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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把母校的发展放在心中
——追忆蒙民伟先生的捐赠往事

他是抗战胜利清华复校后的首届学生（1946

级航空系），却由于时局动荡和家庭因素，于

1948年无奈中断学业。虽然只受过清华2年的

培养恩泽，但他对母校的感情却深厚绵长，时

刻把母校的发展放在心中。他经过一番艰辛努

力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对于清华事业发展

重要的项目，一次次地慷慨解囊，直至生命最

后时刻。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学生文化活动中心

（1993），到21世纪的理科馆（2004）、医学系

统生物学研究所（2006）、音乐厅（2008）、航

天航空大楼（2008）、清华大学脑神经疾病研究

所（2009）、科技大楼（2010）、行政办公大楼

（2010），与香港各大学的交换学生等项目都得

到了他的全力襄助。

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他从19岁迈入清华校园那

刻起，到耄耋之龄的晚年，“清华大学”四个字

在他心目中的份量。让我们一起翻阅他生前回清

○ 本刊记者 唐中

华参加捐赠活动和接受名誉称号时的珍贵照片，

聆听与他交往甚密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

长、曾任常务副校长的杨家庆教授的深情讲述，

来感受这位老学长对母校献出的一颗滚烫的心。

	

靠卖电饭煲起家的香港“电器大王”

蒙民伟的双亲都是在日本出生的第二代华

侨，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成婚，按传

统回故乡广东番禺祭祖，随后在香港定居。蒙民

伟在遵从父命于1948年中断学业离开清华后，返

港加入叔父的公司工作。1949年下半年他被父

亲送往日本留学。他到日本时已经22岁了，连一

个日文字母都不会，	他在当地一所小学花了6个

月，念完了小学课程，也练得一口流利日语。

蒙民伟在日本学习近两年后回港，于1952

年开设信和公司，从日本进口一些杂货在香港出

售。1953年8月，蒙民伟与他的两位朋友以3万

蒙民伟

（1927～2010），清华大学航空系1946级，

香港信兴集团创办人，东亚银行董事，曾任

香港电器制造业协会名誉主席、清华大学教

育基金会顾问及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

会董事。先后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及

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荣誉博士、清华大学顾问

教授、名誉博士、名誉校董及战略发展顾

问、北京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浙

江大学名誉教授、法兰西委员会国际杰出人

物金杯奖及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等。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96年将一颗小行星

命名为“蒙民伟星”，以彰显蒙氏对促进中

国经济、科学、技术及教育发展的贡献。

2006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金紫荆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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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资金成立信兴行，取意“有信则兴”，通过

父亲的推介，与日本松下公司发展业务，进口

“National”品牌的真空管手提收音机，并为品

牌取名“乐声牌”。1954年，他去位于大阪的松

下公司总部，面见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商谈产品

代理合作。松下问，“你有多少资金”，他诚实

地说“没有”。在谈的过程中，松下对他印象很

好，觉得他人比较可信，且日语非常好，非常爽

快地答应他做松下产品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总代

理。这是一份口头承诺，50多年间双方从未签署

书面协议，靠互相的信任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今

天。信兴行成为松下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

家仅凭口头承诺的地区总代理商。 

1955年，松下推出一款新的电器——电饭

煲，蒙民伟意识到这款会做饭的小家电将会带来

一场厨房现代化革命，而当时市面上居领导地位

的欧美电器制造商没有同类产品，没有竞争对

手，他可以倾全力来开发这个市场。 

蒙民伟向松下订购100个电饭煲运到香港。

当时战后不久，香港人仍有反日情绪，且加上

电饭煲为新产品，无人知道其用途。蒙民伟采

用亲身示范、长期推销方式，与两名下属带着

电饭煲、糯米和腊肠挨家挨户向主妇示范无火

煮饭。经过连串的努力，成功赢得“电饭煲即

是乐声牌”的印象，销售量由最初的100台激增

至1965年的每年88000台，占松下电饭煲出口量

的一半。 50多年来经蒙民伟手卖出的电饭煲超

出1000万台，一台连一台排列起来，其长度为

3000公里。

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定常常遇到常

人难以逾越的艰难险阻。相信对于在清华大学浸

润过的蒙民伟来说，他比别人更多了一分精神的

激励和滋养，那就是清华大学 “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经过50多年的不断拓展，他赤手

空拳创立的信兴集团，业务已经涵盖影音及家庭

电器产品、通讯器材、办公家具及房地产投资等

众多领域，而他也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具有传奇

色彩的“电器大王”。

 

时刻把母校的发展放在心上

蒙民伟深信，社会繁荣的基础就是教育。

他多次讲过，“教育上不去，这个民族没有希

望。”正因如此，他于1984年设立“信兴教育

及慈善基金”以回馈社会，并将信兴集团利润的

10%拨入基金。自成立以来，本着“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的宗旨，支持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在过去数十年，信兴教育及慈善基金不但设

立了多个大专院校奖学金，更资助香港、内地及

海外的大学，兴建如教学大楼、研究所、活动中

心和图书馆等设施，大大提升了各校校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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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令无数莘莘学子受惠。而这其中，他

对母校清华大学的支持力度数一数二，凡是清华

发展急需的项目，他几乎都是有闻必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听说清华大学艺术教

育和文艺社团活动因场地局限和设施不足而举步

维艰，于1993年毅然捐款100万美金建设资金和

50万人民币设备资金，建成了学生文化活动中心

（即蒙民伟楼），该楼于1995年正式启用。她

是全国高校非艺术类院校中首个专门用于学生文

化活动的场馆。他后续又捐赠60万人民币管理基

金,以支持运行和维护所需经费。现在，学生文化

活动中心已经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课堂，学生艺

术团排练、演出的基地，师生文化活动的热门场

馆。她的建立，直接推动了清华大学艺术教育的

发展，2000年以来清华大学多次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成为普通高校

艺术教育的领头羊。今天，每每走过校园西区体

育馆南侧的校河之畔，从那座红色外墙、镶嵌大

面积玻璃、设计很具现代感的三层小楼里，经常

回荡起年轻学子们悠扬的琴声和嘹亮的歌声。清

华学子在艺术教育的熏陶中成长、成才！

蒙民伟对清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给予了高

度关注和大力支持。生命科学和医学被认为是当

今世界科学技术领域最活跃、最有希望取得关键

性突破的学科。2001年10月，清华大学医学院

挂牌成立，改写了建校90年没有医学院的历史，

标志着清华大学综合性学科布局已基本完成。但

是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刚刚诞生的医学院的快速

发展。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杨家庆教授为此专程

飞去香港，找了蒙民伟，谈到了医学院在创立阶

段遇到的一些困难。蒙民伟二话不说，答应捐资

2500万人民币，用于支持医学系统生物学研究所

的工作。这笔巨额资金是清华医学院创立以后收

到的一笔巨额捐赠，对于清华医学院的发展简直

像“生长激素”一样宝贵，解决了学科发展和科

学研究的燃眉之急。2009年，蒙民伟捐资设立清

华大学脑神经疾病研究所，继续支持清华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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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理

科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如何再创清华大学历

史上综合性大学的辉煌，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

的步伐，是清华大学90年校庆以后摆在校领导面

前的一道难题。破解这道难题肯定离不开资金的

大量投入，而光靠国家的支持显然不够。于是，

杨家庆副理事长又飞去了香港，拜会了蒙民伟。

得知学校理科的发展亟需资金支持时，蒙民伟再

次慷慨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学校为了铭记他

的贡献，特意将已有的理科馆命名为蒙民伟理科

馆。

2004年5月，蒙民伟回到清华参加该馆命名

仪式，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致辞，表达了对母

校的挚爱和一笔笔巨额捐赠后的心声。“清华走

过了93年的历程，培养出了像华罗庚、杨振宁、

梁思成等一批科学家和国家的栋梁之材，这让我

这个半个世纪以前的清华人感到非常荣幸。” 

 

生命最后时刻  情牵百年校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时刻挂念着清华的

发展，面对疾病的不断侵袭，还心心念念地希望

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做些贡献。病榻上的蒙民伟

多次与前来看望他的基金会领导就有关学校发展

亟需支持的项目进行商讨，在病重之际，他还催

问杨家庆副理事长，“（捐赠）协议签了没有？

你们要快一点签啊！”

在他再三的催促下，2010年2月，顾秉林校

长、杨家庆副理事长，从北京赶到香港养和医

院，在他的病榻前，三方（香港信兴教育及慈善

基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

签署了一份2.25亿的捐赠协议。身体极度虚弱的

他，坚持在协议上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画出了

他的名字——“蒙民伟”三个字，然后举目凝望

着来自母校清华的领导和朋友，两行热泪从眼角

滑落下来……几个月后的2010年7月21日，蒙民

伟走完了他作为商界奇才和慈善家的传奇一生，

阖然长逝。

还有一个多月，清华大学将迎来她的百年华

诞。蒙民伟去世前签署协议捐赠的蒙民伟科技大

楼等业已开工，工程正如期顺利进行，蒙民伟音

乐厅也即将在这个百年校庆的四月春天里正式竣

工。蒙民伟学长生前多次兴致勃勃地来母校参加

捐赠仪式、启用仪式，但是这次我们再也看不到

他带着谦逊的微笑亲临现场了。

可以想象，在今后未来的日子里，这座音乐

厅将举办无数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无数位清华人

和各界朋友会聚集在这里，分享美好时光。相信

除了悦耳的音乐和美妙的歌舞以外，长留在每一

个观众心灵深处并与之共振的一定还有一位清华

老学长的精神和风尚。

据杨家庆副理事长介绍，蒙民伟先生十数

年间，对清华大学捐款已经超过4亿元，是清华

校友中个人捐款最多的校友。“除了资金支持以

外，更重要的是蒙民伟学长对清华大学的深厚感

情，让我们更为感动。我忘不了他把清华的事当

作头等大事，把来自母校的我们当作终生挚友的

情谊；忘不了他在生命最后之际，还在催促我们

尽快办理合同签署的一幕幕镜头；忘不了他在病

危时候，还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杨校长，我和

清华的友谊是谁都打不破的’。一直到最后讲不

了话的时候，看到我来看他，他用手拍打着床框

以示他的高兴。直至以后再去看他，拍打床框的

力量越来越小，眼泪流淌下来……他对清华的

爱，将激励我们所有清华人加倍努力工作。”

是的，蒙民伟学长对母校的大爱，如山高水

长，绵绵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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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秉林校长（左）授予蒙民伟先生清华大学名誉博士

蒙民伟理科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