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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田家炳先生（中）  

2018 年 7 月 10 日，慈善家田家炳先生逝世，享年 99 岁。 

田先生生于广东大埔，16 岁时因父亲去世辍学从商，负起家庭重担。1958

年，举家自印尼搬至香港，建立化工厂，生产塑料薄膜和人造皮革，成为

亿万富翁。1982 年，创办田家炳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医疗方面的公益事

业。 

对自己的一生，田先生有过一段简短的总结： 

“我生于 1919 年，1935 年未满 16 岁先父去世，我刚念完初中二。为继承父

业，只好弃学从商。1937 年远赴越南，推销家乡瓷土，收货甚丰，惜 1939

年日本占领汕头，瓷土运输中断，同年秋转往印尼，至 1958 年因鉴于排华

风暴即将来临，又将血汗建立多年、如日中天的事业放弃，举家定居香港。

几十年漂泊异域，幸有小成就，儿女均留学美加，接受专业教育，全家得

免饥寒，和衷共济，我近二十年将区区积蓄投入教育，深受社会人士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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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堪自慰和告慰知我的挚友们。”（《致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贝磊教授伉

俪函》，2005 年） 

自 80 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基金会至少捐助了 93 所大学、166 所

中学、41 所小学，及约 1800 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如今，在中国的几乎每一

个省份，都可以找到以“田家炳”命名的学校、学院和教学楼，受益者不计

其数。田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诸多受惠于田先生的学子，在社交网络

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悼念之情。 

 

图：知乎上，许多受惠于田先生的学子在看到田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才 “恍然大

悟 ” 

田先生做教育，有自己的理念。相对于捐赠知名高校，他更重视对中小学

校、幼儿园和师范类学校的资助。理由是后者属于基础教育，“投资回报率



比较高”——这个回报，指的不是个人名声的扩张，而是国民教育水准的提

升。他曾如此解释自己的取舍： 

“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如果搞不好，北大、清华这些好的高校就不可能有

好的生源。而且，大学并不是谁都能够念的，但有了中小学，每一个学生

就都能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图：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颁授 “2886 田家炳星 ”证书  

1997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田先生的企业和基金会收入大不如从前。为履行

捐款承诺，他不惜以 5000 多万港币的低价，卖掉了自己最高市值达 1 亿港

元的豪宅。2003 年，为帮助香港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完成募资计划，他又

将房子抵押，贷款 600 多万港元。2005 年，他出售旗下核心物业田氏广场



获得近 3 亿港元，也全部捐给了内地的学校。《南方日报》2006 年的一篇

报道曾感慨： 

“不是捐钱最多，但是把自己总资产的 80％都用于慈善事业的，在中国只

有一个人，他就是田家炳。” 

2003 年，田先生从报上读到“2003年大学排行榜”，对大陆高等教育之落后

痛彻心扉，遂致信“素未谋面”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痛陈意见。这封信

里，没有敷衍，没有客套，开篇即直切正题，谈真问题、提真批评。其中，

呼吁当局“爱公帑如同爱护私产”、将香港“教育方面的经常政府开支表、学

生每年单位成本表”整理送给教育部诸官员参考等处，最为耿直，可谓信如

其人。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中国当代教育史不应该忘记这封信，和这封信背后

那颗伟大的灵魂。 

下面是信件的原文： 

致国家教育部周济部长函 

国家教育部 

周济部长钧鉴： 

素未谋面，仰慕良殷，钧座  公务繁忙，原不敢打扰。近闻香港《明报》报

道上海交通大学发表的“2003年大学排行榜”，特冒昧修函表本人对我国教

育的一得愚见。 

全球 500 名大学排名，中国地区排名前 13 所大学中，内地 6 所，香港 5 所，

台湾 2 所，以第一名的台湾大学在国家排名 190 名外，其他都在中下流位

置。我国号称 5000 年历史悠久古国，文化博大精深，地大物博，但教育远

远落后于立国仅百余年的美国及其他一些小国，怎不叫国人汗颜。兹再以

中国 13 所大学言，依历史、人口、土地、资源等综合条件作比较，大陆教

育亦远逊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宁不令人欷欷慨叹！大学排名榜附此，敬请

参考。 

教育乃强国之本，中央政府推行“科教兴国”政策，近年各地政府共同重视

并大力投资教育，大学、中学扩大招生，扩建校舍、新校区，蔚成风尚。

钧座  执掌教育多年，对我国教育情况落后应了如指掌，虽云我国幅员广

大，经济薄弱，但如积极号召全国各地领导以身作则，以爱公帑如同爱护

私产，以一家父母兄姐为筹孩子学费而节衣缩食精神，免除一切浪费，把

来之不易的宝贵资源移作发展功垂百世的教育事业，应不无小补也。香港



回归后，特区政府亦以发展教育为当务之急，尽可能提高教育经费，香港

教育统筹局于 2003 年 6 月编印《教育统计数字一览》，内列多项统计数

字，其中较简要部分：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表、教育方面的经常

政府开支表、学生每年单位成本表共 3 页，应有参考价值，兹顺附此，敬

请查收。 

 

图：田家炳致周济信  

家炳不自量力，自 1982 年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以兴教助学，培育英才作为

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的不二途径。二十年来一直竭尽全力推动及资助国家

的教育事业，蒙各省、市、区政府致力配合投入资金，在全国（包括香港）

已捐助 52 所大专院校、88 所田家炳中学、40 余所小学及幼儿园、850 所乡

村中小学图书室。1997 年亦有幸资助国家教委师范司“高等师范教育面向 2

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惜香港经济自 1997 年亚洲金融风

暴以来一直低迷不振，房地产首当其冲。本会资金来源，仅靠 4 幢位于地



区略差的工业大厦租金输入，今因供求失常，空置率高企，租金持续急剧

下调，收支顿失平衡。本会力微负重，目前仍承担着几十所大学及中学的

巨额捐款，不得已于本月开始暂停新资助项目的申请，深感惋惜。亟盼香

港经济能及早复生，带动楼市兴旺，俾使本会继续多为国家教育尽其绵薄。 

家炳乃一布衣，荷蒙各方厚爱，惠予种种过分表扬与殊荣，除衷心感激外，

更一直视为最有效的鞭策及激励，希望进一步多尽国民天赋，以报各界爱

护雅意。兹为唤起各省、市领导及社会有识之士有力响应，特厚颜将本会

捐资资料、各界给予荣誉及部分鸿文附此，并期有关当局订立一切可行办

法，激励全国上下，各尽厥职，全力以赴，共同关注及办好关系国家民族

百年树人大业，祈勿河汉斯言或以自我炫耀见责。 

       尊此奉达 并候 

夏祺 

                                                                                     

      田家炳基金会主席： 

                                                                                     

          田家炳（签名）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日 

（注：该信件收录于：《田家炳兴学重教文献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680~681 页。信件标题取自该书所拟目录。文件尚有注明：“副

本寄：王湛副部长、袁贵仁副部长、管培俊司长”。信中提及的附件，《文

献集成》未收。） 

附：田家炳基金会所捐助的“田家炳中学”（资料来自田家炳基金会官方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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