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清机（1881年－1940年），名经纶，
字清机，号穆亭，乳名火萤，晋江安海人。青
年时期东渡日本经商，1905年，在东京加入
中国同盟会。陈清机一生爱国，先后参加过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讨袁斗争。陈
清机通过募集侨资或以独资的方式，发起
创办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
安海电灯电力公司、泉州安海桥西垦殖公
司等多项实业，致力于公路、码头、电力等
公共设施建设和矿业、农业开发，为家乡建
设和民生发展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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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江安海镇石狮巷，有一座建于1929年的三开间两进的“皇宫起”闽南红砖古厝，说起它的来历，不少当地人便会提到一
位爱国侨领——陈清机。

从投身革命在晋江安海打响“辛亥革命”福建第一枪，到为践行“实业救国”理想，返乡建成全省第一条民营公路、助推农
业、矿业现代化发展，再到开创了闽南办学之先河、筹建医院、创办慈善机构，倾尽心血回馈桑梓，如今，在安海仍流传着许多关
于陈清机的传奇故事，而其爱国爱乡、开拓创新的精神也为后世所颂扬，并影响、激励着一代代侨乡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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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陈清机：拳拳爱国心 悠悠桑梓情

实业能够救国，教育可以兴邦，在倾心
助力家乡实业发展的同时，陈清机亦不忘对
家乡教育的投入。

有感于国弱民受欺，需得教育强国。
1907年，陈清机在家乡安海参与创办“养正
小学”，随着这一小学的创立，不仅开创了闽
南办学之先河，也悄然推动了当地侨办、商
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20多年间，安海兴
起了办学热潮，仅是1万多人的小镇，就涌
现出了近20家学校，到处可见“家书诗、户
业学”的盛景。

1927年，陈清机等人再次积极推动，在
养正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养正中学。1929
年，陈清机捐赠养正中学图书馆的《万有文
库》全套，为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百科
全书。在曾经教学资料极为匮乏的年代，这
套百科全书极大地丰富了养正学校的图书
馆，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此套丛书仍被收藏在养正中学的图书
馆中，每册都盖有“陈清机捐赠”的图章，所
存目录卷首“序”中，特别印有添置这套全书
经过的详细记载和养正学校的历史。

此外，陈清机还与秦望山、许卓然、梁披
云等，创立黎明高级中学（即黎明大学前
身），与马来西亚华侨庄希泉创办上海曙光
女子学校，为闽南青年及归国青年升入大学
搭建阶梯。

正因曾历经战火纷飞的年代，目睹过民
生凋敝的苦难，陈清机一直心系家乡贫困群
众的生活。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
候，远在他乡的陈清机也突破万难从菲律宾
汇款，只为施赈于安海、泉州。除了经常捐资
救济困难群众外，在安海，他还成立了许多
的慈善机构，只为帮助更多人。由于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安海的医疗条件还十分落后。
遇到大病，贫苦百姓医治无门、坐以待毙的
事情时有所闻。目睹现实惨状，陈清机认为
应推行新式的科学医疗，才能有效地解除劳
苦民众的病痛。为彻底改变家乡落后的医疗
状况，陈清机创办了安海民众医院，这是安
海首家民间医卫组织。在陈清机的倡导下，
街上商人和各境慈善者纷纷捐款，购置医疗
设备、资助药物，不久就正式开诊。设在石狮
巷内陈氏祠堂的安海民众医院实行“免钱医
病”，深受广大劳工、贫民的欢迎。

然而，当自己一手创办的安海民众医院
正在救治更多人的时候，陈清机却身染重
疾，于1940年7月22日在异国他乡——菲
律宾碧瑶病逝。为了纪念陈清机生前为国
家、为家乡所作的贡献，不单是菲律宾的华
侨团体和侨胞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
葬礼，在千里之外的安海，当地人们也自发
为之举行了告别仪式。

心系梓里
办学助医施善举

“今我国内政不修，道路、卫生以及
种种事业都不讲究……鄙人对于我国
交通之不便，思之辄觉痛心，以非谋建
筑道路，诚不足以应时代潮流。”身在异
国他乡的经历，让陈清机目睹了当时日
本工业和交通的发达，又闻孙中山提出
了“中国实业应如何发展？首先道路建
设”的纲领，深受启发的他，便也萌生了
返回家乡安海发展交通道路，以助推实
业发展救国的念头。为此，从20世纪初
期开始，陈清机便积极将日本的发展经
济理念、技术带回故乡，并筹集资金，倡
导“实业救国”，推动安海近代化进程，
多个项目在福建都是首创。

1919年，正逢闽南靖国军第二路军
进驻安海，司令许卓然电请陈清机回
国主持路政，陈清机便于同年4月，偕
旅日华侨商会会长王敬祥一起回国，
在安海创办全省最早的民办汽车运输
企业——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
公司。在筹备期间，陈清机还曾亲自到菲
律宾马尼拉、宿务和怡朗等地向华侨募
股，充为筑路基金，这一公益事业也得到
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1922年6月，随着
泉安公路建成通车，全程28公里，这让
福建省拥有了第一条民办公路，大大改
善了泉州侨乡人民的交通运输，促进了
侨乡经济的发展，而陈清机也被后人喻
为“开闽省汽车公路的先驱者”。

随着公路开通，闽南泉安民办汽车
路股份有限公司改称民办泉（泉州）安
（安海）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泉
安公司”）。此后的短短几年间，泉安公
司又先后修建了青阳至石狮、安海至东
石、石狮至浦内、安海至八尺岭、灵水至
石狮、瑶琼至双沟、安海至小盈岭以及
泉州至后渚等多条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到116公里，并在东石港口建设码头，
实现公路海运联运，有力地促进了泉州
公路运输网的形成，对泉州各地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修路让交通变得畅通，这是陈清机
践行实业救国理念所踏出的重要一步。
而为了进一步推动实业发展，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20世纪初期，时任安海市

区区长的陈清机，还着手修筑各境道路
及安海港码头，发动华侨投资，承顶泉
州旧电灯公司，力促建设发展。同时，他
还率先进行了农业现代化探索，于1927
年在晋江大宅投资创办“陶倚畜牧社”，
意在培养和推广畜牧良种，以利于农副
业的改进与发展。1929年，陈清机又在
南安县康店垦地400多亩，创办规模较
大的“泉州安海桥西垦殖公司”，同时，
他从日本等地引进桑苗、果树、莱克亨
鸡、长毛兔等优良品种，购买小型拖拉
机、抽水机等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农
业规模化生产。

除了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陈清机还将目光投向了矿业。1932年
初，陈清机聘请了台湾技术人员到安海
及邻县探测矿产，并编写探矿报告和开
发计划。当年 11 月，即发起创办“安

（溪）南（安）永（春）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后因十九路军反蒋失败，随“福建
人民革命政府”被解散而中止。1935年，
李宗仁及广西省政府曾邀请陈清机到
广西桂林，欢迎陈清机到广西投资办
厂，并商谈发动华侨投资事宜。1937年，
陈清机投资5万元，在广西上林县黎口
隘创办“陈清机金矿公司”，并在宾阳县
设立公司办事处。矿厂创办初期，陈清
机亲自带领员工去探矿，常往返于广
州、广西等地，并深入到山区。后因日寇
迫侵，日机狂轰滥炸，以致人员疏散，工
程不得不弃废。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
陈清机从日本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并在
那里定居，继续经营商业。1939年，得知
家乡人民在抗战中生活十分困难，陈清
机曾汇2万元施赈安海，1万元施赈泉
州城区。

修路助农 探索实业救国路

1881 年，陈清机出生于晋江安
海，十岁时，因家境贫寒，他便被送给
姑父王春牧抚养。在姑父的资助下，陈
清机在安海开设了“鸿泰”干果店，由
此开始积累创业经验。1905年，陈清
机登上了外国货轮东渡日本，之后侨
居神户，打拼事业。当时正值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
立，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颇深的陈清
机，便毅然加入其中，从此踏上了反封
建专制的革命道路，将一腔热血投入
到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纲领之中。

1911年，陈清机回到晋江进行秘
密活动，与在闽南的同盟会会员许卓
然、陈少宝等人取得联系，传达同盟会
武装起义的要求，发动“安海暴动”，打
响“辛亥革命”在福建的第一枪。这一
革命号角的响起，也对当时福建省革
命运动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

作为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和
参与者，陈清机于1912年还组织领导
安海的商户进行抗捐活动，并和许卓
然等人在厦门创办《声应报》，发表拥
护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言论。在
1915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
称帝复辟之时，陈清机更是与革命志
士一同呼吁讨袁，成为晋江讨袁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即使之后遭袁属军阀
的通缉，只能再赴日本神户经营商业，
陈清机也始终不曾放弃，一直坚持从
事革命活动。

毅然前行
满心赤诚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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