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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尽散黉门里，百岁尤思育能贤”
——记与清华同庚的102岁老人张明为的助学强国大爱

○   揭晓蒙

十月底的上海，少了北方的秋风萧瑟和落叶飘

零，依旧蔓延着天高云淡和勃勃生机。徐汇区闹中

取静的一间酒店公寓高层套房，便是张明为老人如

今居住的家。

登门入室，厅堂正中一幢翘角飞檐的微缩建

筑，被窗外透进的阳光熠熠洒满，格外耀眼。这座

被主人精心摆放在四方木质桌几上的二层仿清楼

阁，正是被张老称为“无价之宝”的杭州老宅（苏

东坡纪念馆）模型——这是去年老先生101岁寿辰时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亲手送上的贺礼。清华的

学生们知道老人喜爱并思念老宅，通过参考建筑外

观的照片和视频，由四位建筑学院学生历时一个多

月亲手完成这一作品，希望给老先生一个惊喜。这

样的心意让张老颇为感动。

期颐人瑞风霜面，鹤发赤子越贞元。

东瀛巴西经伟业，跨埏溯垓济胡园。

千金尽散黉门里，百岁尤思育能贤。

雨润翠柏新世纪，霞映苍松益尊年。

这首一并印刻在住宅模型上的七言律诗，也正

是张老辗转海外、经商有道、落叶归根、倾囊助学

的真实写照。

恰在此时，刚刚小憩完毕的张老走进了客厅，

步履虽缓，却颔首含笑，迫不及待与前来探望的清

华友人握手拥抱。

如果不是有幸与老人相邻而坐，听老人娓娓道

来一个世纪前带着父亲“为国增荣光”的期许，努

力拼搏；耄耋之年思乡回国，为祖国“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贡献己力，你很难相信，眼前这位精神

矍铄、思路清晰、谈吐流畅的老人已达102岁高龄；

你更难想象，这位海外漂泊五十载，缔造了商界辉

煌，如今落叶归根的老人，正在亲力亲为地指导着

子女，将自己毕生积蓄捐赠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千金散尽，

“钱没有了，我还有房子”

2011年，张明为老人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

“清华自主招生将兼顾寒门学子”的报道，深受感触。

一直以来，张老都很想为青年学子做些事情，清华的这

项计划让老人一下“动了心”。张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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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联系

与沟通，张老在自

己百岁这一年，将

脚步跑遍了清华、

北大、复旦、上海

交大的校园，向四

所高校分别捐资留

本基金1000万元人

民币，设立“张明

为奖助学基金”，

每年的利息收益将

用于资助经济困难

家庭的优秀学生。

“我等于把我

的遗产全都捐出去了。我已经101岁了，钱对我来说

还有什么可重要的呢？就是要帮助那些优秀的贫困

同学，让他们将来报效国家。”这是张老在完成了

自己平生单笔金额最大的奖助学金捐赠后，发出的

由衷感慨。

而转过年的初春，枝头还未全绿，这位即将迎

来102岁寿辰的老人却又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次张老

想再为清华捐赠：“希望清华培养更多的人才，特别

是高科技的顶尖人才，为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钱没有了，我还有房子”。张老打算将上海

的一处房产转赠清华，但高额的过户费用却让老人

犯了愁。早年经商积累的丰富经验，让这位“商业

奇才”最终决定卖房捐助。

于是，上海这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有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殚精竭虑地忙于处理房产。张老自己

跑中介，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金丝框镜片后的

矍铄眼神，显露出当年鏖战商界的精明和干练。有

时候，张老自己推着辆轮椅在前面走得飞快，连已

近耄耋之年的女儿都追赶不上。“他一生经商，看

重规则、秩序和契约，对待捐赠也是这样。”侄子

张忠言这样评价伯父。

张老最终通过自己的商业运作，将卖房后的600

万元捐给清华大学，增补进入之前所设立的“清华

之友——张明为奖助学基金”中。

谈到老人的这又一次“捐赠”，清华教育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丹总是鼻子一阵酸。“看到张老为了支持

国家的教育事业连自己的房产都要捐出来，我们其实

心有不舍，几次沟通下来，张老自己特别强调，这是

他的心愿，不把事情办妥当，他不放心，必须要捐，而

且要自己跑手续。这让我们特别的感动！”王丹说。

而张老却倍感“心里舒坦”，能够把钱都捐

出去，能够把钱都捐给学子，鼓励他们为国家做贡

献，老人感觉自己最大的心愿已偿。

薪火相传，

“我的孩子不需要财产，他们也在投身慈善”

张明为老人年少时，跟随父亲在洋行做事，

从事过多种商业活动。他拿着打工赚得的钱投身创

业，并于上世纪40年代末举家迁往海外生活。

“我也不是大财主，一生辛苦得很，赚的都是

血汗钱。”张老从最初的纸业做起，逐渐积累起自

己的财富根基，随后辗转巴西、日本、美国，涉足

纸张、自动售货机、房地产等多种商业经营。奋斗

多年，成为一名资产雄厚的实业家。

“儿女应得的财产，我早年已经给予了。”对

于子女的培养和照顾，张老一直问心无愧。如今子女

早已长大成才，张老认为，自己的孩子已不再需要提

供经济上的帮助，“我可以将钱捐给更多的孩子”。

张明为杭州老宅（苏东坡纪念馆）的模型，是胡和平书记2012年送给张明为老人的101岁寿辰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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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张老欣慰的是，对于父亲的捐资助学行动，

子女们都很支持。小儿子张忠良对爸爸的善举表示

了肯定：“那是应该的，他做善事，我们当然很开

心。”女儿顾张肇澜、儿子张忠正和他们的家人，

更追随父亲的慈善脚步，在云南、湖南等地参与了

很多公益捐赠活动。

侄女张肇滇为方便照顾张老，此前一直居住在

离老人不远的一处自家房宅。听说伯父要将这所房

子捐赠给清华，她便立刻搬了出来，并协助老人处

理房产事宜。

“我现在只剩下两三年的生活费了，你要负责

养我啦。”张老总是笑着对女儿调侃。而子女们对

于父亲的奉献，始终给予支持并帮助他实现心愿。

“就算爸爸把钱都捐了，如果不够，我们小辈还会

再出份力。”儿子张忠正说。

大爱未央，

“盼学子海外学成归，愿更多人奉献教育业”

牛排、比萨饼和香草口味的冰激凌，是这位102

岁老人时常挂念的美食。早年辗转海外，张老如今

依旧保留着西方的饮食习惯。

“我人在国外，心却在国内。”从改革开放后

第一次回国至今，张老一直在奉献慈

善事业。

在浙江镇海老家，他发现当地没

有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差，便

毅然捐资60万港元，兴办了以他母亲

名字命名的“诗绫幼儿园”。如今，

这所幼儿园有400个小朋友，享有很

好的声誉。为使家乡的人们病有所

医，他又拿出80万港元兴办了以他父

亲名字命名的“培根医院”，大大改

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

1999年，情牵故土的张老决定

落叶归根，携夫人和子女回到上海定

居。对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老人

感叹“做梦也想不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拥有更

多高科技人才，中国才能更强大，真正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张老认为，中国当前最要紧的是培养

人才。他出资设立的“张明为励志助学金”，在上

海、芜湖、镇海、邵阳、益阳等地累计资助了7000

多名中学生。百岁之际，张老又向中国最著名的四

所高校倾囊捐资。“每个学校1年100人，4个学校

10年就是4000人。”展望10年后的情景，张老激动

不已。

“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祖国的强大

尽一份心力。哪怕力量再微不足道，聚沙也能成

塔。”当被问及三十年来究竟捐了多少钱时，一向

头脑清爽的老人却“糊涂”了，支支吾吾说不出个

数来。倒是一直帮他做慈善的侄子张忠言记得分

明：“至少有近亿元人民币吧！”

对于获助学生，张老只有一个要求：用功读

书，为祖国富强而出力。他希望拿了国家资助留学

的年轻人，能充分汲取国外的先进知识经验，学成

归来报效祖国。

张老同时鼓励社会上的功成名就之士“加加

油”，为教育慈善做更多贡献。“我是没有钱了，

但希望我的后代将来也能够为基金会筹资，继承我

的遗愿。”张老说。

清华大学接受“张明为奖助学基金”捐助的同学自发制作了一段视频，向张老汇报自己
在清华的成长进步，并为老人送上寿辰祝福。张老认真倾听，十分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