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捐赠 DONATION

四月的清华园，紫荆吐蕊，玉兰绽放。在这一树一树的花下，欢聚的是返家的学子。在清华大学99周年生日之际，数

千名校友从四面八方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母校，与同学、恩师重逢，共话那份挚爱和温暖。

当年离开母亲怀抱的雏燕，如今已经翱翔蓝天。在收获人生喜悦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母校的恩泽。如今，他们带着

感谢、感动和感恩之情回来了。

于是，就有了校庆日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在学校、院系众多返校活动的现场，都少不了捐赠的场面。无论是含义隽

永的纪念物、凝聚着关切之情的励学金和奖学金，还是筹划中的为清华新百年发展提供支持的发展基金，都饱含了校友对

母校和恩师的反哺之情和赤子之心。让我们采撷一些动人的篇章，一起铭记这充满爱和希望的人间四月。

人间四月天
——陈启宗、卢增祥谈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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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宗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席、创始人，2010年4月捐资成立清华

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美国人比欧洲人慷慨，一是因为美国是个年轻国家，新富阶层也是从贫困中打拼出来

的，对于贫困感同身受，所以愿意捐赠；二是因为美国有抵税的税务安排，从制度设计上有利

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目前没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

◎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广受民众尊敬的企业家群体，是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的。中国的慈善事业如何发展

呢？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民族性里还是有慈善和公益的传统，比如我们儒家文化中崇尚仁善，无论是孔夫子还

是孙中山，都提倡“仁”和“爱”。对于这样的传统，我们要发扬光大，企业家群体更是要培养和弘扬这种

精神。中国大陆不少公司现在很注重这方面的公益实践，不少企业都拿出盈利的一定比例做公益，或者开始

成立公益基金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但是我认为慈善不能勉强，否则就会不自然，也就“不美”了，而

且会打击企业家创富的诱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如何叫人做好事，我认为要重视榜样的力量，一个人往

往是听了别人的故事得到启发，促使他朝那个方向努力。榜样可以是很有力量的，也可以是很普通的。比如

这次青海玉树抗震救灾中，一位香港义工（黄福荣）的故事就让人很感动。他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做义工服

务社会。这次他在救几个孩子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创造财富，其次是回

馈社会。你在什么地方赚了钱，就有义务在这个地方

多做公益的事情。恒隆起家于香港，所以我们在香港

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设立“恒隆数学奖”，鼓励香港

中学生做数学研究，请知名的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来指

导。企业家做公益，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要对全体股东

有利，要做对提升公司价值有帮助的事情，因为你不

能拿股东的钱去做你有兴趣的善事。这一方面我是这

样处理的，对公司主营业务有帮助的慈善项目，经董

事会决议通过后，我就用恒隆的名义，比如这次在清

○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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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成立“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我认为又很值得关注的教育、文化领域的捐赠，我就

用我们家族公司“晨兴”的名义，比如从1995年以来在中国大陆5所高校设立的“晨兴助学金”，目前已经资

助了7500人次。1997年成立的“晨兴音乐桥”，让一批18岁以下极富天分的中国年轻音乐家出国与国际级音

乐大师学习交流。在香港中文大学明年开始招生的“晨兴书院”，将招收300名本科学生，采用全住宿和一

起用膳的模式，以“博学、进德、济民”为院训，以培育学生为香港、全国以至全世界社会服务为书院的使

命。招生标准不光看优秀的功课成绩，更需要提供每年有多少时间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报告。只有从小培养出

了承担的习惯，长大后才会有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习惯。

◎企业家自己留那么多的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用于吃穿的也就只需要那么多。到死了的时候，

什么也带不走，留给子孙也只会害了他们。我劝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最好不要把钱留给子女，这对孩子成长没

有好处，反而剥夺了他们了解社会、亲手创造财富的机会，甚至会滋生一些丑陋的东西。“富二代”往往成

为“一代懒人”、“富而骄”的人，养尊处优，成功的比例很低。

◎做慈善要有创意。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利、现在又不为人关注和重视的方面。比如中

国和印度，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睦邻友好关系，近现代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变差。如果我们能够促

成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代表团互访，就能互相增加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互信。我们可以设想，

30年后，假使他们中间各有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外长，那么以后两国一旦发生摩擦，他们会事先谈一谈，而不

会一下子走向极端的状态。

卢增祥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1989级本科、1994级直博，原中华数字电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010年4月代表在中华数字电视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清华校友捐资设立清华校友攀登励学基金）

◎我们公司的骨干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清华毕业生，连续做了12年，一直有一个心愿，跟母

校再多一点联系，能为母校做一点什么事情。前段时间跟清华校友总会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励

学金，资助和奖励在校学生。本来想以李衍达老师的名字来命名，李先生一再推辞，最后商量

用李先生建议的“攀登”来命名。

◎设立这个励学金，一是感谢和回馈母校，二是想特别感谢李老师十几年来对我和公司的指导和关爱。

从我在清华上本科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后来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后来做公司，他也一直是我的老

师。李老师一直鼓励我们创新，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我也希望能将李老师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让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公司跟清华的合作，还有很多的方面，每

年也不断有新的清华毕业生加入到我们公司，很多清华

的教授是我们公司的顾问，我们与信息研究院合作的互

动研究所，过去投入了1000万元，今年还准备继续追

加，还有跟精密仪器系也在开展一些合作项目。我们的

根，我们的家，都是在清华。设立“清华校友攀登励学

基金”这件事，我把它当作一项新的事业，今天先做一

个开始，以后一定会把它发扬光大，做更多的事情，把

这个事做得越来越好，把李老师传授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继续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