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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小蘋(82级化工系) 

慈善心态 财富人生  

 □ 学生记者 范永恒 

采访兰春学长是在他的龙湾别

墅群，一个豪华甚至有些奢侈的地

方。他本人看起来却不像一个家财

万贯的商人，而更像是一位温文儒

雅的长者。

从学者到商人

兰春于1982年进清华建筑系，

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福

建省建筑设计院，在那里一直工作

了十年。1999年，已经身为所长的

他选择了下海经商。

从学者到商人，这种转变给学

长带来了巨大的内心挣扎。他说自

己是个本分的人，专注很重要，因

此只想做一名出色的建筑师。而且

自己这么多年受到的教育中并没有

关于商业的启蒙，在传统的思维中

甚至有些鄙视商业，因此这么多年

来自己没有强烈的要赚钱的欲望。

而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下海经

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那时候太

太做企业已经有些吃力，也非常劳

累，兰春只是想帮帮她。另外的原

因，就是兰春觉得自己做建筑师已

经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想

换一种生活的方式。于是，他两手

空空离开了建筑设计院，开始了自

己与众不同的商人之路。

慈善是一种心态

“商人重利轻离别”，从古人

的很多描述中，赚钱是一个人成为

商人的动力，而赚更多的钱则是商

人天生的一种欲望。兰春说，作为

一个商人，只有拥有很强烈的商业

欲望，才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而

自己似乎缺少的就是这种商业的冲

动。

虽然兰春下海之后工作也非常

出色，不过似乎觉得自己总是缺少

一个支点。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他

走上自己的慈善之路。他帮助了很

多人，似乎已经记不太清楚自己捐

了多少钱。他说，自己曾经捐助过

一个白血病患者，当她因为自己的

帮助而重获新生的时候，他发现了

金钱的力量。他说，只有那些捐出

去的钱才真正是属于自己的钱，那

才是金钱的力量。生活之外的钱只

是一些数字罢了，显示不出金钱的

力量。如今，学长对待金钱的态度

还是那样淡然，不过他似乎找到了

自己的商业冲动。他说，自己商业

的动力，就是为了更多地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教育是一种事业

兰春在研究生阶段作过一篇

论文，题目是“环境对于儿童的影

响”。他下海经商之后，最初做的

是校长。可以说，教育是兰春一直

十分关注的一项事业。

最初下海经商是帮助太太经

营一所学校，后来他的事业才逐渐

发展到房地产方面。开始的时候找

了几任校长，都不是非常的满意，

于是他就不断地跟教育专家进行沟

通。最后专家的意见是，他自己最

适合做校长。他说，自己成为校长

之后，那种做事的兴趣和冲动，远

远超过赚钱带来的乐趣。一年之

内，学校建立了资质和文化，有了

战略和目标，注重跟高校的联络。

在兰春的努力下，学校成长得非

常好，从最初的1000名学生，扩大

到到最近的接近3000名，每年增长

300～400人。目前兰春正准备在自

己龙湾别墅的对面再建一所学校。

他说，自己现在建学校是为了

教育理想的实现。他觉得，现在的

基础教育问题很大，它牺牲了大部

分孩子的自信和兴趣，只是让部分

精英阶层脱颖而出。大部分孩子没

有被关注，没有获得肯定。国外的

一项调查表明，一个孩子的一生应

该获得至少5000次的赞扬，这样他

才能拥有健康的心态。可是中国的

孩子大部分是没有获得的，甚至有

一部分孩子一生都受到轻视，他说

这才是教育的最大不公平。而中国

的选拔制度，大部分是牺牲孩子的

情商为代价。他希望自己的学校将

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人格培养，使他

们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

兰春认为，从事教育事业需要

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自己真正

的兴趣所在，而目前他最想去读一

个教育学博士。

采访结束了，我们却意犹未

尽。因为从兰春学长的身上，我们

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财富人生。

—— 访82级建筑系校友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