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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

 电子系 夏炳风 贾开 等

赵伟国：

爱我清华

“我们小的时候都很

善良，都很愿意帮助人。

那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

能力，长大了以后，人们

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却反

而不去做是不对的。”

1985年的夏天，一个18岁的年

轻人第一次踏进了清华园。那时的

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将会对他的

一生产生多大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

明，求学起步于此，为人亦起步于

此，他的生命里已深深地镌刻上了清

华的印记。“行胜于言”，清华的校

风也是他的作风；“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清华的校训也是他的座右

铭。他不仅以《易经》里的“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中的健坤二字作为公司

的名字——北京健坤投资集团，还用

自己的行动回报着母校：从2005年

起，赵伟国学长先后与学校签署捐赠

协议，捐赠金额累计达4千万余元人

民币，捐赠项目涉及林枫奖基金，龚

育之励学基金，校史馆建设，科技－

教育政策研究基金，李传信、孟昭

英、常迵、陶葆楷励学金，学生社会

活动、学生的艺术教育等。然而，这

一笔笔捐赠在他看来，都只是一个普

通学生对母校朴素的感情而已。

寻找自我，实现自我

赵伟国学长来自于新疆的一个小

镇，1985年考入清华电子系。考上清

华之后，“大”是他对清华的第一印

象。“刚到那天，我们住在10号楼，

从楼里出来溜达，一转很快就迷糊了，

怎么也回不了寝室”，忆及往事，赵伟

国学长情不自禁地笑了，“不过现在看

来，大学的确应该要大一点，从而积聚

一种文化，一种氛围。专业知识固然重

要，而文化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东

西。用我们专业的话说，这就像一个

‘电磁场’，凡是在这个场里的人，都

会受到它的影响。”

赵伟国学长就是一个被清华这

个“电磁场”所深深影响的人。可是

刚进清华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却并不

都是甜蜜的。清华聚集了全国各地的

优秀人才，在原来的中学里，大家都

是第一，可到了清华，每个人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重新找北”。以前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天才，但现在才明

白，原来天才是别人。

初到大学的赵伟国学长也面临同

样的困惑，而伴随这样的困惑，赵伟

国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重新

明确。在这个过程中，一本书深深地

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这就是讲述惠

普和苹果故事的《硅谷热》。 “这

就好比你扛着一支枪在树林里转悠，

一直都没有找到目标，或者是有些目

标太大了，根本打不动，这时候一只

兔子蹦出来了，你也就跟着兔子追过

去了。”赵伟国追逐的兔子是创业。

在刚刚成立的学生电子协会中，作为

一名普通会员的他凭借协会的全部

家当——一台硬盘大小只有10M的

PC-XT电脑和一台10M的示波器踏

上了最初的科技之路。

带着本科阶段的经验，也带着

创业的激情与梦想，赵伟国学长和同

学一道在中关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

路。当时的电子技术行业刚刚兴起，

很多技术都不成熟，也没有现在的大

规模集成电路，因此学长们就用一个

个小的集成芯片、单片机，甚至是用

与非门，搭好了一个又一个电路系统

和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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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访谈

这创业的过程中，赵伟国学长收

获了很多。可在这同时，他也越来越

感觉到自己所学的不够，很多东西还

不够完善，对于人生、对于价值的思

考也不成熟。因此在经历了最初几年

的创业之后，赵伟国学长又做出了人

生的一个重要决定——回清华读研。

虚心接受教导，淡定面对成功

研究生期间，赵伟国学长的导

师龚克老师在为人和为学上都给予了

他深刻的影响。他深深佩服龚老师丰

富深厚的学识，谦和善良的品德，淡

薄功利的修养，豁达睿智的心态，并

在事业道路上以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

样。研究生毕业之后，赵伟国学长先

进入清华紫光，后进入清华同方工

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获得了迅速

的成长。

1999年，互联网正在快速升温，

赵伟国学长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于是

投资人民币50万成立了中华医疗网，

后来网站被海外基金以500万美金收

购了40%的股份，从而掘到第一桶

金。在后来的岁月中，赵伟国学长凭

着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果断抽身，

进入能源、地产等领域，创立健坤集

团。目前，健坤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

家资产40多亿的综合性投资集团。

谈及事业上的一次次成功，赵伟

国学长很平静。“我从来没觉得自己

是成功人士。回想十几年来，我从来

没关心过我有多少钱，没有过多地追

逐过物质财富。我觉得既然要创业，

就要有孤注一掷的心态，遵守自己对

自己的承诺，坚持到底。对于一个人

来讲，应该选一个和自己兴趣以及能

力相符的方向，然后义无反顾地走下

去。就拿数学中的积分来说，人一生

的成就就是积分的面积的累加。我这

些年就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围绕清

华大学做积分。因为我熟悉这里的一

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

怀揣着对母校这样深厚的感情，

赵伟国学长为母校贡献了很多。仅为建

设清华校史馆，赵伟国学长就捐赠了

2500万元。“为社会，为亲友，为帮

助我的人创造一些价值”是赵伟国学长

对成功后所应该做的事情最朴素的想

法，“我们小的时候都很善良，都很愿

意帮助人。那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

力，长大了以后，人们可以为社会做贡

献，却反而不去做是不对的。”

少点欲望，多点奋斗

赵伟国学长一直强调，清华对他

的影响很大，现在所形成的“厚德为

人”理念就是学校给予的，能为母校

的发展做些贡献是他的心愿。“我从

来没觉得自己是成功人士。”赵伟国

学长说，“财富和社会地位一定是成

功的副产品。事情做好，成功会自己

来找你。如果想同时得到很多东西，

事情会变得很困难。成功是一种境

界”。

对于我们这些还未踏出校门的

年轻人，赵伟国学长给了一句忠告：

“人的成长是好人鼓励的，坏人培养

的，坏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坏人，

所谓坏人就是那些给你带来挫折、困

惑、甚至屈辱的人。”同时学长也向

我们提出了建议：不要做“才华不

足，毅力不够，而欲望太多”的人。

赵伟国学长通俗地用“中彩”来

比喻进入清华后的生活。“进了清华，

你这辈子就已经中彩了。原因很简单，

第一，你的父母给了你很好的天赋，第

二，你很好地利用了你的天赋加上你的

努力进了清华了。所以这辈子就不要再

想中彩的事情了。剩下的就是踏踏实实

地干活。这样才能中更大的彩。”简单

朴实的话语中凝聚着对我们这些正就读

清华的学子的殷殷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