念 。 壇 门 大 学嘉庚建筑所越的
，

】 人慨 宗

出 的
“

本大学之主要 目 的 ， 在博集

細 各 国之学术及 其精神 ， 以研究 董
切现 象之底蕴与功 用 ， 同 时 并 阐

发 中 国 固 有学艺 之 美质 ， 使之 融

会贳通
，
成 为 种最新最完善之文

化
”

的最 的实践 ！

论建筑
’
建筑学者的

一

种流行
：

提法
“

建筑是麵 的音乐
”

， 可我
量腳
—

觉得更 大层面上应该说
“

建筑是 凝

固 的历 史
”

论 建筑 文化 ， 不能 简

单地被理解为建筑加 文化 ， 而应该 群贤 楼三层内廊木作装饰

是特定 时期 在某 种 文化背景 影响 下 ■議
的建筑 。

大，棘舰 ， 峻

用 的实物转化为具有使用 物 与文物 及 同年动工建设的 门 大学漳州

的双重性质 的建筑 ， 承 载着 历 史的 校区 ， 年开始规划与 建设随

各种信息
，
不仅记述 了厦 门 大学的 大学翔安校区 ，

无论是建筑理念的
一

近百年 建设历程 ， 而且是 个时 传承
，
还是建筑风格的发扬 ， 始终散

的深 刻 文化 内涵 的诠释 、 丰厚历史 发着
“

嘉庚建筑
”

的独特魅力 。 主楼 群贤楼屋擔下木雕宫灯垂悬 吊篮

底蕴的揭示 。 群
一

次又
一

次地以
“
一

主 四从
”

的轴

在近 十 几年 ， 厦 门 大学迎来 了 线对称布局的形式建设 ，
重续嘉庚建

三次校园大建设 的机遇 。 年 建 筑的 中西合璧的建筑语言所表达的 特征 ， 为 走 向现代 化的 度门大学校

校 周 年之 际落成的 ， 在校 园 中心 大校园情结 ，
同时注入强烈的当代稍 园建设增添 风彩 。 作 者单 位 ：

沿南北 向成线性展开面 向 中 心广场 神 ， 在 传统 中 又有创新 ， 在创新 中 庾 门 大 学人文 学 院 ）

连接开 阔的 芙蓉 湖 的新嘉庚楼群 ， 又有继承 ， 构成嘉庚建筑的 新时代 （责任编辑 ： 张双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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