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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田家炳的一生，尤为
让舆论感叹的是，尽管他因捐
资助学而声誉日隆，却没有在
社会团体或政界担任一丁点儿
职务。

其实他受到的邀约极多，
但他秉承先父“宁可实而不华”
的祖训，一一婉拒。

他有过详细解释：“我生活
简朴、平民化。我宁愿没有那
些非与我有直接关系的荣誉。
更何况我所付出的每一笔捐
献，都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同
时也得到了精神上无形的满足
和快乐，不想再得到其他什么
了。”

这种低调，由生，至死。
他去世后，按照遗愿，葬礼

仅由家人出席，以给家人一个
安静缅怀的空间。

也是因为这种贯穿一生的
低调，他本人甚少见诸报端。

然而，对那些每天出入“田
家炳中学”“田家炳小学”“田家
炳教学楼”的学子来说，他的名
字和代表的精神，已深深融入
心中。

7 月 10 日、11 日两天，在
黑龙江，在四川，在湖南，在
香港……全国各地受过田家
炳资助的学校，不约而同地举
行悼念活动，怀念这位为中国
教育事业倾尽所有的老人。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
他的一段话，被人们反复

提起——
“对钱，我认为够用就好。

所以，我到现在没有购置专车，
每天坐地铁上班，房租成为我
日常最大的支出。这样，当然
可以省下一些‘小钱’，但我却
希望我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
的地方，比如为孩子、为国家、
为民族。” （宗合）

一生低调

请善待每一位袜子打补丁、住出租屋的老人，

也许他刚散尽10亿家产捐了300多所学校

田家炳：“吝啬”的慈善家

166所中学、90余所大学、40
多所小学、约20所专业学校及幼
儿园……

有这样一位老者，把自己总
资产的80％都用于慈善事业，在
中国捐献了 300 多所学校，他就
是田家炳。

他是鼎鼎有名的慈善家，虽
然他的捐赠数额不是最多，但他
的捐赠数额占到了自己总资产
的 80%，这一点在国内鲜有人匹
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田家
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年，
他捐出价值 10 多亿元的 4 栋工
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
家炳基金会”，并将每年几千万
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
年，他又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
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迄今为止，田家炳已累计捐
资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
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
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是当之
无愧的“中国百校之父”。

7 月 10 日上午，田家炳基金
会官方网站发布了《田家炳博士
讣告》，这位备受尊敬的“中国百
校之父”于 10 日上午安详辞世，
享年99岁。

1919 年，田家炳出生在广
东大埔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父
亲虽以经商为业，创办“广泰
兴”商号经营砖瓦窑生意，却极
其重视孩子的文化修养。母亲
虽是晚年得子，对田家炳宠爱
有加，却不溺爱，不时以古代圣
贤忠孝节义的故事勉励他。

14 岁那年，田家炳进入中
学读书。他牢记父亲“宁可实
而不华，切忌华而不实”的教
诲，勤勉好学，深为老师称道。
谁知父亲在两年后突然离世，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田家炳
看着日渐苍老的母亲，只好忍
痛辍学，接手家里的砖窑生意。

好在老主顾们念及他小小
年纪就撑起家业，时常在生意
上照顾他。而田家炳也不负众
望，把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

上世纪30年代，广州正处
于风雨飘摇之时，经济疲软，田
家的生意很难有更大发展。经
过深思熟虑，田家炳到了越南，
成立了“泰安隆瓷土公司”，专
门供应大埔的瓷土。那一年，
他18岁。

田家瓷土价格低廉，品质
又有保证，不仅受到大埔同乡

的喜爱，还引来不少越南本地
老板的购买。没多久，泰安隆
就占领了越南 60%的瓷土市
场，田家炳也成为越南当地最
大的瓷土供应商。

田家炳的生意正做得风生
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
只好放下越南的生意远赴南
洋，到印度尼西亚寻求家人帮
助。没想到，这里也在几年后
被日军占领。田家所在的地区
被日军划为军事地区，不准外
侨居住，并限令外侨一月内迁
出，不许带走任何财产。

家园和财产被霸占，曾经
坐拥百万资产，却在一瞬间变
得一无所有，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小的打击。可田家炳没
有因此被打倒。他一边打工，
一边寻找机会。

1945 年，随着日本宣布投
降，战争结束。田家炳觉得，战
乱之后百废待兴，是创业的好
机会。橡胶制成的日用品将成
为畅销品，而印尼盛产橡胶，不
如开一家橡胶厂。于是，第二
年，他就成立了“超伦树胶厂”，
几年后又成立了“南洋树胶有
限公司”，他本人成为印尼有名

的华人青年实业家。
由于政治环境不好，田家

炳后来毅然变卖家产，举家迁
往中国香港。

迁往香港还有个原因——
为了子女能接受中华文化的教
育。尽管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
殖民地，但田家炳相信，终有一
天，香港会回归中国。

在异地开始新的事业，是
田家炳的强项。而这一次，他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找到了一块
滩涂地，进行大胆的尝试——
填海建厂。几年间，生产 PVC
的一座现代化厂区建立。1960
年，田氏塑胶厂有限公司正式
开业。

田家炳在香港站稳了脚
跟，并在之后成立了东南亚最
大的人造革制造厂，他本人也
成为行业的领军人，更赢得“人
造皮革大王”的美誉。

1992 年，他又紧随改革的
步伐，在东莞建立了一座现代
化、自动化的 PVC 薄膜及人造
革制造厂——东莞田氏化工厂
有限公司。从大埔到印尼再到
香港，田家炳的产业终于回到
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百校之父”仅中学毕业 16岁经商事业蒸蒸日上

虽身家早已过亿，田家炳
却极为节俭：在生意场上从不
搞铺张的仪式；自己80岁大寿
也不摆酒；出行从不坐豪车，
坚持地铁上下班；出差住宾馆
自带香皂；一双袜子穿 10 年，
补了又补；戴的电子表，因款式
已旧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
袋里……连家人都说他“吝
啬”，可他始终认为钱要花在

“更有意义”的地方。他说，每
一样东西都是社会物资，来之
不易，花钱多的时候、物品浪费
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会很不安。

曾有记者不信田家炳的
“吝啬”，亲自跑去明察暗访，待
看到田家炳连矿泉水瓶都要循
环使用，出去住酒店还要自己
带香皂时，方才信以为真。

如此“吝啬”的田家炳，在

捐赠办教育上，却毫不“抠门”。
田家炳时刻谨记父亲说的

“独富独贵，君子耻之”，不仅把
工厂开回了家乡，也将慈善事
业带回了家乡。1984 年，他将
自己名下的所有企业全部交给
下一代打理，并规定将这些企
业每年利润的10%用于公益事
业。

小时候没读多少书，是田
家炳此生最大的遗憾。事业有
成后，他曾走访许多发达国家，
发现那里的人们素质很高，而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
发达。田家炳深深体会到教育
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
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为此，
他不停地捐资兴建学校。

和其他企业家相比，田家
炳的捐献更多是面向中小学。

用他的话说，这种捐赠“投资回
报率比较高”。所谓回报，并不
是金钱，而是国民教育水平的
提高。捐给基础教育，更能实
现这一点。

在捐赠给大学的时候，他
选择的大都是师范大学，几乎
每一所省级以上的师范大学，
都有一座田家炳楼。让走出师
范大门的老师教授学生，正是
助力教育事业的体现。

2001 年，经历过“金融风
暴”，基金会的收入大大减少，
对外承诺的捐资难以为继。

怎么办？田家炳做出了一
个惊人的决定：卖掉他在九龙
塘高尚住宅区占地900余平方
米的大别墅！

想法一出，家人几乎齐齐
反对。这栋花园式豪宅，田家

以“抠”闻名的大富豪 捐办教育却从不“抠门”

炳已和夫人住了37年，是他们
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田家炳决心已定。他
说：“我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
请，有了承诺就要做到。你们
（指子孙）都已成家立业，我和
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呢？”

最终，儿孙拗不过田家炳，
他成功地卖出了房子。按照当
时香港的房价，那栋房子的价
钱超过1.2亿港元，但是为了尽
快换成现金，田家炳把价格降
到了 5300万港元。买家听说
背后故事，深受感动，又主动加
了300万港元。最终，这栋住
了37年的花园式豪宅，为田家
炳换回5600万港元现金，他和
妻子则搬进了出租屋。

这让田家炳开心不已。“别
墅卖的钱可以捐助20所学校，
我也尽了绵薄之力了，很开
心！那种收获，会比自己住大
很多。”他说。

几十年来，田家炳被授予
了无数的荣誉，可老人家最喜
欢的，永远是1994年以他名字
命名的“田家炳星”。他说：“那
是天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
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他将
这视作自己人生最大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