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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阳

1970 年春，我匆匆告别了母

校———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奔赴

闽北邵武插队落户。半年后，作为

知青，我又被分配到闽西龙岩煤

矿地质勘探队工作。

1970 年至 1990 年，整整 20

年，我把人生最美丽的时光，最旺

盛的青春，奉献给了闽西这块红

土地。闽西人热情温馨的纯朴情

怀，地质队风餐露宿的生活，为国

找矿的奋斗豪情，这些都为我日

后讲解陈嘉庚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自勉：“历尽艰辛好做人，久经

磨难易处事”。我把人生的情怀、

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苦难，用我自

己的心情讲给观众，把自己的阅

历与嘉庚精神交织在一起，融入

讲解工作。

走近陈嘉庚

将人生经历融入讲解工作
1990 年 11 月，我告别了闽

西，回到了集美，从此与集美结

缘。我有幸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集美学校委员会从事宣讲工作。

集美，集人文之美，集天下之

美。在这块由陈嘉庚播撒教育种

子的热土上，我把每一场讲解，都

看成是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与使

命。为此，我以“用心讲解，用情服

务，声情并茂，以情感人”的特有

情怀，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中外听

众。至今已有三十多个春秋。

无论在游人如织的陈嘉庚纪

念胜地，还是书声朗朗的校园，或

温馨和谐的社区，保家卫国的绿

色军营，茫茫的大草原，甚至跨出

国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留下

我讲解的身影。

陈嘉庚的感人故事，崇高伟

大的爱国精神，为人处世的诚毅

品格，深深感染了我。春风化雨，我

把嘉庚故事、嘉庚精神一次次播

撒、传颂与弘扬。我的讲解对象，既

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有普通游

客。我希望在我的演讲中，他们能

深刻感悟陈嘉庚先生波澜壮阔、充

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不管是风和日

丽，还是刮风下雨，只要有讲解需

要，我都义不容辞，风雨兼程。

为了使自已的导游讲解更富

艺术性与感染力，我积极参加了

厦门市举办的多场演讲比赛，并

获得好名次，不断提升我的讲解

能力。

2007 年 3 月下旬，厦门市委

宣传部带着 100 位来自草原的客

人参观鳌园景区，要我为他们导

游讲解。也许是我用情用心、声情

并茂的导游讲解，让他们印象深

刻。在 2008 年 6 月，退休的我突

然接到了来自呼伦贝尔的电话，

该市市委宣传部诚恳邀请我赴草

原为他们巡讲嘉庚精神。我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同年 7月，正值草

原鲜花盛开的季节，我从厦门蓝

海洋起程，飞抵广袤无垠的绿色

草原，开始“嘉庚精神巡讲”之旅。

呼伦贝尔市共有十三个县旗

市，按计划要求每个城市讲一场，

共十三场，每场三个小时。由于讲

解行程安排较紧，连续作战，我喉

咙息肉发炎。待返回集美时，几乎

成了哑巴，说不出话，只能住院手

术，一周后才出院。此行将嘉庚精

神带给了远在内蒙古草原的人

们，讲解后虽身体抱恙，但仍感觉

收获满满，很有意义。

为纪念奔赴草原巡讲嘉庚精

神的难忘时光，我特意在手机上

下载了一首歌曲———《草原上升

起不落的太阳》。生活在草原的人

们，心灵纯美，像蓝蓝的天，绿绿的

草，红红的花，没有受过污染。特殊

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可贵的民

族情怀与特有的爱国精神，我一路

宣讲嘉庚精神，一路也被他们热忱

纯朴的精神所感染，然后不断成

长、壮大、充实、完善自我。

“教子读书无致临时搁笔，治

家勤俭勿使开口告人。”这是嘉庚

兄弟母亲的母训，教子读书即为

“诚”，治家勤俭即为“毅”，嘉庚兄

弟长大后，把母亲的训导浓缩为

两个字“诚毅”，作为集美学校的

校训。“诚毅”二字融进了《集美学

校校歌》，镌刻在集美学村的每一

座学府中，以让我们的莘莘学子

永世不忘“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

勿忘，大家勿忘。”

陈嘉庚和他的胞弟陈敬贤，

正是用一生无言的行动，用一生

大爱无疆的情怀，用一生的劳动

和智慧，来论证和实践了两个字，

那就是“诚毅”。

母亲传“诚毅”，父亲授“拼

搏”。陈嘉庚在父亲手下工作多

年，从来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勤勤

恳恳地做事。当父亲的事业衰败，

他重整旗鼓，起死回生，替父还

债。这为他日后成为华侨领袖奠

定了社会基础。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陈嘉庚

在中华民族最困惑的时候，发动

华侨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有效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他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团，历

尽艰辛，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层

层阻挠，终于在 1940 年 5 月 31

日的黄昏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

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找到了心中的信仰，从此与共

产党结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热

心、最真诚的朋友。1949 年 10 月

1 日，陈嘉庚应毛主席的热情邀

请，参加开国大典，这让陈嘉庚第

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由衷

自豪。

2014 年 10 月，呼伦贝尔市再

次邀请我赴草原讲述雷锋故事。

众所周知，雷锋把生命的每一分

钟都用来为人民服务，他把青春

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陈嘉庚与雷锋所作的平常小

事和平凡善事，都闪耀着生命的

光辉。在此，请大家记住两个重要

的日期：1961 年 8 月 12 日，陈嘉

庚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8 岁。

第二年，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

因公殉职，年仅 22 岁。雷锋的生

命只有陈嘉庚生命的 1/4，然而，

生命不管长或短，只要对国家、对

社会、对民族作出贡献，人们都会

记住他。陈嘉庚和雷锋的精神印

证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2006 年，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张长明一行来集美参观考察，当

他们听完我的导游讲解，颇为感

动。之后，张长明建议我到《百家

讲坛》讲述嘉庚精神。2007 年 4

月，我有幸与易中天、陈毅明共同

讲述《我心目中的陈嘉庚》。这是

我演讲生涯的一个巅峰，它让嘉

庚故事走进了世界，让世界了解

了中国精神。

“从小母训心中记，嘉庚敬贤

立诚毅；为人处世守信义，天涯海

角不停息。”嘉庚兄弟把母亲的训

导带到了天涯海角，这需要何等

的忠诚与毅力。“用一生的毅力实

现人生的忠诚”。这是我在《百家

讲坛》回答易中天老师的一句话，

也是我对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一

生学习和宣传的感悟。

余热映初心

继续传播嘉庚精神
2007 年我退而不休，走出了

更加广阔的舞台。我把集美的“一

精神三文化”扩展到了故乡同安。

2011 年我在故乡官浔盖起五层

楼，设立了“林忠阳道德讲堂”与

艺术馆，并在此举办一系列主题

活动。难能可贵的是，此举得到了

福建省鸿技术学校的支持与帮

助，该校校园内还专门设立了“林

忠阳道德讲堂”，作为全校师生学

习嘉庚精神的大舞台。

为了更好地宣传嘉庚精神，我

自费 20万元，出版了导游丛书《鳌

园春晖》和大型旅游画册《鳌园之

光》。为此，与爱人产生了矛盾。无

奈之下，我用诙谐安慰的方式，通

过细致耐心地沟通，她对于我的工

作也从不理解转变为默默地支持。

天下集美曾制作了一个短视频《集

美最会哄老婆的男人》予以报道。

我先后创作了《民族光辉》

《国强民富家家好》《人间有爱》和

《明德之歌》等多首歌曲，由福建

省音乐家协会陈东来老师谱曲。

这几首歌曲先后入选了全国原创

优秀词曲，并由著名歌唱家演唱。

2018 年 7 月 1 日，我们成立

了嘉庚精神宣讲团，这是一个老

中青组合，我家祖孙三代也参与

其中。我们深入社区、学校、景区，

用演讲、歌唱、舞蹈、快板等独特

的艺术形式，与听众互动，起到了

良好的艺术效果与共鸣，极大地

烘托了演讲氛围。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携孙女

参加“百名红色义务讲解员大赛”，

并荣获“成人组最佳传承奖”。因为

讲述陈嘉庚，我被授予“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工作者”

“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奖”

“2015 年感动厦门十大人物”等

荣誉称号。

天上闪闪一颗星，华侨领袖陈

嘉庚；天下集美实在美，学村名声

传万里。1961年 8月 12日，陈嘉庚

在北京病逝,国家给予国葬的哀荣,

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

人杰地灵的集美诞生了被誉

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

华侨领袖陈嘉庚。集美是集美学

村、厦门大学、鹰厦铁路、嘉庚精

神、诚毅校训、陈嘉庚星的发源

地，也是我三十多年来讲述嘉庚

精神、雷锋故事的阵地。集美是我

心中一座永恒不朽的丰碑。在这

座丰碑下，我将一如既往，继续讲

好嘉庚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生命

不息，讲解不止。

（作者系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

会宣传科原科长，国家高级美术

师，副教授。现任厦门市集美区关

工委报告团副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