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办人陈六使传略 

 

   为星马树胶商权威者，兼实业界巨擘，也是南洋创办最高学府之第一
人。原籍福建同安，1896年生于泱泱表东海滨之集美乡，因在七兄弟中排
行第六，故得名六使，卒于1972年。少时在家乡受私塾教育，因天资聪
颖，已有非凡流之气概。早年南渡星洲，即极力研究胶业经营方法，积年
累月，深知胶业远景佳，且适合先生企业个性，专志所在，遂以胶业发
达，由于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才略过人，业务蒸蒸日上，而成钜富。 

    先生虽豪富，但私人生活朴素无华，秉性刚毅。二十多年来热心社会
公益，赞助文化事业。1949年陈嘉庚先生为文发表于报章云：“先生于
1941年捐助巨资为集美学校经营常费。”其对于华侨企业界，凡有缓急，
请助于先生俱慷慨以应，每诺数万金或逾数十万，其雅量惊人，而先生为
之若无其事。先生为人饶于幽默，好于深思，论衡当世人物则邈之，弗视
其巍巍然，而能详道其成败关系。其知人之哲知是，尤不喜扬人之善，而喜言人之恶，其独特高风，
更为世人所称道。 

    自战前以迄战后，先生历任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福建会馆委员会主席、中华树胶公会主席、南
洋商报董事主席，各商业各学校要职。1950年3月6日，就职中华总商会会长，即发动为马大献捐，以
身作则，自题三十万金，当场响应者，计二十万金，顷刻之间，成绩突破全马“马大”献捐之记录。
同年9月，领导福建会馆职员，募捐150万元教育基金倡议创办马来亚华侨大学，于此想见先生英迈盖
世，一贯作风。1953年其动机全在提倡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社会之需要，溯自二次大战结
束后，星马中小学教育蓬勃发达，学生年有激增，于是华文中学师资来源之供应与中学毕业生之升学
均成问题，鉴及于此，先生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登高一呼，率先捐献五百万元之钜款，立即获得星
马婆社会各阶层人士热烈之响应与支持，遂于是年4月22日成立执行委员会，一致拥戴先生为主席，
负责筹划创校事宜，同时经由福建会馆献地500英亩，作为校址，立即着手建校。1956年3月第一届新
生开始注册入学，1958年春，第一期建筑工程全部完成，乃于是年校庆日，举行南大落成典礼，轰动
星马各界领袖，各国贵宾及观众十数万人，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翌年5月27日，南洋大学法案经
新加坡立法议员通过并于29日，宪报号外公布其伟大成就。近年南洋大学，虽得由国家政府管教，然
饮水思源，先生所倡办之炫耀学识，永垂千古而不朽。 

参考：1965年东南亚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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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大学简介 

    南洋大学创校于一九五六年，是当时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校址位于星加坡裕廊律，环境优雅，
校园内坡谷起伏，几间重要的建筑物如建国堂、图书馆、学生楼等都是巍峨壮丽的矗立山岗上。登上全
校最高处－－图书馆，一片碧波即可映入眼帘，裕廊工业区即可遥遥在望，夜里，常有微风吹拂，组屋
闪烁的灯光，更是美不胜收。 

    雄伟壮丽的校门座落于裕廊路旁，南洋道入口处，先令来客肃然起敬。沿着约有一哩长的南洋道两
旁，相思树密植，山荫道上，实有荫郁凉爽之感。南洋湾处，女生宿舍、商学院及文学院毗邻矗立山岗
上，宛如一道长城。图书馆位于南洋湾的尽头，中隔一道深谷，与大礼堂遥遥相对，前后辉映。大礼堂
左邻是理学院，独处校园一隅，宛似沉思的博学之士。 

    折入南洋谷，眼前正是南大的「宫殿」－－行政楼，即旧图书馆，前面是美丽的云南花园，园里矗
立着那奠基纪念碑，不禁使人缅怀劳苦功高的创校先贤而肃然起敬。云南花园内有八角亭数座，小憩此
间，令人遐思。马路沿南大湖而上，左边湖下，涟漪粼粼，激起多少人心中震荡。南洋谷建有八个篮球
场，供学生锻炼体质。由南洋谷折出，沿着菁莪径直上便是学生楼，年年在此欢迎新生，令人难忘。乒
乓球室各学会会所及学生会阅报室，亦是课余消遣的好所在。 

    南大之美在于地势之奇特，每当周日或假日时间，游客之多如珍珠。在南大湖畔、云南花园里、宫
殿式的行政楼前，红男绿女，争先拍照纪念。南大的秀丽，凡到过者都会赞不绝口。 

文学院 

    文学院先后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巫文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及政治与行政学系。 

理学院 

    理学院设有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及物理系。 

商学院 

    商学院设有会计系、经济系及工商管理学系。 

研究院及高级学位 

    研究院设有四个研究所即亚洲文化研究所、商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及自然科学研究所。高级学位
有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院授予的高级学位有文科硕士、商科硕士、理科硕士及哲学博士。 

语言中心 

    语言中心开办的课程有英文、马来文、德文、日文及法文等。 

电脑中心 

    李光前电脑中心设于建国堂底层，开设有关电脑计算机规划课程供理科及商科学生修读。 

南洋研究所 

    南洋研究所为大学附设纯学术机构之一，专门搜集南洋文物、调查研究资料、从事学术探讨、编印
学术刊物及刊印参考图藉。 

李光前文物馆 

    李光前文物馆的文物有由星马、香港及台湾各地著名书画家、收藏家等所捐赠的古今书画、陶瓷
器、石器、漆器、中国古印与古代玉器等等。 

图书馆 

    图书馆可容图书四十万册及阅览座位一千两百个，也有期刊及显微影片。 

学生活动 

    大学学生组织各种学术、宗教或康乐与文娱性团体及全校性的学生会。 

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拥有一座体育馆，内设篮球场、羽球场、健身室及舞蹈室等。此外尚有游泳池、柏油跑道
及足球场等。 

就业辅导组 

    就业辅导组协助办理毕业同学就业介绍、在籍同学短期工作和工商业指导计划、为学境清寒而学业
优良的在籍同学申请工读等事宜。 

   

 

南洋大学全貌 

   

云南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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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捐款人 

 

 

 华裔馆是留住捐款人芳名最理想的地方。 

 

 陈六使认捐500万元，先交200万元 

 李光前捐1953年至1957年筹款总额的10％ 

 高德根捐50万元 

 槟城林连登捐50万元建图书馆（现为华裔馆） 

 陆运涛捐建理学院30万元 

 连瀛洲捐25万元 

 刘玉水捐20万元等。 

 胡文虎捐建工字型学生宿舍 

 黄桂楠捐建餐厅（永祺厅）10万元 

 1万元至10万元的捐款者也非常多。 

 

 福建会馆捐献云南园523英亩的土地作为校址 

 华侨银行捐建商学院25万元 

 马来亚黄梨厂捐建文学院25万元 

 

 1954年2月，南大展开征求会员运动，各地华人社团、个人、商号等踊跃捐

1000元以上而成为会员，已故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以及四位印族商人也捐款加

入为会员。从1953年至1956年南大会员共有1740名。 

 

 在旧南大时期，图书馆等建筑都置放着捐款者的名字，餐厅还根据捐款人

黄桂楠的意愿以他的父亲（黄永祺）的名字而命名为“永祺厅”。 

 新南大要发扬“饮水思源”的南大精神，可以把图书馆(林连登捐建)，理

学院(陆运涛捐建)，永祺厅(黄桂楠捐建)等的文字重新展现出来。没有以建筑命

名的巨额捐款者如福建会馆、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连瀛洲、刘玉水等以至1

万元以上的捐款者的名字，也都应该展现出来。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不妨把捐款千元以上而成为南大会员的社团、商号及

个人的名字都写上，以鼓励年轻一代饮水思源，感染先辈及前辈的精神，回馈社

会。 



南大精神 

“自强不息-逆境求存” 

 

1953年1月16日 

登高一呼万山响应 

陈六使倡议华人社会 

创立一间华文高等学府 

 

1956年3月15日 

南洋大学正式开学 

升旗典礼上众人高呼 

“南大万岁，万岁，万万岁！” 

 

1958年3月30日 

校舍落成典礼 

观礼的10万人潮 

络绎不绝长达十多英里 

南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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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历届校长 

  
南大于1977年8月15日起，校长职位悬空，由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陈祝强先生任南大秘书长，执行
特任委会决定。 

校长 
林语堂博士 

任期：1954-1955 

行政委员会主席 
张天泽博士 

任期：1956-1959 

副校长 
庄竹林博士 

任期：1960-1964 

副校长兼代校长 
黄应荣教授 

任期：1965-1969 

校长 
黄丽松博士 

任期：1969-1972 

校长 
薛寿生教授 

任期：1972-1975 

校长 
李昭铭博士 

任期：1975-1976 

代校长 
吴德耀教授 

任期：197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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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彩色照片 

  

  

                 云南园一景 
  

          

  南大建校纪念碑 

 

                   行政楼 
  

 

                 图书馆鸟瞰图  
  

 
  

图书馆 
  

 

                   大礼堂  
  

 
  

南大湖 
  

 

云南园行政楼 

图书馆鸟瞰图 

  

 
  

南大湖远眺行政楼 
  

 

行政楼大礼堂图书馆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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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yang University 
"Nanyang" in Chinese means "south of the ocean" or"south  
seas", a reference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Back in the 
earlier days in the 1940s and 50s, many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a ventured south to seek their fortunes in new 
new lands. Malay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as then known 
as "Nanyang" to the Chines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Chinese found it difficult to atte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anyang area. The people decided to 
start a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a university that can provide 
tertiary education in Chinese in the region.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was first mooted by Mr Tan 
Lark Sye on 16 January 1953 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On 23 March 1953, the Hokkien Huay Kuan, under Mr Tan's 
leadership, donated 523 acres of land for the university. Mr 
Tan himself donated $5 million. His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received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Chinese communities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rallied for the cause. It was a very cohesive effort 
by the entir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land. 
 
In 1955 a pre-university class was started to prepare  Down Memory Lane 
students for entry into the new university. 
 
The first batch of 584 students was admitted in 15 March 
1956. There were three faculties: Arts, Science and 
Commerce. Research activities were started as early as in 
1957. The first batch of 437 graduates was produced in 
1959. Seven years later in 1963, the student enrolment 
reached 2,324. In 1964, the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history, received the same financial grant as the then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he same 
year,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was formed. 
 
Nanyang University was affectionately known as "Nan Da" 
in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lso 
adopted the name "Nan Da" for its Chinese name in the 
mid 1990s.) 
 
Many of the Nanyng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outstanding 
in many fields: academic, research, business and public 
service, both in Singapore and overseas. 
 
In 1980,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ere merged to for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is closed the chapter on the NU history. In 1981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NTI) was instituted in the same grounds as the illustrious Nanya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