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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校与儒家思想

———以校名校训为中心的考察

张 浩

(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新加坡华人以集资办校兴学的方式传承儒家思想，发扬了中华民族崇文重教、作育英才的优良传统。
早期华校是方言性的私塾、书院，大都附设在庙宇、宫观、祠堂之内，形成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
融儒学教化于民间信仰。后期新式华校以华语教学并通过校训来灌输儒家思想，表现在用儒家思想为学校命名、以
儒家精神来办学，且结合生活实践和社会现实对儒家价值观作出新的诠释。海外华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办校兴学和

传承儒家思想，原因在于这既是他们漂泊心灵的安顿之处，也是他们生活创业的精神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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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下南洋本是迫于生计，但是当他们在移居地安定下来之后，就会依照儒家“庶、富、教”的古训

而办校兴学、教育子弟，自觉承担起传承文脉、作育英才的文化使命。从华人先贤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来看，他们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上所作出的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一、新加坡华校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的华校和儒家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早期的私塾、义学、书院，到后期的

新式学堂和学校，儒家文化的熏陶和灌输始终贯穿其中。
新加坡华校的设立究竟始于何年，颇难稽考，但华校的雏形为私塾或蒙馆当无疑义。德国传教士汤

森的报告写道:“说当时( 1829 年) 在甘榜格南有一间广东人的学校，有男生十二人，另一个在北京街的

学校有男童八人，而在北京街又有一间福建人学校，它有男生廿二人。”①由此可推知，早在 1829 年以

前，新加坡这座小岛上就至少已有 3 所私塾学校，而教学语言是闽粤等地方言。其实，在距新加坡不远、
华人移居更早且聚居规模更大的槟榔屿或马六甲，这种性质的蒙学教育早就随华人的迁徙而出现了。
据碑文记载:“海珠屿大伯公，吾客家先贤张丘马三人于乾隆( 十八世纪中叶) 南来槟榔屿，或为教读，或

业铁匠，或营炭窑，而契合金兰，义同兄弟。”②由此可知，华人先贤在乾隆年间就已行教南洋，通过宣扬

儒学来教化同胞、移风易俗，并以此造福当地社会和人民。西方殖民者的杀戮征服和无情掠夺与华人对

南洋的和平开发相较，真是天壤之别。其实，华人下南洋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只是由于文献阙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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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再向前追溯华人在南洋的兴教事迹，殊为遗憾。
新加坡华校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是 1849 年由闽邦富商兼领袖的陈金声( 字巨川) 所创办的崇文阁

( 后改为崇福女子学校)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该岛第一间学校，不过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对此提出异

议①。《兴建崇文阁碑记》称:“今圣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六宇承风，咸尊圣教。虽山陬海澨，各自别

其土疆，而户诵家弦，亦兴起于学问焉。况新嘉坡为西洋之名胜，蛮徼之咽喉，商贾贸易，行旅往来，我中

国民生长于斯者哉。于是陈君巨川鸠众力而勷盛举，光前烈以示来兹也，地于岛屿之西偏，于道光己酉

年兴建，至咸丰壬子年落成。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授也，侧

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从兹成人小子，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德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为文

章，变鄙俗为风雅，则斯阁之建，其有俾于世道人心者岂鲜浅哉!”②从碑文可知，崇文阁是集崇祀梓潼帝

君( 文昌帝君) 、宣讲儒学、敬惜字纸这样一个三位一体功用的场所。华人崇祀梓潼帝君虽有求取科举

功名的愿望，但它与焚化字纸的惜字亭( 敬字亭) 又共同具有将儒家敬畏思想落实到民间社会的教化功

用。因此，崇文阁不仅是崇祀的地方，也是教养生童成人、推阐儒家思想的场所。潘朝阳先生说:“敬字

亭的存在和运作，甚能看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意识，通过教化而传播至民间，形成人民的生活小传

统。”③华人先民依托民间信仰的小传统把儒家文化传播到南洋，并以“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的方式

培养子弟德性、化民成俗，进而改善世道人心。就早期新加坡华校而论，私塾、义学大多附设在民间信仰

机构，不独崇文阁，比如广福学校原设在广福庙，崇文学校原建在天公坛，介榖学校创办于介榖殿，等等。
正如许甦吾先生所言:“新嘉坡华侨所开设之私塾，……其课室多设于庙宇、祠堂、会馆及店屋之中。”④

可见，融儒学教化于民间信仰，依托宗教来宣扬儒家思想，成为儒学在新加坡早期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
继崇文阁之后，新加坡早期最为著名的华校要数 1854 年建成的萃英书院，它同样是由陈金声等人

集资创办。《萃英书院碑文》记载:“我国家治隆于古，以教化为先，设有庠序，其由来久矣。然地有宽严

之异，才有上下之殊，立教虽属无方，而讲学尤宜得所，信乎士林之攸归，在乎黉宇之轮奂也。新嘉坡自

开创以来，……我闽省之人，生于斯聚于斯，亦实繁有徒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域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

向往乎。于是，陈君巨川存兴贤劝学之盛心，捐金买地愿充为党序之基，欲以造就诸俊秀，无论贫富家子

弟咸使之入学，故复举十二同人共勷董建，……今者陈君巨川能首行义举，倡建学宫，不惜重金买地为

址，而十二君……又能同心好善，鸠工经始，以乐观厥成。……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

遐域，化为礼义之邦，是皆巨川君与十二君以及都人士之所贻也。”⑤

从私塾到义学再到书院，形成了早期新加坡华校建设与儒学教育的三部曲，而奏响这一动人歌曲的

主要功臣是来自民间社会的闽粤等华人方言群体和许多无名塾师，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和孤立无助的

形势下，勇敢承担起兴起斯文的重任，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南洋之地。当然，英、美、德籍牧师所创办的学

校在华文、儒学教育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⑥，同样值得肯定。
不论是新加坡早期的私塾、书院，还是后期的新式学堂和学校，其学校建设和儒学教育都与中国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的私塾时代，蒙学教材和师资大都取源于中国传统社会; 后期的新式学堂和学

校，在课程设置、教材使用和师资力量等方面更是受到来自中国社会的多重影响。以新马地区创办最

早、最具典范的新式学堂———中华学校为例，它在管理方法上实现了现代化，课程设置也融入了“新的

科目，例如，外国语( 英语) 、历史、地理、算数、物理、体操等，但根据《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十六条》所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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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科目如修身、读经讲经( 根据程度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二经，或四书) 、习礼仪和国文，仍然是学

生的必修课”①。由此可见，在改革之声四起的时候，华校仍是坚持“中体西用”、“旧瓶新酒”的办学精

神，以保存优良的文化传统而非完全摒弃传统、另起炉灶，其用意发人深省。我们从学校的校名、校训中

可以看出华校基本都是以儒家精神来办学，因而华校对儒家思想在南洋地区的宣扬和传承，无疑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

二、新加坡华校校名及其儒家思想

南洋华人从漂洋过海到落地生根，其人生的奋斗历程始终浸润着儒家思想，而最能体现其发扬儒家

思想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例证之一便是，即使他们生活再困顿、创业再艰难，都会不遗余力地建校兴学，承

担起教育子弟的使命。笔者选取了 1905 年到 1970 年间新加坡华人创办的 38 所华校，试图通过对华校

校名、校训的分析来论证其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系。38 所华校的校名、校训见“表 1”。
表 1 新加坡华校校名与校训

序号 校名 创校时间 校训 序号 校名 创校时间 校训

1 养正学校 1905 年 忠勤礼爱 20 公立培基学校 1935 年 诚朴勤劳

2 道南学校 1906 年 勤毅 21 克明学校 1935 年 礼义廉耻

3 育英学校 1910 年 礼义廉耻 22 中正中学 1939 年 好学力行

4 中华女子中学 1911 年 礼义廉耻 23 鸿星女子职业学校 1945 年 勤谨静修

5 广福学校 1916 年 勤毅诚恕 24 新民中学 1945 年 勤俭敏慎

6 南洋女子中学校 1917 年 勤慎端朴 25 公立培德学校 1947 年 勤朴诚勇

7 南华女子中学校 1917 年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 26 武德学校 1955 年 敬业乐群

8 光洋中学 1918 年 忠慎勤勇 27 德明政府中学 1956 年 诚信勇忠

9 南洋华侨中学 1919 年 自强不息 28 华义中学 1956 年 仁义智群

10 端蒙中学 1919 年 勤慎诚正 29 女子职业中学 1957 年 礼义廉耻

11 南洋丹诏学校 1922 年 忠义勤毅 30 三育中学 1958 年 学习行善

12 维新学校 1926 年 礼义廉耻 31 海星中学 1958 年 勤勉忠勇

13 擎青学校 1927 年 勤诚仁勇 32 海星女子中学 1959 年 忠诚仁爱

14 醒华学校 1930 年 诚勤朴爱勇 33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 1960 年 笃学力行

15 裕华小学 1930 年 勤朴诚勇 34 裕廊中学 1963 年 忠勤诚爱

16 公立醒南学校 1932 年 诚毅勤朴 35 育明中学 1963 年 学思行

17 树群中小学校 1933 年 亲善忠诚 36 实理中学 1968 年 诚实公正

18 公立培群学校 1933 年 礼义廉耻 37 德能中学 1969 年 勤慎诚勇

19 公立培华学校 1934 年 礼义廉耻 38 兴亚启蒙学校 1970 年 勤信端洁

说明: 本表系依据各校的校刊或毕业纪念特刊整理而成。

华人办校兴学素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从不少校名中即可看出华人办学的良苦用心。让我们从

儒家经典的角度来审视校名的来源和寓意。养正学校及端蒙学校的校名显然取自《周易·蒙卦》: “蒙

以养正，圣功也。”北宋理学家张载对此解释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以亨行时中也;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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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

也。”①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老师合理适时的引导和经典的熏陶，使孩童端正德性，养成浩然之气，日后以

成就君子人格。道南学校的校名直接源于“吾道南矣”的典故，它是北宋理学家程灏对弟子杨时传道南

方的期许; 间接来源则是《论语·里仁》所载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显然，其中深蕴着华人

先贤下南洋谋生却未曾忘怀宣扬儒家文化使命的命意。育英学校的校名来源于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②为人生乐事的名言，体现了华人先贤乐于作育英才、造福社会的良好愿望。维新学校的校名

则取自《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寄寓着华侨先贤积极顺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而

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克明学校的校名与《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相关，取其自明己德、日新其

德的意思，彰显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德性品格。新民中学的校名源于《尚书·康诰》“作新民”一语，南宋

理学家朱熹解释为“振起自新之民”③，含有争做富有新时代气息、新文化内涵之人民的意思。中正中学

的校名，很明显取自《周易·乾卦》“大哉乾乎!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关于该校校名的来由，前中正中

学校长沈为霖曾说:“‘中正’两字就充满了儒家的色彩”，“中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正就是‘正名’的

意思”④。从以上校名的取典和寓意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华校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也能看出它在传播儒

家思想方面的追求和贡献。

三、新加坡华校校训及其儒家价值观

华校校名的命名说明了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儒家文化的色彩，至于校训就更是如此。通过对校训

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而且也能认识到究竟哪些儒家价值观在规范人的行为和

塑造人的精神品质上起着持久性作用，并成为两千多年来华人社会生活中的常道慧命。
1．校训用典: 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

下面的“表 2”是对“表 1”校训所作的字词分解和文献举例，以进一步说明其办学精神和价值取向

的儒家思想根基。然后，统合“表 1”和“表 2”，即可归纳出两千多年来为华人所共同遵守并奉行的儒家

价值观，从而说明儒家思想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可以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表 2 校训用典举例

校训字词 经典出处举例 校训字词 经典出处举例

勤
《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
《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 诚

《礼记·乐记》:“著诚去伪”
《礼记·中庸》:“君子诚之为贵”

礼
《论语·卫灵公》: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
之”
《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义
《周易·乾》:“利物足以和义”
《论语·宪问》:“见利思义”

勇
《尚书·仲虺之诰》:“天乃锡王勇智”
《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廉

《论语·阳货》:“古之矜也廉”
《孟子·万章下》: “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
廉”

耻
《论语·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子路》:“行己有耻” 忠

《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孟子·梁惠王上》:“教人以善谓之忠”

爱
《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
《礼记·檀弓上》:“君子爱人也以德” 慎

《尚书·太甲下》:“慎终于始”
《礼记·中庸》:“君子慎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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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论语·里仁》:“仁者安人”
《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 毅

《论语·子路》:“刚毅木讷近仁”
《礼记·中庸》:“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

信
《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颜渊》:“民无信不立” 俭

《尚书·大禹谟》:“克俭于家”
《孟子·滕文公上》:“贤君必恭俭礼下”

敏
《论语·学而》:“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尧曰》:“敏则有功” 恕 《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孝
《尚书·尧典》:“克谐以孝”
《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正

《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自强不息 《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敬业乐群 《礼记·学记》:“敬业乐群”

好学力行 《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笃学力行
《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之，笃行之”

从“表 2”的 22 组经典举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校的校训大都取自《尚书》、《周易》、《左传》、《论

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典籍，其中又以“四书”为最多，而“四书”中又尤以《论语》为最。
《论语》一书包含了丰富的价值系统，如孔子与学生对诚、礼、义、廉、耻、忠、信、毅、仁、恕、勇、智、慎、爱、
俭、孝、正、好学、力行等的广泛讨论。但此讨论又绝非载之空言，而是以生命主体的躬行实践和自我反

省来提升生命的价值、开拓生命的意义、挺立人格的尊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①曾子说: “吾日三省乎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 传不习乎?”②通过躬行内省来“守死善道”是儒家的思想和性格。可见，“儒学最显著的特色，即以

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在生活中的实践而不在理论上的思辨”③。由于儒学本身就根源于大众的社会生活

实践，也是关于人生终极关怀的学问，所以它所阐发的思想不仅能“得人心之同然”而显示其普遍性，也

能为普罗大众在日常的人伦生活中身体力行而彰显其永恒性。
总之，孔子儒学所凝炼的精神价值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提供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常

道，奠定了中华儿女共同信奉遵行的基本价值观。由于儒学“得心之同然”的普遍性和“前圣后圣，其揆

一也”④的永恒性，完全可以为多元文化和多种族并存的新加坡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可资

借鉴的思想资源。
2．校训释义: 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诠释

从“表 1”可以看出，“勤”是 38 所学校校训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字，达 19 次之多。很早的时候，华夏

先民就从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艰辛的生存实践中提炼出了“克勤于邦”、“民生在勤”的生存智慧，此后经

过历代思想家的阐发，它不仅成为普遍的工作伦理，也构成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堪称中华民族第

一传统美德。当然对于迫于生计而下南洋的华人先民来说，要想在异国它乡谋生存、图发展，犹当倍加

勤奋。英国殖民官员詹姆斯·布鲁克曾这样评价华人: “他们勤劳刻苦的精神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

所无法匹比。”⑤《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也说: “华人是由真正的勤勉和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这种好

素质作成的。”⑥华人先贤希望把华夏民族的勤劳美德代代传递下去，因此以办校兴学的方式教导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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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勤奋学习并学有所成，如南洋女子中学强调“为学做事须勤勉”①，端蒙中学则劝勉学生“业精于勤，光

阴是宝，勿怠勿荒，以资深造”②。总之，勤劳、勤奋、勤勉是华人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是社会普遍的工作

伦理，是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
海外华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仅有勤奋还不够，诚信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和德行。在海外经商的人，

被大家认可为诚实可靠的人是可以不付现钱就能赊货做生意的，这意味着诚实可转化为一种社会信用

资本。如经商多年的华人王友海“在这里商界中成为著称的一位正直、老实和有良好品德的商人之后，

便很容易以赊账采办到任何大宗的商品了”③。可见，华人非常重视诚实信用的文化传统。华人先民以

身体力行的方式验证了诚信、诚实这一光辉人格的魅力和可贵，通过这样的身教更能使子弟明白“君子

诚之为贵”的道理。华人在以身教砥砺学生的同时，也借校训来传递这种正能量，如端蒙中学释诚为

“至诚无息，争光日月，人巧我拙，痛惩浮华”，公立醒南学校训之曰“忠诚爱国”，德明政府中学解释说

“诚便是诚意，是一种真实的热爱”，海星女子中学则提出“诚信于言行”④。总之，诚是做人的根本原

则，是待人处世的基本信条，是良好的职业素质，是真实强烈的情怀，也是赤诚的爱国精神。
从“表 1”可以看出，以礼义廉耻作为校训也是相当普遍的。这四种价值观被统称为“四维”，校训

中对“四维”各有具体诠释，如以恭敬、礼让、敬重、奉公守法来诠释礼; 以肯牺牲自己的利益，多做对人

群有益的事来诠释义; 以不贪污，节俭而不浪费，工作中廉洁朴实来诠释廉; 以有羞愧心，懂得自爱，常警

惕自己的错误并立刻改过来诠释耻⑤。此外，校训中对其它价值观的诠释也颇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南洋华人虽然各自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但都固守着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

文化的强烈认同，因为悠久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他们漂泊心灵安顿的港湾，也是他们生活创业的精神

源泉。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事实上，海外华人所认同的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是历时五千年的历史文

化———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五千年文化。此一悠久的历史文化对海外的华人而言，不但不是像费

正清学派所言‘沉重的包袱’，反而是他们精神生活的资源，是他们开创事业的‘激素’，是他们自尊与信

心之所在”⑥。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生活于此文化中这一族群之人所共同而特有而须

臾不可离的精神标识。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就容易理解身处海外的华人为何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

赴地办校兴学来教育子弟。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人道出了其中缘由:“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民族。我们华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就在于此。”⑦当孤悬海外、饱尝辛酸的一代代南洋华

人先辈在民间社会以身体力行的方式继承和发扬祖先留传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时，我们扎根在中华大

地上的亿万儿女又该当如何呢? 鉴南洋，思中华!

［责任编辑: 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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