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睿友1866年出生于金门碧山，为陈氏第

十八世裔孙。幼时随舅父李连排（金门金沙

山西村人）赴南洋。李连排在新加坡开设东

成商号。青年时期的陈睿友在店内学习，苦心谋生，

克勤克俭，以勤劳热诚见称。待熟悉贸易商业运作且

累积资金之后，开设金和美商号于美芝路，经营木材

生意，事业蒸蒸日上。

1924年中国闽省惨遭水灾，田庐荡柝，人畜淹

没，遍野哀鸿，新加坡侨界成立筹赈闽省水灾会，于8

月9至10日于丹戎巴葛欢乐园举行演剧及游艺筹款，

陈睿友受委为名誉会长。1925年9月中南学校举行

购置校舍演剧筹款会，以金和美商号的名誉捐款50

元。

陈睿友衣锦还乡时，看到当时金门百废待举，兴

起回馈乡里之心。于是，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

力捐献乡里的公益事业，造福族人。

晚清到民国初年的金门，政府财政困绌，穷乡僻

壤之建设无力照顾，连山野过道、田陌小径、村间道

路都赖民间自力修筑。碧山往东通往田浦、大地、内

洋之间，有大小溪圳三条；碧山往西通沙美亦有大小

溪渠二道，出入并不方便。是故，陈睿友独资于碧山

往田浦、大地必经之东溪上，以及碧山往沙美必经之

西吴溪上，各建数丈长、二公尺宽的花岗石桥一座，

以利田埔、大地、内洋、碧山、东店、东珩、西吴等地

之通行。其余碧山出入的小石桥，亦有十余处均由他

出资兴建，解决乡亲出入涉水之苦，当时在金门传为

美谈，四邻莫不称善。惜乎此两座石桥，因1949年之

后的战争缘故被军队拆除，移作防御工事建材，遗址

圮平，已无迹可寻。

早期金门未有义山或公墓制度，一般民众多以私

地营葬，贫户无地者，则需向人求购。而金门民情风

俗，祖产非不得已，绝不轻易脱售，尤其供作墓地，又

恐风水为人所夺，因之穷人预购圹地营葬祖先，至为

困难。陈睿友悲天悯人，特在村外购地，建置义冢，

626英尺，四周竖立界石，有“碧山义冢”四字，署名

“后山乡陈睿友置”，提供贫寒难以善后者营葬，乡

人咸称盛德。

陈睿友幼贫失学，嗣赴南洋，辛勤奋斗，营商致

富。然成功之后，为提供乡里子弟就学，兴起创办学

堂之愿望。然因陈睿友逝世，来不及实现他启蒙兴学

之理想。

据碧山陈氏祖谱记载，陈睿友有两位儿子，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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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源，次子名不详。根据《南洋商报》1925年12月24

日由知交好友林子敬、蔡嘉种、陈延谦、陈溢插、汤存

锭、陈海松、陈期宰、许嘉白、陈可田、陈伯们等人刊

载的讣文可知，当年旧历11月6日陈睿友逝世，12日葬

于大巴窑。好友们对他的评价是“幼年南来，辗转困

苦，尽力经营，自创金和美商号后颇有获利。对于桑

梓公益，每有输将。平生品德，颇为亲朋所器重。”忠

实呈现了他的生平为人。

在他辞世之后，其子建源继承其志，于1934年提

拨银元二万元，委託同宗陈德幸（1889-1967）全权

返乡筹建睿友学校，一方面纪念父亲，一方面培养人

才。这也是在1949年以前，唯一以华侨冠名的小学

（其余皆以乡里命名），意义重大。

在协助规划睿友学校之前，陈德幸于1928年在碧

山村口兴建了一幢洋楼住宅。对建筑工程素有经验，

在他的构想中，睿友学校有礼堂、教室、教师办公室、

教职员宿舍、运动场、升旗台、厨房、浴厕，佔地约20

公亩，其中建筑物佔地约三分之一，其余皆为广场空

地及草坪花园。第一期主体建筑于1936年竣工，美轮

美奂。

这幢主校舍建筑为中西合璧的二楼洋式建筑，一

楼面积238平方公尺，二楼面积80平方公尺。採砖石

外牆构造及木构造瓦片屋顶，冬暖夏凉。材料俱自泉

州、福州定制而来。建筑物前有宽阔外廊，中间为大

礼堂，两旁则为两间教室。建物正面彷巴洛克建筑形

式，高大比例的山头，引人注目；山头上有国旗及国民

党旗、印度警察及乐仪队、花草和仙鹤的泥塑主题，

多姿多采，是侨乡建筑的杰出之作。

睿友学校早年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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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937年）第二期教师生活设施及体育运动

场所正准备施工时，因抗日战争爆发，随后金门陷日

而停辍，剩余建材殊多被国军搬运充作军事工事。

学校竣工后，随即招收碧山及邻村山后、山前、

东珩、东店、西吴、阳宅、田浦、大地等村社儿童就

读，免学杂费用。此外，由于乡侨陈能显任职陈嘉庚

公司，睿友学校曾接受集美学校的经费补助，办学环

境相对良好，校长聘任十分严谨。当时厦门集美学校

金门籍校董陈村牧引介人才到金门任教，如首任校长

为王国祯，并聘本村师资陈振坤、陈安补等教员。

睿友学校建校理想甚为长远，为免往后经费不

继，捐资壹万元以陈文允、陈智炎、陈允妙等三人代

表名义，专户定存厦门中国银行，以孳息聘请教职员

且添购设备。

抗战胜利后，政府无力普设小学，里人经集议由

陈怡情执笔，致函南洋乡侨陈智从、陈能显、陈允妙

等前辈，向乡侨募款，乃央集美学校陈村牧介绍安溪

才俊李泽土任校长，为时虽暂，惟成绩斐然、蜚声全

岛。惜因大陆战局急转，被迫停课。校舍并一度为青

年军使用。1951年秩序初定，政府始设县立碧山小

学，仍借用睿友学校校舍上课。

1958年安澜国小成立，原睿友学校的洋楼校舍

作为三山村公所使用，后新建村公所。经过多年的荒

芜，终因睿友学校主体建筑的珍贵历史、美学价值，

在2006年被指定为金门县定古蹟，得到修复及永久

保护。现在成为社区的中心，艺文活动频繁，弦歌不

断。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睿友小学培育了不少人

才，也是陈氏血缘聚落社会生活的中心之一。睿友学

校的兴办，见证了陈睿友对家乡的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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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友学校校舍今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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