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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播希望  
——访“希望工程20年特殊贡献奖”获得者郑用熙、关英夫妇

○ 本刊记者  唐  忠

1994年底，关英与6位西南联大校友倡议发起了西南联大希望小学捐款活动，先后有西南联大校

友1573人次积极响应，捐建了10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郑用熙与6位清华校友在清华50到52届校友中发

起倡议，有1027人次积极响应，捐建了2所清华希望小学。

由于他们为希望工程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2009年10月，夫妇俩双双获得“希望工程20年

特殊贡献奖”。他们掀起的这股爱的涟漪在海内外激荡开来，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

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海外华侨纷纷响应，相继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16年间，郑用熙、关英夫妇

总共募得777万元的善款，建起的32所希望小学在祖国18个省市扎根开花，传递着希望，播洒着大爱。

此外，他们还于1998年洪灾时募集资金捐建9个帐篷希望小学，向云南省妇联捐助春蕾女童计划11万

元，向云南省及其他各希望小学捐助希望书库40余套等。

联大希望小学的念头。

在刚刚发起倡议的1995年初，关英推着自行

车在北大、清华的西南联大校友和老师间征集发

起人签名，送倡议书；在筹款密集期的1995年、

1996年，关英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

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为了多获得一些银行

利息，为了省一点交通费，为了防止被盗，70多

岁的她，夏天穿着厚衣服（里面装着善款），挤

公交车往来于家、邮局和北京城中好几个银行之

间；为了节约往海外寄信的邮资，郑用熙教授在

家中用自制小秤称量，若超重即裁去信件白边后

再寄。

为了解决希望小学选址、建造等问题，他们

跟当地团委、教委、学校紧密联系，还写信向上

郑用熙：

1927年出生，浙江台州人。1946年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先后在中国地质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化学系教

授，离休前任清华大学分析化学中心主任。1992年离休。1999年获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2000年8月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贡献奖”；2004年10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

进个人”；2005年6月被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10月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

程20年特殊贡献奖”。

关英：

1923年出生，广东南海人。1940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先后在西南联大附中、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出版社工作，

离休前任地质出版社编审。1988年初离休。后被地质出版社返聘，直至1994年正式离休。1998年被中共地质矿产部直属

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1999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00年获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希望工程贡献奖”；2000年、2004年被中共国土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评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02年、

2006年、2008年被中国民主同盟西城区委评为优秀盟员；2003年、2005年被中共国土资源部直属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

员”；2003年被民政部授予“爱心捐助奖”；2009年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20年特殊贡献奖”。

耄耋老人的希望行动

希望工程于1989年10月30日正式启动。郑用

熙、关英夫妇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即启动了他们

的“希望行动”。1989年9月25日，他们将近40年

的积蓄七八千元，加上从兄弟姊妹间借来的钱，

凑足1万元寄给了郑教授的母校浙江台州中学，设

立“郑关奖学金”，以回馈母校培育之恩，并奖

励化学成绩优异的学生。一个月后，听到希望工

程启动的消息，他们又从牙缝里省下钱来，每年

资助一名小学生的五年书本费，至1995年止，共

资助了6名儿童。

但是，仅靠两位老人从退休工资里节省下来

的钱来资助失学儿童，未免杯水车薪。怎么办？

关英萌发了呼吁西南联大校友一起捐建一所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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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奔走呼吁。他们不顾

年事已高，身体病痛，几乎每年都抽出时间到捐

建的希望小学去考察、走访，到今年5月为止，两

位老人自费走访了其中的25所希望小学。在走访

中，关英曾遇到过一例贪污3万元希望小学工程款

的事件。作为一个既无职又无权的离休老人，她

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赶到当地调查取证，直到揭

发贪污犯，退回助学款为止。

她还广泛征集校友们对如何办好希望小学的

建议。清华校友、前总理朱镕基在捐款时附言：

发动校友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并不太难，难的是把

希望小学真正办好，希望大家坚持努力。为了把

校友们的嘱咐落到实处，关英夫妇又想了许多办

法，设置教师和学生奖励基金（已为502人次的

教师发放奖教金，为3790人次的学生发放奖学

金）；捐赠书籍、文具，组织捐款人参观访问希

望小学。捐赠人到实地考察后，往往为贫困地区

的现状所打动，于是再次慷慨解囊。	

1999年秋，美国华侨周胜祝先生提出愿意资

助一所希望小学，要求以著名的麻风病治疗专家

马海德先生命名。关英夫妇立即到云南选址。他

们得知云南凤庆县郭大寨乡松林村的山沟里有一

个麻风病村，村子里的孩子虽都是健康人，却因

周围人对麻风病的恐惧和对麻风病后代的歧视，

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于是他们决定选择郭大寨乡

松林村小学，将其改建成马海德希望小学，优先

接受麻风病人后代的孩子。但村子和希望小学相

隔两座山、一条河，学生上学必须住校，住校费

又难倒了这些孩子。于是夫妇俩再一次发起了专

为麻风病人后代的助学活动，共筹得善款50多万

元，连续10年帮助77名“麻后”的孩子上了学。

这些孩子不仅顺利完成了小学学业，还由于关英

夫妇的呼吁和云南省教委的批示顺利地升入了郭

大寨乡中学，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个别升入高

中，其中一人去年高中毕业，通过高考，被云

南大学录取，据说是临沧地区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麻后生”。现在，关英正为从政策化、制度化

层面解决麻风病人后代的教育、就业问题而动员

社会各界力量。

“父亲的教诲和西南联大的精神影响我一生。”

2010年2月，关英刚做了结肠癌手术，目前还

在化疗阶段。但是采访中，她明亮的眼神、热情

爽朗的话语、清晰快捷的反应，让人很难把她跟

一个87岁的老人联系起来。在被问及是否感到疲

累或者身体不支时，身材瘦小的关英从眼镜后面

投射出温暖而自信的光芒：“不累，我觉得我还

有使不完的劲呢！”

关英生于1923年，祖籍广东南海，兄弟姐

妹10人，一家十几口人全靠父亲关衍辉行医养家

关英（后排左四）看望创新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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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口。关老先生191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医学堂，

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西医。关英六七岁时，父亲

在平汉铁路医院做院长，她家就住在医院隔壁。

她耳闻目睹了好多被火车轧伤的病人所遭受的痛

苦。最让她难忘的是父亲对她说的一席话：“他

们都是拉家带口的人，今后生活一定很困难。你

们不缺吃不缺穿，把你们的压岁钱捐出去吧。”

关英跟爸爸讲：“爸爸，等我大了有钱了，我就

大大地捐给他们。”没想到父亲当时很严肃地

说：“孩子，你错了，如果一个人要等到他富有

的时候才去帮助别人，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帮助。

真正的富有，是只要这个人有善心，哪怕是捐一

分钱，也是很值得的。”	

关英的求学路非常坎坷。抗战爆发，她的

高中辗转广州、香港和昆明三地才得以艰难完

成。幸亏父亲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加上哥哥关士

聪（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国石油学家、中科院院

士）的支持，关英1940年终于考入了西南联大化

学系。

回忆起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关英充满了敬

意和感激。西南联大的办学和生活条件可谓艰苦卓

绝，但不管老师还是同学都士气高昂，大家都觉得

抗战胜利之后，所学的知识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当

时的西南联大，荟萃了中国三所著名大学北大、清

华、南开的名师，学术空气自由且浓郁。

关英说，联大老师的言传身教为她一生的做

人树立了楷模。当时，由于物价飞涨，教员们的

生活难以维持，联大为此向教育部申请给教师一

点补贴。教育部虽然批准了，但规定只给兼有行

政职务的教员。可是这些老师都拒绝了，理由很

简单：“第一，我们不仅教知识，还要育人，这

个兼职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并没有什么特殊。	

第二，现在所有同仁都生活很困难，如果我们单

独领了这个津贴，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的老师，也

使我们愧对其他的老师。”	“在联大念书，我学

会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联大对我的影响确实

是一生受用不尽。”

除了自己念大学以外，关英还照料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在昆明上中学。为了给弟弟和妹妹交

学费，她在学校兼差，做家庭教师，抄稿子，或

者给人家缝衣服、绣花。当时所有西南联大的同

学几乎都有她这种经历。

也许正是这些困苦的求学经历，让关英对因

家庭困苦而失学的孩子的境遇感同身受；也许正

是“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回荡在关英

胸中半个多世纪。这种对祖国、对同胞的爱，促

使她在半个世纪之后，联合了与她有着同样经历

和感受的西南联大老师和校友，并扩展到清华大

学的校友，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怀着“让中

华儿女都能受最好的教育，让祖国更强盛、更伟

大”（援引一封捐赠华侨来信）的心愿，在晚年

为希望工程义不容辞地发光、发热……

大爱无疆，星星之火势成燎原

关英说，是老师的鼓励、校友们甚至素不相

识人的信任，让她在希望工程的道路上越走越有

2009年“七一”前夕，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左三）、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左一）去家中探望郑用熙、

关英夫妇

郑用熙（左五）、关英（右二）参加斯特朗希望学校落成庆典关英用自制小秤称量信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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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越做越觉得有意义。她成了海内外校友们和

华侨们热心捐助祖国教育事业发展、关心失学儿

童的纽带。“校友们分别半个多世纪，有些原本

不相识，还有些素不相识的华侨闻讯后写信汇款

要求参与。这样的朋友我交了好多，包括台湾、

香港、美国、泰国、菲律宾等地的。所以，我只

是代表大家介绍一些情况。那些捐赠人的事迹才

更感人。”她为我们娓娓道来一些她记忆中的感

人故事：

有一位同学在福州生活，老伴已经不在了，

退休金每月才280元。他从别的同学那里看到为

希望工程捐款的倡议，就寄了50块钱，并跟关英

说：“我只能寄50块钱，请你不要笑话。”“我

觉得这50块钱太重了。”关英说。

还有位同学毕业后就回到农村中学教书，爱

人没有工作，六七个孩子就靠他一个人的薪水，

经济很紧张。结果他写信来问，我多了不能捐，

我就捐10块钱，多捐几个月行不行？“你说这种

行为能不让人感动吗？！”

在几个月的捐款活动中，有6位校友捐过钱后

不久就离世了。弥留时候，还有校友跟家属讲要

丧事从简，把省下的钱继续捐给希望工程。

西南联大杜继彦校友毕业后赴马来西亚定

居。接到《告校友书》，很快寄来3000元，并表

示还要寄钱。她说：祖国生了我，养了我，教育

了我，我却毕业就离开，一天也没有为她服务，

我觉得心中有愧。	

校友曾荣森、刘慕仁夫妇拿出毕生做工程师

的积存，先后捐建了4所希望小学，其中第一所

小学命名为“西南联大（伦华）希望小学”以纪

念在联大求学时一位给予他们很多帮助的教授夫

人。他说：“在战争年代，祖国最困难的时候还

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现在祖国的孩子失学，我

应该帮助他们！”校友曹锡光和熊知行伉俪，先

后捐建2所希望小学，其“菊仙”和“杏范”的命

名分别用来纪念曹锡光的母亲和熊知行的父亲。

江国采校友除了拿出10万元，联合其他香港校友

捐建1所希望小学以外，还单独捐建1所“西南联

大江步天希望小学”，用来纪念她的父亲。关懿

娴校友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退休教授，一辈子

省吃俭用，至今还穿着60年代的蓝色、灰色衣

服，却把积攒下来的20万元用来捐建了“西南联

大第七希望小学”。

还有菲律宾的老华侨许天津先生，闻讯后要

以他逝去的姐姐许玉卿的名义捐一所希望小学。

许玉卿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不幸在校时却英年

早逝，永远长眠于祖国西南那一片土地。华侨严

演存先生不光自己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还动员

他海外的亲友又捐建了一所。严先生的妹夫刘文

进先生90大寿时，声明不办祝寿仪式，劝说子女

把节约下来的钱捐建希望小学……

华侨周胜祝先生的捐赠故事让人更唏嘘不已，

充满敬意。郑用熙教授介绍，周胜祝先生原本姓

余，1922年手持同乡周姓人家孩子的护照，被“卖

猪仔”卖到了美国。经过一番顽强奋斗，在美国成

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他只是工薪阶层，所以到

1983年退休时积蓄并不多。他不是西南联大校友，

但当他得知捐款倡议后，拿出自己的积蓄，并发动

亲友和协会的会员们参与捐赠，仅1996年到1998年

间就捐了4所希望小学。1999年到2006年间，他每

年5000元、8000元美金地把钱汇给郑老师，郑老

师替他攒够了一所希望小学的钱后，就替他跟青基

会联系，在国内选址。这样攒起来捐建的希望工程

小学共有8所，这8所中，除了1所以“才生”（纪

念美中友好协会一位成员）命名、1所以“余氏”

命名外，其余6所均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

功勋、促进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美国人的名字命

名，他们分别是：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特

朗、谢伟思、诺伊斯。2008年，周老先生93岁在旧

金山去世后，他的子女以他的名义捐建了与周先生

相关的第13所希望小学。

由于年事已高，2006年关英将她经手的三个

2009年“七一”前夕，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左三）、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左一）去家中探望郑用熙、

关英夫妇

郑用熙（左五）、关英（右二）参加斯特朗希望学校落成庆典关英用自制小秤称量信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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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关英夫妇发起捐建的32所希望小学

1	 西南联大景东希望小学	 云南景东	 西南联大校友	 1996

2	 西南联大感古希望小学	 云南文山	 西南联大校友	 1996

3	 西南联大（香港校友）昌宁希望小学	 云南昌宁	 西南联大香港校友	 1996

4	 西南联大（伦华）希望小学	 云南路南	 西南联大校友曾荣森、刘慕仁夫妇	 1998

5	 清华希望小学	 河北易县	 清华大学1950～1952三届校友	 1997

6	 清华小学	 北京密云	 清华大学1950～1952三届校友	 1998

7	 菊仙希望小学	 浙江上虞	 西南联大校友曹锡光	 1997

8	 杏范第一希望小学	 云南镇康	 杏范教育基金会	 1998

9	 余氏希望小学	 河南嵩县	 美国华侨周胜祝	 1997

10	 余氏第二希望小学	 河南栾川	 美国华侨周胜祝及其在美亲属	 1998

11	 美国友人希望小学	 广东怀集	 周胜祝及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的会员们和朋友们	 1998

12	 余氏第三希望小学	 河南宜阳	 美国华侨周胜祝、余三祝及其亲属	 1999

13	 文进希望小学	 陕西华县	 美国华侨刘文进的子女们为父母九十大寿献礼	 1999

14	 培育希望小学	 陕西铜川	 美国华侨严演存	 2000

15	 仲容希望小学	 四川叙永	 美国华侨严演存及其亲友	 1999

16	 西南联大许文卿希望小学	 四川叙永	 菲律宾华侨许天津	 1999

17	 西南联大江步天希望小学	 云南剑川	 西南联大校友江国采	 2001

18	 斯诺希望小学	 四川若尔盖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0

19	 马海德希望小学	 云南凤庆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0

20	 史沫特莱希望小学	 山西万荣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2

21	 斯特朗希望小学	 湖北秭归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2

22	 谢伟思希望小学	 重庆忠县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2

23	 诺伊斯希望小学	 新疆巴楚	 美国华侨周胜祝及美国友人	 2004

24	 才生希望小学	 贵州龙里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6

25	 余氏第四希望小学	 青海湟中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07

26	 西南联大第九希望小学	 甘肃天水	 西南联大校友关懿娴	 2007

27	 创新希望小学	 贵州万山	 人民出版社离休干部郑曼	 2007

28	 杨菁荪希望小学	 湖南临澧	 美国华侨杨菁荪	 2007

29	 西南联大志成希望小学	 内蒙古赤峰	 西南联大校友曾荣森、刘慕仁夫妇	 2008

30	 西南联大容仁希望小学	 云南永仁	 西南联大校友曾荣森、刘慕仁夫妇	 2009

31	 周胜祝希望小学	 四川珙县	 美国华侨周胜祝	 2010

32	 西南联大森仁希望小学	 安徽寿县	 西南联大校友曾荣森、刘慕仁夫妇	 2010

序号	 希望学校名称	 所在地	 捐款人	 建成年

基金（希望工程、麻风病人后代助学金、关衍辉西

南联大助学金*）郑重委托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进

行资金管理，但是具体的如汇款、报销等工作，她

还是亲力亲为。她和老伴郑用熙说：“我们只是觉

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离退休

之后还有点力量，能够为同胞做点什么事，就应该

做，直到我们不能做了为止。”采访结束时，他们

还询问我，不知道你们单位的淘汰电脑怎么处理

的？可以捐给希望小学，那里很缺……

可以说，16年以来，关英等人在希望之大道上

一路走来，能得到海内外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响应，

也许正缘于她的倡议符合和调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

的爱国情、民族情、母校情以及同胞情、赤子情、

师生情、校友情、手足情。正是这种浓烈的真情和

大爱，支撑起中国从积弱多灾难中站立起来，迎来

了胜利和解放；也正是同样这种生生不息的真情和

大爱，激励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期盼祖

国繁荣富强，期盼为祖国的美好明天贡献力量，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上满含深情的一笔。
*注:关衍辉西南联大助学金：

2006年关英发动兄弟姐妹捐赠40万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了“西

南联大关衍辉助学基金”，资助医学院或者医学部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同时铭记她的父亲——一生重视教育、乐善行医的关衍辉老先生。关英兄

弟姐妹10人，有6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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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希望之路

有媒体这样评论：“‘西南联大’的旧

事已成追忆，故人已渐凋零。今天，尤其令

人感喟不已的是千叟一心的壮举，个中饱含

着愚公之志和愚公之智。”让我们再来带着

敬意简要回顾一下16年间关英们走过的希望

之路：

1994年12月20日，关英召集十几位西南

联大校友来家，动议商讨发起募捐一个西南

联大希望小学的事宜。

1994年12月25日，许冀闵、王亦娴、

杨乂、张家环、鲍纫秋、徐慧英、关英七位

年逾古稀的校友起草并郑重在《倡议书》上

签名，做好万一筹不到20万元，就撕下老脸

“托钵化缘”去凑足的决心；并油印150份，

每人负责找一些知名或熟悉老师和校友签

名，作为发起人。

1994年12月26日，关英去北大拜访曾在

西南联大执教、如今已届95岁高龄的陈岱孙

教授。陈教授听到来意后，立即提笔签名带

头发起，捐资1000元，并鼓励说：“这是件

好事，你们用西南联大的名字，一定能够成

功。‘联大’的号召力太大了，要向海内外

发动。”接着，知名学者施嘉炀、赵忠尧、

王佐良等昔日联大老师纷纷加盟。一个月的

时间，	133位老师、校友（含原联大附中、

附小和海外）同意联名发起。

1995年1月20日，在京发起人第一次会

议召开，会上通过了《为捐建“西南联大希

望小学”筹款告校友书》，成立了捐款小组（包括收款和财务监督两个小组）。

1995年6月8日，收到包括联大老师、校友（包括原联大附中、附小和海外）校友捐款70万元人民币。捐款人当中，既有

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等知名校友，也有钱钟书这样的知名老师（病重住院的钱老托家人寄来1000元）。更多的是默默无闻

的名字。每一笔捐款后面都饱含着感人的故事。

1995年6月20日，第一批捐款70万元从德高望重的陈岱孙教授手中传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手里。

1996年，西南联大景东、感古、（香港校友）昌宁希望小学建成。

1997年，河北易县清华希望小学、浙江上虞菊仙希望小学、河南嵩县余氏希望小学建成。

1998年，西南联大（伦华）希望小学、云南镇康杏范第一希望小学、河南栾川余氏第二希望小学、广东怀集美国友人希望

小学建成……

截至2010年5月，祖国西南三省一市、西北四省、中南六省、华东两省、华北四省用他们的捐赠分别新建成了15所、5

所、6所、2所、4所希望小学。

链接

西南联大希望小学的发起校友

学生正在新教室里上课（景东西南联大前所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