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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捐建者曹其镛

余晨阳

曹其镛

“做了应该做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捐赠

曹其镛

祖籍浙江省宁波市，曾
留学日本并获东京大学机械
工程学士学位，现任香港永
新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
长。2010 年曹其镛酝酿在
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
浙大等 5 所重点高校建设中
日青年交流中心，并率先选
择清华作为第一家捐赠合作
高校，捐资建设中日青年交
流中心，后更名为亚洲青年
交 流 中 心。2014 年 9 月，
曹其镛先生捐资建设的清华
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正式
启用。

九月，清华园又迎来了一批新主人，崭新的亚洲青年交流中心同样迎来了 140 多名

中外学生，他们在这里开始了同吃同住同学习的生活。整栋楼的同学们相处融洽，逢人

虽觉乡音异，却感同窗似故人，中外学子们爽朗的笑声使这里充满了暖意。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里发生的一切，让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正

是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的捐赠者——香港永新企业集团副董事长曹其镛先生。四

载时光飞逝，老先生初心不变，带着热情回到清华大学，参加亚洲青年交流中心的落成

仪式。

75 岁高龄的曹先生在仪式当天上午来到中心，逐间查看同学们的寝室，与入住同学

拉家常，耐心考究每一个细节……参观之余还不忘拜托陈吉宁校长“一定要照顾好这些

学生”。老先生热情的源泉是——他把增进亚洲青年的交流与理解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正是实现这一追求的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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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是我的理想”

曹其镛先生一直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

是“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让世界人民过上

幸福的生活”。在他看来，当前国与国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都是“小”问题，只要增进交流与

理解，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全世界面

临的最核心也是共同的“大”问题，是如何为

人民谋福利，这个人民不单指本国人民，更是

指全世界人民。或许，曹先生的这一理想在外

人看来显得遥不可及。而这看似遥远的理想，

与曹先生年少时在日本求学的经历息息相关。

曹先生曾于 1957 年至 1962 年留学日本，

期间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一直居住在由亚洲文

化协会提供的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宿舍。与传统

的只有留学生居住的学生宿舍不同，这个宿舍

由日本学生与外国学生共同居住。提起当年，

曹先生不禁调侃道：“那个宿舍的条件和现在

的宿舍相比差得远了，不仅是宿舍不干净，人

也很不干净哩。”

虽然该宿舍的卫生和居住条件不佳，但

它还是给老先生留下了最深刻也是最美好的

回忆。他坦言，自己独自一人在日本留学的

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多亏了身边的

日本朋友鼎力相助，才一一渡过难关。正是

那段一起生活的宝贵经历，让曹先生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与习俗，增进了他与

日本同学之间的信赖和理解，还结交了不少

至今仍在联系的日本朋友。他说：“学生时

代接触到的那些人，是我一生的财富。”这

种纯真而质朴的友谊早已超越了国界，在带

给曹先生快乐的同时，也在曹先生心中种下

了增进国与国之间了解和交流、造福世界人

民以实现“世界大同”的种子。

如今，曹先生依然怀揣着年轻时的理想，

他也被陈吉宁校长亲切地称为“有远见的理想

者”。有些理想者只有空想而不付诸行动，但

曹先生是一位脚踏实地、敢想敢做且富有远见

的理想者，因为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捐资建设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情定清华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但是当前

的教育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青年教育必

须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国家和

社会需要更多了解世界文化并具备国际视野的

青年。如何开拓青年学子的国际视野、增强他

们的国际交流能力，正是全球化趋势下教育界

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也在探索着如何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领导

力的优秀人才。全球化是清华大学的重要战

略，学校希望通过促进中外同学间多文化的

沟通交流，培养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未来领导

者， 应 对“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

Complexity，Ambiguity）世界的新挑战。曹先

生的加强青年国际交流的构想，与清华大学全

球化战略不谋而合，双方经过沟通，达成了合

作的意向。

“当年在日本亚洲文化协会宿舍居住的经

历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和启发。”曹先生不禁想

到，为什么不让中外学子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和

交流呢？青年时期是易于相处和接纳新鲜事物

的阶段，开展青年之间的全方位交流有助于增

进各国青年之间的理解，并获得相互之间的支

持。

于是曹先生决定为清华学子的全方位国际

交流提供一个平台，他们在此不仅可以一起学

习，还可以一起生活。他希望通过加深青年之

间的交流，使这些青年能和他一样，与别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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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保持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当这些优秀青年

们未来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工作时，

依然能与国外学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从

而间接影响到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格局。可以说，

捐建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正是曹先生为

加深国际间青年交流而做出的巨大贡献。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之所以与清华大学结

缘，一方面与清华大学开放的教育理念和高素

质的学生队伍有关，另一方面，曹其镛先生与

清华大学深厚的情谊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曹家与清华大学的情谊，从曹其镛先生的

父亲曹光彪先生就开始了。正是曹光彪先生，

为清华大学捐赠了第一支高科技发展基金、第

一支讲席教授基金；也是他，支持清华大学建

成全国第一套远程教育系统；还是他，在 90

周年校庆到来前夕，为清华大学建起符合时代

发展需求的综合体育馆而捐赠资金。如今，曹

其镛先生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继续为清华大

学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集思广益，持续支持

着清华大学的发展。

此外，曹其镛先生还从亲人的身上获得了

对清华学子直观的感受。“我有一个妹妹毕业

于清华大学，她现在运营着一家公司，业绩很

好。”通过妹妹，曹先生看到了清华学子特有

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及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做事态度，这让他对清华学子的评价又高了许

多：“清华学子与来到清华的世界学子都是精

英”。正是因为曹先生和清华大学的深厚情谊，

促成了亚洲青年交流中心落户清华大学，为清

华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平台。

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流中心外景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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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学们能把交流中心当成自己的家”

虽然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才刚刚落成，但

是里面发生的精彩故事早已开始。一次，日

本留学生高田由美由于购买飞机票时写错名

字，不得不退票。若她重新购票，则不享有

打折优惠。好在她的中国室友方怡帮助她买

到了较为便宜的火车票，避免了经济损失。

曹先生听完方怡的介绍后，满意地点点头，

并对方怡开玩笑道：“你给她买的是不是最

便宜的火车票啊？”

 这个故事也让曹先生回忆起了自己当年

与日本同学相处时的点点滴滴：“我当时和日

本同学刚开始相处的时候，摩擦是有的，吵架

也是有过的。但是诚意能克服一切，只要真诚

待人，就能克服种种差异，慢慢地了解彼此，

最终就能成为一生的好朋友。”看到交流中心

内的亚洲留学生，曹先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

道：“你是中国学生吧？我看你和中国学生也

没什么差别啊。”说到这儿，他也不由得感慨道：

“亚洲国家的文化很相像，虽然

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今后一定

会走上一条共同发展之路。”

看到中外学子们能其乐融

融地相处，曹先生很欣慰地说道：

“捐赠支持清华大学亚洲青年交

流中心，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

家多多交流，今天看到大家在这

里交流我很开心。”曹先生还对

交流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希

望同学们能把交流中心当成自己

的家，大家聚在这里就是一个大

家庭。每当提起亚洲青年交流中

心时，希望大家都会产生一种共

同的情怀！”

在参观即将结束的时候，

入住的学生们再次向曹先生表达

了谢意：“感谢您为我们捐赠的

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感谢您的善

举！”不料老先生却摆摆手，说

道：“这不是善举。我并不是谦

虚，我只是量力而为。做了应该

做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以“世界大同”为理想，

以促进青年交流为己任，曹其镛

先生是也！

曹其镛先生（右一）参观同学宿舍并与同学亲切交谈

曹其镛先生（左二）参观学生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