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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基金会      彩   雯

张明为 : 捐一生铜钿，终生不悔

张明为先生

如果你种下的是葵花，秋天收获

的定会是一片金黄；

如果你种下的是甘蔗，秋天收获

的定会是甜蜜；

假如你种下的是自己的一颗爱

心，那么你收获的将会是更多的真心。

2011 年，为了能让更多长期学习、

生活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或少数民

族地区，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高中

毕业生，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学校

实施了“自强计划”，覆盖全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

正是因为学校的这一举措，让宁

波籍华侨张明为老先生有感于学校对

寒门学子的关心和支持，决定在自己

的百岁寿辰，捐出毕生所得，以免除

清贫学子的后顾之忧。

钱没有了，我还有房子

年过期颐的爱国华侨张明为老先

生与清华同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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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辗转巴西、日本、美国打拼多年。

“我也不是大财主，一生辛苦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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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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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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老 先 生 在 商 业

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始

终心怀祖国。1999 年，

老先生叶落归根回沪定

居，出资设立“张明为

慈善基金会”。多年来，

“张明为励志助学金”

在上海、芜湖、镇海、

邵阳、益阳等地已累计资助了逾 7000 名中学生，

助学金数额超过 300 万美元。

在自己百岁生日之际，张老先生受清华大

学“自强计划”的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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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利息收益用于资助经济困难家庭的优秀

学生。

“钱没有了，我还有房子”，倾尽毕生所得

之后，2013 年，老人又决定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

变卖，虽然高额的过户费用让老人犯了愁，但张

老先生坚持不给学校添麻烦，以百岁高龄自己跑

手续。最终通过商业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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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曾说，“国外很多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

学，十有八九的铜钿都是社会捐助的，我们和他

们有差距，差距在哪里？铜钿。希望大家都来捐

钱给教育事业。”他还表示，“我的铜钿用不光，

为了祖国的教育，豁出去了，把一生一世的铜钿

都捐掉了，终生不悔。”

如今年迈的张老先生已是深居简出，由于行

动不便，也早早将慈善事业的“衣钵”传递给了

自己的外孙、泰昌祥集团主席顾建纲。所以每年

九月，顾先生都会百忙之中从香港飞抵北京，参

加一年一度的张明为奖助学金颁奖暨座谈会，了

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仔细询问他们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

作为香港百年船业集团的掌舵人，顾建纲自

己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

更不会忘记老一辈人的精神和教诲。“我对外公

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在两三岁的时候，外公对我的

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前，张明

为老先生还在巴西打拼事业，但已经开始关心中

国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并要求顾建纲多了解国内

学子的情况，帮助他实现助力下一代发展的梦想。

“老人家现在还会跟我开玩笑说：‘建纲，我下

一顿饭要去哪里找？’”也正是张老先生锲而不

舍的追求，让顾建纲在关心中国下一代教育的事

业上坚持不懈，凡事亲力亲为。

你们不是简单的人

2017 年 9 月 26 日，顾建纲再次如约到访清

华大学，并代表外祖父张明为为 178 位张明为奖

助学金获奖学生、受助学生颁奖。泰昌祥轮船（香

2017 年 12 月，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丹探望 106 岁的张明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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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潘仲贤、泰昌祥轮船船

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永智，以及清

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丹、研工部副部长

钱婷、学生部副部长贾曦等出席了颁奖暨座谈会。

会后，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会见了

顾建纲一行。

在座谈会上，顾建纲分享了老一辈人的创业

经历。顾建纲说，老一代的创业经历让他学会横

向思维，在打好学业基础的同时，不忘历练社会

经验。外祖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出生，高中毕业

即跟随父亲在洋行做事，后来从纸业做起，逐渐

积累起自己的财富根基。但老先生始终情牵祖国

故土，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为他人做着力所

能及的事情。

而顾建纲祖父顾宗瑞，9 岁从石磨坊做散工

开始，在战火中几经起伏，终于创办起泰昌祥船

业的经历，更让他懂得创业需谨记诚信、可靠、

信赖、问责的核心价值观。他寄语学生，要创立

一番经得起大风浪、临危不倒的大事业，必须做

到踏实、稳健，以诚信、可靠、信赖、问责的核

心价值观打好事业的基础。“这是不简单的，但

同样，你们也不是简单的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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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明为奖助学金设立以来，已

有超过 600 位清华学子获得奖助学金

的资助。仅 2016 年，就有 29 个院系

的 90 位学生获得奖学金奖励，88 位

学生获得助学金资助。

水利系大四的罗爽来自贵州山

区，家里世代务农的她通过自强计划

走出大山，来到清华。园子里三年的

生活，让罗爽从一个基础薄弱又自卑

的新生，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稳扎

稳打，不仅学习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

还借助学校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充

实了自己的课余生活，在结构设计大

赛中获得二等奖，并参加紫荆志愿者

团队，获选为最美志愿者。罗爽说，

自己三岁丧母，在父亲含辛茹苦的养

育下长大，因为有自强计划和亲友的

资助，才有机会到清华求学，而张老

先生捐资设立的奖助学金又让她在成

长的迷茫中免去后顾之忧，找到适合

自己的成长道路。如今大四的罗爽再

一次面对人生的岔路口，不过这一次

因为有像张老一样默默支持她们的爱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左三）会见顾建纲 ( 左四 ) 

顾建纲每年都与获奖学生一起举行座谈会 张晓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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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侨和校友，她更加坚定了继续求学的梦想，

并成功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的录取，继续自己的科

研道路。

工程物理系直博生窦威在本科最困难的日子

里获得了张明为助学金的支持，让他至今难忘，

虽已本科毕业却专门参加座谈会希望可以当面表

达自己对张老先生的感谢。窦威出生于内蒙古包

头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母亲早年下岗待业，

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支撑全家生活，年幼的窦威从

小是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长大的。窦威觉得清华

就是一个追梦的平台，他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来

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喜欢长跑，每次在操场上

跑步的过程就像追梦的过程，虽然中间总会觉得

终点遥不可及，但我知道每迈出一步就离终点更

近了一步。”就这样，窦威跑的越来越好，四年

的 3000 米测试全部满分，为本科的跑步生涯画

上圆满句号。

园子里的生活丰富多彩，但窦威在校的开销

还是给家里带来了一定的负担，爷爷的生病去世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减轻家里的负

担，窦威曾经尝试勤工助学，但却因此耽误了学

业，好在窦威有机会申请获得张明为助学金的资

助，让他能在家庭经济和学业间找到平衡，并在

大三大四全力拼搏，成功获得工物系的直博资格。

“四年的生活，清华已经将又红又专、报效

祖国的思想和精神灌输给我，而张老先生就是这

方面的楷模，在认识到国内外教育的差距之后，

为了祖国下一代的教育倾其所有。清华‘决不让

任何一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辍学’的承诺，也因为有张明为老先生这样的热

心人士而更加有力。”窦威说，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今天他从张老手中接过这束玫瑰，也定会

将玫瑰传承下去。

清华大学学生部副部长贾曦表示，在获奖助

学金的学生身上可以看到一大批清华学子自强不

息的精神。实际上，清华约有 20% 的贫困学生，

其中 9% 为特殊困难学生，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

张明为老先生一样的爱国华侨、校友及爱心人士，

使得这一批优秀学子能在清华顺利完成学业。

获奖学生罗爽发言 石加东摄 获奖学生窦威发言 石加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