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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和你一起时

才会有真正的托付

我付你一生

加上前世和未来三段情愫

所有的江湖不复存在

如果你如约而至

我们的约会叫作彼此属于

邂逅是必然相遇便一如初时

你是紫蝶

只栖在梦的边缘

倘若我瘦成黄花开在岁月之外

亲爱的，你可知

这一切，都是为了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2017年4月30日，清华大学建校106周
年校庆纪念日，一对来自泰国的夫妇格外

引人注目，他们挺拔的身姿、得体的着

装、优雅的谈吐，不时吸引着路人的目

光，他们就是毕业于电机系的廖锡麟、姜

恩涓学长夫妇。这次，他们是来参加发7
班同学毕业60周年聚会的。

说起廖锡麟、姜恩涓学长夫妇，这里

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35年，廖锡麟出生于泰国华人社区

的名门望族廖氏家族，其祖父和父亲均为

爱国华侨。尽管久居海外，他们却非常重

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廖锡麟自幼饱读诗书，后因战争颠沛流

离，辗转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和中国

内地，最终在广州知用中学完成了高中

学业。

1952年，年仅17岁的廖锡麟（在校名

廖威）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国统

一考试，顺利考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在清华，廖锡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

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亦结识了那些学

问精深却又平易近人的大师。著名数学家

赵访熊教授的微积分课讲得深入浅出；电

工专家王先冲教授的电工基础学引人入

胜，特别是他曾经提到的“方寸乱矣，无

能为力”八个大字让廖锡麟铭记在心——

每当遇到困难之时，他总是用这八个字告

诫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才有能力

战胜一切。

海外伉俪清华情
——记爱国华侨、电机系校友廖锡麟姜恩涓夫妇

○格  格

廖锡麟、姜恩涓夫妇 2017 年校庆于清华园

● 清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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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廖锡麟还积极地为同学们服

务。大一的时候，他被选为“画法几何”

课代表。虽然只是当个“芝麻小官”，他

却做出了亮点——帮助生病的同学记笔

记,组织同学到老师家拜年等。廖锡麟对

工作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第

二年大家选他为班长。到了大三，他又被

选为电机系学生会副主席，负责体育运动

方面的工作。“清华非常重视体育运动，

每年都要开运动会，但是我们电机系总是

排在后面，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怎么把它搞

起来。”

经过一番调查，廖锡麟发现，电机系

的同学在学习上都很用功，但是对于体育

运动却不是很重视。为此，他在每个班设

立体育代表，听取他们对电机系改进体育

运动水平的想法，组织他们开会传达学校

有关体育运动的方针政策。“这件事情做

得还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电机系后来在学

校运动会上没有争到第一名，但是成绩提

高了好几个名次。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

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也学习到很多，这

对后来我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在清华，廖锡麟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

和工作能力，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他认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同系师妹姜

恩涓。那时，姜恩涓是企8班的体育课代

表。“为了改进电机系的体育运动状况，

他就召集我们开会。有时候他来找我，有

时候我去找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我们就

在一起了。”二人因体育而结下姻缘，从

此相濡以沫走过近六十个春秋。

1957年，廖锡麟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力

设计院。三年以后，由于年事已高的父母

想念离家已久、远在中国大陆的幼子，父

亲最终联系到了时任侨务委员会主席和副

主席的何香凝、廖承志母子。在他们的帮

助下，廖锡麟与妻子姜恩涓先后离开中

国，取道香港，到了泰国。

廖锡麟离开中国之时，正值泰国反共

排华势力当政。由于有在清华留学的经

历，因此他在父兄的建议下，考取了美国

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冶

金工程专业。

廖锡麟一边学习，一边在哥哥的建议

下到工厂企业实习，全方位学习吸收美国

的先进技术。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了冶金工程专业的学位。在美国，他不

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对于美国的商

业文化、先进科技都有所了解，英语水平

也大大提高，还学会了如何与欧美人打交

道。就这样，怀着满腔创业理想的廖锡麟

告别了学习时代，返回泰国。

回到泰国后，廖锡麟一边帮父亲打理

家族生意，一边谋划创业。当时正是泰国

工业的萌芽时期，许多基础工业产品都需

要进口，廖锡麟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认

为泰国最缺少水管管件，便决定开一家水

管配件厂。创业之初，由于缺少具体实际

生产及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经验，廖锡

麟遇到了许多困难。关键时刻，他牢记母

校老师“方寸不乱”的教诲，怀着坚强的

决心和自信，带领自己的技术队伍解决了

生产上的许多关键性问题，终于使自己的

第一个工厂走上正轨。廖锡麟开办的这家

泰国首个水管配件厂，凭借着产品优质和

价格低廉的优势，一举打破了日本等地对

此产品的垄断；数年后，又成功打入美欧

和东南亚等市场，不仅供应泰国，还有能

力出口。

自那以后，廖锡麟又陆续开设了几家

冶金铸造业的工厂，生产机车配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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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高压电力输电线夹具、水泵主体等产

品。此后，他还涉足人造圣诞树、房地

产、食品等行业，生意规模越做越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致力于实业

的廖锡麟意识到自己还缺少一个贸易公

司。“贸易是实业最好的前导，你做了贸

易才知道，这个企业有什么专长和市场在

哪里，是不是适合去做。”基于这一考

虑，他成立了泰盈国际有限公司，负责进

出口业务。至此，一个多元化经营的跨国

集团初具规模。

在廖锡麟的创业过程中，妻子姜恩涓

一直都是他的贤内助。她1958年清华毕业

后留校工作，1960年来到泰国后，曾跟随

廖家长辈到日本学习化验钢铁成分的技

术，返泰后在家族工厂中负责这方面的工

作；她还经常在家中绘制丈夫从工厂带回

来的电工图纸。“我虽然没有在外面工

作，但是我可以用所学尽一份力。”在

妻子的陪伴与支持下，廖锡麟用43年的时

间，缔造了一个多元化经营的跨国集团。

如今，他执掌的泰国泰荣立集团，旗下拥

有亿坚控股、泰宏利、泰盈国际等十多家

企业，资产达数亿元人民币。

1985年，应中国侨办的邀请，廖锡麟踏

上了阔别25年之久的中国国土。这一次，他

回到了一直思念的母校清华大学，见到了当

年毕业留校的老同学们。大家一起回忆在校

时光，互叙别情，各自介绍了近况。

廖锡麟返回泰国后，和老同学们一直

保持着联系。随着企业逐渐做大，他深感

自己在母校学到了很多东西，应该有所回

报。因此，2001年，廖锡麟向清华电机系

捐资10万元人民币作为学生科研费用，并

设立“廖锡麟姜恩涓奖学基金”。“电机

系觉得这些钱给学生搞科研，对他们很有

帮助。我很欣慰。”此后，夫妇二人又陆

续捐资30万元，使得该奖学基金累计达40
万元。

2006年 “清华校友励学金”倡议书

向海内外校友发布。得到这个消息后，

廖锡麟于2007年校庆，也是他毕业50周年

之际，捐资20万元人民币，设立“清华校

友－廖锡麟姜恩涓励学基金”。2008年，

正逢姜恩涓毕业50周年，夫妻二人又续捐

了20万元。目前，该励学基金已累计达

120万元人民币，每年资助5名家庭贫困但

学业优秀的同学。“同学们每年都会给我

们写信汇报情况，看到这些孩子都能没有

后顾之忧地用功读书，我们很高兴。”姜

恩涓学长说。

清华人出彩
 ——观赏央视“上海清华校友会艺术团”出彩

○李同振（1970 届工化）

应赞台前多出彩，更夸路上曾豪迈。

欣闻今岁雅幽声，难忘当年瓜菜代。

白发抒怀盛世间，青丝励志寒窗外。

荷塘月色续辉煌，大美清华昭四海！

2017年6月10日 

1957 年，廖锡麟姜恩涓在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