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嘉庚提倡文明就餐，对于

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车内进

食、混用餐具等陋习十分反感。

1919 年，在厦门大学开学式上，

他在训词中专门就此对学生提

出劝告。他说：“且食之一字，在

我国为最大之恶根性。本年远

东运动会，我国赴会会员于途

中食物大嚼，为状极鄙，致为外

人所笑，此诚足为吾国学生羞

也”。他还讲述了自己回国途中

在客车上的亲身见闻，“无论一

等二等搭客均购多数食物，停

车时则肮脏物狼藉盈车矣。”他

痛心地说，即使在新加坡的三

四等汽车，或暹罗这类最不发

达国家中，也不存在这种陋习，

“而吾文明古国竟至如此，又足

为吾国羞矣”。陈嘉庚还提到，

曾经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合作伙

伴，在交洽生意时委婉表达他

对于东方人就餐习惯的看法，

对于“沿街食物杂陈，坐而食

者，立而食者，触目皆是”的景

象感到难以理解，陈嘉庚听罢

“为之赧然”，羞愧不已。

陈嘉庚对于中国传统“合餐

制”下混用碗筷的习惯很不赞成，

认为“共取饮食，各执匙箸，沾染

口涎，复取汤菜，至筵终必经多

次，该汤菜受多人匙箸之共染，已

成混合口涎质”。为免不被理解，

他还特意举例说明，“用一碗清

水，三人各用匙箸共饮食，每人

口涎或染红，或染黑，或染黄，

取饮数次，尚未完之清水，必被

匙箸混染多色，而非清水矣。”

他强调，若同桌吃饭者患有疾

病，极易互相传染，“速者如疫

症时气，较易发觉，其他或绝细

微，日积月累，身体康强者可抵

抗无恙，否则难免受损害，设不

致短促寿命，亦必阻碍健康”。

为此，他希望各地卫生部门及

社团领袖积极提倡分餐，推行

使用公筷公勺，“只加备数件公

用匙箸，不使直接沾染口涎，既

适卫生，免加毫费，无论家庭会

食或宴客，咸都便利”。

陈嘉庚身体力行，在自己创

办的公司、学校率先推行“分餐

制”。1920年，日本作家佐藤春夫

来到集美学校参观，他看到学生

们用长筷子夹取大盘里的菜肴，

再用自己的筷子进食，感到颇为

意外，认为这是西方近代文明理

念在中国传播的例证。他在游记

《南方纪行》中专列一章“集美学

校”，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并评论

到“中国人一般夹菜的时候都用

自己的筷子，这里一定比较注重

卫生习惯吧”。

（供稿：陈嘉庚纪念馆潘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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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风

散文随笔

———陈嘉庚心中文明城市的理想范式
1945 年，二战硝烟甫散，陈嘉

庚怀着对祖国新生的欣悦之情，对

中国各城市重建规划提出了诸多

畅想，并大胆预测“毅力前行——

二十年后，全国城市皆有园林之

胜，居民获寿康之福”，百十年后“其

繁盛如纽约伦敦者，必有多处。”新

中国成立后，他又从欧美、南洋等

城市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启发，为中

国城市现代化与文明建设贡献了

许多独到而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与

智慧。现如今，陈嘉庚先生的家

乡———“海上花园”厦门，多年蝉联

“全国文明城市”桂冠，以其“高素

质”“高颜值”之名享誉国际，而其熔

铸于城市品格中的文明因子，亦可

视作陈嘉庚先生城市文明建设理

念的一种现实映射。

城市治理之道：规划、留白与管理
陈嘉庚对城市的人居空间

环境及规划布局非常重视，将其

视为民族形象与国民素养的外

在表现。1940 年，他组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在

9 个月的时间里，他途经 15 省，

行程 4 万里，每到一处，都悉心

观察当地的城市风貌，并一一比

较。在甘肃兰州，他看到“市内街

路，既无铺石板，亦无普通石块，

不过泥路而已，稍有阴雨则泥泞

难行”，牛、马、骆驼等牲畜与汽

车交错往来，路上尘土飞扬、污

泥盈尺，感到十分失望。然而之

后所经县市，除少数富庶之地，

大多街面陈旧破败，秩序杂乱。

更有甚者，如贵州盘县，人们衣

着脏污、精神委顿，乞丐成群聚

集，“秽陋不能形容”，这更令陈

嘉庚惊诧、心酸，并暗自引以为

耻。

因此，当抗战胜利的喜讯传

来，陈嘉庚雀跃不已，他积极出

谋划策，希望为祖国各地市规划

重建略尽绵力。他深谙当时我

国城市建设中屋宅密集、街道

狭窄的弊端，借鉴欧美、新加坡

的先进经验，提出政府应主动

预设“空间留白”，为园林绿化、

文体设施及交通网络布局保留

充足用地，同时对城市功能区域

进行科学划分，对于“公共应用

地方，如政府机关、菜市、民众教

育机关、运动场、游艺场、公园

等”进行“精密预计”。他思维超

前、视野开阔，在当时就已注意

到园林绿化对提升城市品味的

作用，认为繁盛葱茏的花草林木

可“令人见之悦目开怀，似有园

林之胜，精神为之爽快”，长居其

中，居民身心愉悦，则“健康少

病，医药、迷信、保险等费终年省

却不少”。

此外，针对造成许多城市

“脏乱差”现象难以根除的“病

因”，如人畜混居、垃圾堆放、占

道经营、乞丐聚集等，陈嘉庚也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

建议在市区明令禁止饲养家畜

家禽，改为在城郊圈地设棚蓄

养；对于露天经营的餐饮摊点，

则统一移往室内，以确保餐饮卫

生、维持良好市容；他还主张各

地建设收容所以救助、感化流浪

乞讨人员，“病者医治，怠惰者教

以工业”，使其成为良民，“免作

不卫生标本”。为使人们能够自

觉参与社会治理，他将亲撰的

《住屋与卫生》一书，广为印发，

希望“使人明白了解，俾可服从

政府，协助地方”，以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目的。

细微之处见真章———车底淤泥，观瞻所系
陈嘉庚认为，城市规划建设

应“从大处着想”，但也要“从细节

着手”。即使是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的繁华都市，也可以小见大，在

毫末之处中窥见城市真貌。

1940 年慰劳团回国视察期

间，蒋介石在重庆设宴款待陈

嘉庚。餐后，蒋介石问陈嘉庚对

重庆观感如何？陈嘉庚先是称

赞重庆“土木大兴，交通便利，

大大有蓬勃气象”，而后话锋一

转，直言城中的汽车和人力车

“甚不整洁”，认为这不但是“市

中大众观瞻所系，且影响卫

生”，希望国内效法马来亚，每

日对车辆进行清洗。蒋介石对

陈嘉庚的意见十分重视，当即

下令整改。十几天后，陈嘉庚发

现“人力车改良甚多，而汽车则

仍旧”。他不满足于被“表面功夫”

所敷衍，亲自检查汽车清洁状况，

甚至俯身察看车下、尾翼部分，结

果发现很多车辆虽然外观高大气

派、光洁悦目，但在一些难以察觉

的死角，“则泥土积寸厚，似乎日

久绝未清洗”。他感到十分遗憾，

认为这是造成车辆机件损坏、耗

油增多的原因。

除了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的

建设维护，陈嘉庚也十分注重

改善城市人文素养“软环境”。

他以身作则，亲自在《陈嘉庚公

司分行章程》中写下“眉头警

语”，劝诫员工文明用语：“隐语

讥人，有伤口德；与人无损，于

我何益”“待入门顾客，要如自

己亲戚”“招待乡人要诚实，招

待妇女要温和”，在潜移默化中

使企业员工树立起“诚信、友

善、敬业”的共同价值观。在他

创办的集美学校，他则将文明

礼仪、社会公德作为学生训育

的重要内容。1929 年，集美中学

颁布了《中学校学生品行考察标

准》，将“礼节”“整洁”“友爱”“公

德”等列入“十二德目”，把“维持

公共卫生”“常保持思想语言及习

惯上的清洁”“尊重公共意识”等

列为“最优”标准，“思想错误，言

语鄙俗”“损坏公家物力”“蔑视或

妨害他人的自由与安宁”等列为

“最劣”标准，为学生走向社会后

成为道德完善、习惯良好的文明

公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行公筷公勺、倡导文明就餐

牵挂一座山
□林万春

“此地古称佛国”，喜欢泉州

山水，我每赴鲤城做客，都忍不

住往北郊清源山走走，如沐清

风，如晤老友。

记得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

学者沈轶刘写了一部《八闽风土

记》，其中一篇《清源紫帽》云：

“清源为郡之主脉，有事兵家必

争，据山四窥，数十里无遁影

……泉人不以名胜视清源，而独

推形势。”“先登千手岩，有千手

佛像，荒寂未有奇致。”云云。

近百年过去，时代造就好

山水，散文家郭风慧眼识珠，夸

奖刺桐城人杰地灵。1981 年春

天，同样在清源千手岩，那株三

百多年古松和寺庙形成一个很

美的夹角，虬曲盘旋，极似一位

老者张开双臂迎客。郭老在树

下徘徊许久，情不自禁说：“在

我眼里，此松比黄山的迎客松

还美。”清源虽小，有仙则名。满

山数百石刻遗墨，他对“老子天

下第一”的老君坐像倍加赞赏：

“这是一位寻常百姓家的、随时

能够亲近、心平气和的长寿老

人。没了殿堂的藩篱和拘谨，天

人合一，我喜欢。”小径幽深，雪

泥鸿爪，青苔屐痕，同行的我辈

后生，曾在十八洞寻找施琅和

李贽的踪迹。

我与清源山有缘。多次瞻仰

弘一法师的舍利塔，有感而发，

我在《散文》月刊抛发的拙作《在

李叔同墓前》，侥幸获全国年度

最佳游记奖。漫忆当年，“悲欣交

集”情所致，清茶淡饭冷袈裟，大

师余生是在闽南度过的。一生诗

书画曲，金声玉振，林林总总，我

喜欢他和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

集》，百读不厌。如《游春人在画

中行》，子恺漫画，弘一题诗：“梨

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

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

送夕阳。”夕阳西下，岭上松树擎

天，半道草亭闲坐，春游后，山畔

慈母携子、朋友结群而归，抒发

了人们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如

《村舍风景》：老人幼童农屋前闲

坐，环周有母鸡携雏啄米，群鸭

引颈欢鸣，一只黄犬静卧于道，

自得其乐，窗台兰花纷披。大师

诗云：“盛世乐太平，民康而物

阜。”不无田园美，一种爱的愿

景。

“能爱真汉子，爱拼才会

赢”。又一次上山，又一回膜拜，

又一遍感慨；眼前青山绿水，天

湖似镜照日月，虎乳泉涓涓细

流，一派鸟语花香。泰戈尔说：

“爱充实了生命，正如盛满了酒

的酒杯。”我以为，清源山就像一

个大酒杯，春风荡漾，芳香扑鼻，

闽南人能饮会爱，醉过方知酒

浓，爱过方知情重。而

大爱是改革开放的底气，爱国爱

家，几百万人劲往一处使，集腋

成裘，积沙成塔，这才有了“东亚

文化之都”和“中国百强城市”的

盛名，去年申遗成功，再创辉煌。

“满街都是圣人”。山高水

长，清源山下千帆竞渡，曾经的

“东方第一大港”整装待发。我知

道，泉州人为美丽家园而自豪，

丰厚的文化积淀，开放拼搏的优

良传统，至今仍汹涌在泉州人的

血脉中。郑成功和施琅的家乡

人，鼓浪扬帆，浩浩荡荡，奋勇驶

向诗和远方。

（来源：《泉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