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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远见的教育慈善家——曹光彪

曹光彪先生祖籍浙江宁波，1920 年出生在

上海。17 岁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多病，尽

管成绩优异，他还是不得不辍学回家，接手父

亲的生意，成为上海鸿祥布店的小老板。曹光

彪很有商业天赋，在他的经营下，原本不景气

的布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仅闻名上海滩，还

在南京、重庆、香港、台北等地建立了分号，

并在上海建立了毛纺厂。1949 年，曹光彪先生

举家迁往香港。他发现香港几乎没有纺织业，

——纪念那些曾为清华做出
重要贡献的捐赠人

老校长的朋友圈（二）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彩雯

一日之计，始于清晨，睁开惺忪的双眼，第

一件事做什么呢？是不是看看自己的朋友圈？科

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深度介入虚拟

社交。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一幕，所有人都对着手

机，或痴笑、或沉思、或手指飞舞，不一而足。

朋友圈日益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沟

通产生信任，信任升华为毕生的友谊，这才是朋

友圈的真谛。

我们有幸在蓝旗营拜访了清华大学原常务副

校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原副理事长杨家庆，

一探老校长的朋友圈，听听老校长的朋友圈往事。

其中有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老先

生、香港新世界发展创办人兼首任董事会主席郑

裕彤老先生、香港美心食品集团企业前董事长兼

总经理伍舜德老先生、香港信兴集团前主席蒙民

伟老先生，台湾宝成国际集团总裁蔡其瑞老先生

等等。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仅仅蒙民

伟音乐厅以及科技大楼、伍舜德楼等建筑，就已

经成为清华颇具知名度的地标，更有诸多研究所、

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无不体现着清华校友和清

华之友对学校发展的关怀和珍视。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人士群策群力，

对清华大学教育事业的期许与重视正是老校长朋

友圈的核心内涵。为了纪念这些曾经为清华大学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捐赠人，基金会特别策划了

“老校长朋友圈”系列文稿，以退休老校长杨家

庆的视角，追忆这些捐赠往事，传承他们为教育

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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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 1954 年投资创办了香港首家毛纺厂——

太平毛纺厂，这就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曹光彪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与

杨校长也是相交多年的好友，在最重要的关节

点上给了清华最重要的支持。曹先生对教育的

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下的实际行动让杨校长很

感动。

杨校长和曹先生结识于 1994 年，当时杨校

长带团到香港访问，由于杨校长的学生在曹光

彪旗下公司担任总经理，且曹先生有女儿、女

婿从清华毕业，所以曹先生听闻清华来人了，

便坚持邀请杨校长共进晚餐。席间，曹先生说

要听听清华的情况，杨校长就把清华的发展状

况给他讲了讲。结果第二天曹先生就给杨校长

打来电话，说：“杨校长，我能不能给清华做

点贡献？”“那当然欢迎了。”只因为这一次

偶然的相遇和谈话，曹光彪毅然捐出 1000 万港

币用做研发，设立清华大学曹光彪高科技发展

基金，作为留本基金，用利息支持清华大学的

基础研究，奖励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和相关

科研及专利申请项目，基金至今仍为清华科技

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曹先生也是当时香港第

一位愿意在高科技领域做出捐赠的企业家。

杨校长说：“他确实做了好多具有开创意

义的探索，因为他非常喜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

事情，只要他感觉到这件事对清华有意义，他

就特别爽快地支持，而且特别讲信用！”

杨家庆回忆，九十年代，学校提出采用现

代远程教育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卫星数字网、

有线电视广播网三网互补等传输方式，把清华

大学的课件送到企业、机关、学校，帮助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知识更新，把清华的教育

资源与更多地方分享。但要做这样的项目，预

算需要资金 150 万美元。虽然困难重重，但学

校认为推广“远程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只是

苦于资金问题，项目迟迟不能落地。

“当时我就联系了曹光彪先生，后来又到

香港去详细给他讲我们学校为什么要发展远程

教育。曹先生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你就不

要跑了，这 150 万美金我全部出。’”这是在

国务院文件《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里第一次提到“远程教育”之前。正是因为曹

先生富于远见的捐赠支持，使得清华得以建立

全国第一套远程教育的系统，有力地推动了我

国的远程教育发展。

2001 年清华 90 年校庆时，学校准备建一个

综合体育馆作为综合性场所，用于开学典礼、

学位授予仪式等学校重大活动，但当时资金比

较紧张，综合体育馆需要一个亿的预算。杨校

长飞赴香港与曹先生商讨，曹先生没有马上答

复。杨校长说：“1 个亿比较大，如果您能捐一

半也非常好了。”曹先生马上就说：“那可以。

你什么时候需要钱，就给我来封信。”后来杨

校长根据学校的需要写了一封信，很快这一笔

杨校长受邀前往曹光彪先生家里做客

杨校长到香港看望曹光彪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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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便分两次到账。“他这个人非常讲诚信，

非常有魄力。5000 万元不是小数，半个亿，在

2000 年，那是很大的一笔钱，5000 万元没有任

何协议，就这样 2000 万、3000 万分两次就打

过来了。”至今说起此事，杨校长还是很激动。

在曹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 10 个子女都

很优秀。曹先生尽心尽力地支持教育事业的思

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儿孙辈。2009 年，清华

大学为曹光彪先生庆祝 90 岁生日，他的子女及

晚辈向“曹光彪高科技发展基金”集体捐资 300

多万港币；他的孙子还没参加工作，就把自己

的零用钱几千元捐了出来。2010 年 9 月，曹先

生的长子曹其镛先生为清华捐款 2000 万元用于

建设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曹光彪先生在与杨校

长通电话时，欣慰地说：“我很高兴，希望他

们能接下去，继续支持清华大学的事业发展。”

捐赠医学教育的珠宝大亨——郑裕彤
香港新世界发展创办人郑裕彤先生是著名

慈善家，其家族成员创立的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于 2012 年 9 月正式成为香港注册慈善机构。多

年来，郑氏家族及周大福珠宝集团热心慈善公

益事业，资助项目涉及到教育培训、扶贫助学、

医学研究等众多领域。

清华与郑裕彤缘起于清华医学院的筹建。

“为了筹建医学院，我

们通过在香港医学院担

任医生的郑裕彤女婿找

到了郑裕彤，郑先生听

过学校具体情况介绍后，

立刻为清华医学院捐款

1000 万港币，作为清华

医学院和香港医学院交

流的基金，成为郑裕彤

为清华做的第一笔捐赠。

也因为这层关系，之后

郑裕彤长子郑家纯也与

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医学院发展，需要建新大楼，杨校长

联系周大福珠宝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兼周大福

慈善基金名誉理事长郑家纯。“医学院发展要

盖新楼，需要 8500 万”，郑家纯先生了解这个

情况后，立即决定捐赠 8500 万，兴建郑裕彤医

学大楼，后来周大福慈善基金又提供了 1000 万

的医学研究基金，供长远研究使用。

2013 年 11 月 24 日，由郑裕彤先生领导下

的周大福慈善基金捐赠兴建的清华大学医学科

学楼二期正式落成，并命名为“郑裕彤医学楼”。

落成仪式上，郑家纯博士表示，我们认为慈善

不应只局限于解决受助者眼前生活，更应于各

方面为他们开拓资源，让他们有能力与社会同

步前进，从根本上改善生活。此次“郑裕彤医

学楼”的落成必将为我国的医科生提供先进的

郑裕彤医学楼奠基仪式

曹光彪先生与刘延东在清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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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地，促进国内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也表示：“郑裕

彤医学楼的落成为清华大学培养医科生提供了

先进的教学基地，对清华医学院重点学科，包

括免疫、神经、干细胞和药学等学科的发展也

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们衷心感谢郑先生，满

怀感恩，将尽职尽责，做好工作，造福于社会。”

2016 年 9 月 29 日晚，郑裕彤先生病逝，终

年 91 岁。截至目前，郑氏家族、周大福珠宝集

团及周大福慈善基金等已累计为清华大学捐赠

超过两亿元人民币，其中包含捐赠设立“郑裕

彤医学研究专项基金”及“郑裕彤法学发展基金”

等。

热心公益的鞋大王——蔡其瑞
宝成国际集团总裁蔡其瑞先生是全球知名

的“鞋大王”，全球名牌鞋子每五双中就有一

双是他制造的。他谦和平实，热心公益，也与

清华情谊深厚。

杨校长说：“蔡其瑞先生是台湾的成功企

业家，为人十分低调，他给清华捐了 2000 万

美金，其中 800 万美金盖起了第六教学楼，是

当时也是目前条件最好的教学楼。极大地缓解

了学校教室使用的紧张状况，也大大提高了学

校多媒体教室的使用水平。”同时，医学院当

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各项支出费用很高，

尤其是其中的医学院大楼。“我跟设计者关肇

邺沟通了一下，医学院楼拆分了几块，由几家

（蔡其瑞、李文达、伍舜德等）共同出资建成，

这样分摊到每家的压力就少得多了。”为了支

持医学院发展，蔡其瑞及裕元工业（集团）将

2000 万美元捐赠款中的 600 万美元用于兴建“清

华－裕元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大楼，另外 600

万美元用于支持清华医学与生命科学等领域的

科学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蔡其瑞

一直关心清华的建设，是清华真正的朋友。”

春风化雨，清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老校长的朋友圈让社会各

界人士了解到清华的教育事业，了解到国家的未

来发展。也正是因为有一批像蒙民伟、曹光彪、

郑裕彤、蔡其瑞、伍舜德等不计个人得失，无私

奉献教育事业的老一辈清华友人，才使得清华大

学在新百年走得更高、更远。 

蔡其瑞捐赠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