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痛悼念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田家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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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尊敬的慈善教育家田家炳先生，已驾鹤西行。全国教育界，

以至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在无比悲痛之际，对他的善举与恩惠，无

不感激涕零。他对中国教育的心愿与奉献，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建设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一种巨大的精神动

能；他的教育思想与精神，必将在中国教育的时空，永续发光！然而，

他的思想与精神，不仅是中国教育界的财富，还应当是，当今新时代

企业家的楷模。  

                           

“善欲人见 不是真善” 

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田家炳先生，首先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进而成为著名的慈善家，

直至成为当代中国的慈善教育家。他的名言是  “善欲人见 不是真善”众

所周知，田家炳先生，在生意成功后，先是在香港、在家乡捐助超过

400 项，涉及民生和大众福利的项目，之后，便开始了对教育的无限奉

献与支持。  

兴国之道在于人才，而人才培育始于教育。数十年来，他跟人交

谈，一直都在强调：“中国的希望在教育 ”。他的财富，几乎全都奉献给

了教育。  

他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首先培训教育英才与教师，因而他把

师范教育，作为支持教育的重点，他大规模捐建各省市区师范大学，

几乎全国省市以上的高等师范院校，都有他捐建的田家炳教育 “书院 ”、

“学院 ”、 “中心 ”。  

几十年捐助教育事业，让田家炳被誉为是 “中国百校之父 ”。为了

教育事业，他 “卖屋助学 ”“贷款捐校 ”，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慈善奇迹。  



田家炳在中国内地，累计捐助了大学 93 所、中学 166 所、小学 41

所、专业学校及幼稚园 19 所、乡村学校图书室 1700 余间。全国 34 省

市区，都有田家炳学院或田家炳中学。  

   

如此回馈社会，支持教育，报效祖国的企业家，既是对中国历代儒商优良传

统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当今新时代企业家树立了榜样。他的名言“善欲人见，不

是真善”，应在当今新时代企业家中，引起共鸣！他家财万贯，却生活节俭，从

不炫耀与挥霍，也值得当今新时代企业家所效法。当代中国，如果有更多像田家

炳先生那样的企业家、成为教育慈善家，中国的教育，就会走出困境，杨帆远航，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定实现。 

  

国家的希望在教育 

办好教育根在师范 

  

田家炳先生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首先培训教育英才与教师，

因而他把师范教育作为支持教育的重点，他大规模捐建各省市区师范

大学，几乎全国省市以上的高等师范院校，都有他捐建的田家炳教育

书院，就其数量与质量，是历史鲜见。  

尊师重教，不尊师，何谈重教，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部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是创建中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历史。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逐步创建和完善了，

自初级、中等、专科与高等师范的教育体系，成为新中国教育的 “工作

母机 ”，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学习师范者，争作 “人类灵魂工程师 ”，

献身教育事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成为一种社会

共识。尽管 “文革 ”期间，教师与教育事业受到冲击，到后来的 “拨乱反

正 ”中，党和政府又高高举起 “尊师重教 ”的大旗，各级师范教育迅速复

员，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如此历史背景下，田家炳先生意识到，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

育的希望在师范，并且全力以赴支持内地的师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师

范教育，难能可贵，光照千秋。  



然而，历史并非时时处处，与人们良好愿望相向而行。世纪之交，

中国教育，在 “以美为师 ”的大潮中，效法美国，开始了 “去师范化 ”的新

阶段。  

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系”，成为教育改革的“指

向”。 遍布城乡的中等师范，直接培训小学教师的“摇篮”，被迅速“停办”，

导致当今城乡小学教师无来源；设在各个地、市一级的师范专科学校，纷

纷摘掉“师范”的帽子，改名地方大学，导致地方的初中学校教师无来源；

省市一级，乃至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在“向综合性大学看齐”的声浪之

中，不再“姓师”，成为“去师范化”的“领头羊”，使得选修师范专业的学生，

“似乎低人一等”，如此这般，高级中学合格的后备师资亦无源。以往优秀

学生报考师范，把教师职业视为献身之事业的景象，亦难显现。  

当今支撑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多是“末代师范生”，

当他们陆续退休之后， 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来源，主要靠招聘手持“教师

证”，五年“合同制”的“临时工”。如此，若想组建新时代，承担新使命，能

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教师队伍，已是难上加难。  

教育的兴衰，关乎国家兴亡。师范教育的危机，必将导致教育危机。

要颠覆一个国家，首先颠覆其师范教育。有意无意破坏师范教育，都是历

史的罪人。  

痛定思痛，以史为鉴，无需追究谁的责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民，同心同德，行动起来，用 20 年的时间，重

建中国的师范教育。这是，我们纪念田家炳先生“国家的希望在教育，办好

教育根在师范”，全力支持师范教育宏愿的实际行动。  

凡是接受过田家炳基金会，支持过的师范院校，不仅要参照田家炳先

生的“初心”,审视自身是否还“姓师”，更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成为重

建中华民族师范教育新体系的中坚力量，以实际行动，告慰田老！  

  

做人要脚踏实地 

宁可实而不华 切忌华而不实 

  

田家炳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做人要脚踏实地，宁可实而不

华 切忌华而不实。他不仅以此修炼身心，而且用以齐家、治企、报国、平天下。



他的基金会，在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硬件”建设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学校德育，先

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多次举办学校德育学术讨论会，从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指导和改进学校德育，以不断提升学校德育的实效性，2001

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卄一世纪学校德育发展路向文集》就是例

证。他面对道德失范、世风日下，内心纠结，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学

校，对新生代进行中华美德教育。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与北京东方道

德研究所，为内地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在新亚书院开办的“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

资研修班”，每年暑假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 16年。田家炳先生从 2003年至 2012

年，即从他 84岁到 93岁，每年或到新亚书院，面对学员训讲，或在田家炳基金

会，亲自接待和训导学员，最感人的是，他多次面对学员，背靠墙上贴的，朱伯

庐《治家格言》，他请学员点到那一句，他就从这一句往下背，不仅是“倒背如

流”，而且讲述自己从中，一生受益的心得。 

2012年，他的教育基金会做出决定，不再支持内地学校的“硬件”建设，要支

持学校“立德树人”，“促进道德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并融合世界文明，以提升中

国教育素质，贡献国家”。于是投资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办的“中华美德

教育行动师资研修班”，每年组织内地田家炳中小学教师，到香港培训；从 2018

年起，又与尼山圣源书院签约，将在圣地尼山开办同样的培训班，以满足内地田

家炳中小学，“培训国学师资，落实立德树人”的急需。 

2003年 8月 3日，84岁高龄的田家炳先生，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举办的，第二届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研修班，结业式上的训勉讲辞 

                      

各位教授、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很冒眛在这里跟大家做总结，因为大家都是为教育贡献了几

十年的、很有经验的老教授、老师，而我，由于父亲的早逝，只是一个小学毕业

生。所以，要我在这里跟大家谈教育、谈中华美德，实感有班门弄斧之嫌。 

前几天，刘国强教授和我说起今届新亚书院和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举办的

「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研修班」，我听后感到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中国自从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无论在生活素质、交通、科技和国际地位上都得到提高

或改善，短短二十年之间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二十

几年可以说是我国最有希望、最值得我们自豪的时期。可是，在一片繁华的背后，

大家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社会风气，又有怎样的改变呢？对于这方面的改变，



我自己觉得有点担心。我看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近五年比前五年差，前五年又

比再前一个五年差，可谓是每况愈下。这是一个不幸的现象。 

人生在世，除了追求衣食住行，各样必需的条件以后，我们还应该怎样提高

自己的价值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古人云：「衣食足，而礼义兴」。

这句话本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拿它来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似乎有点矛盾。我们

现在衣食「足」了，礼义却反而差了。衣食足反而使我们追求物质和名利的欲念

更强。其实，名与利应不应该追求呢？我认为是应该追求的，但应该在合情合理

的情况下追求，而非疯狂的、不择手段地追求。否则，得回来的名利也是毫无价

值的。 

记得我小的时候，先父常跟我说「宁可实而不华，切忌华而不实」。这就是

叫我做人，要脚踏实地。我们追求的无论是名是利，都要循正当途径去追求，否

则，就会适得其反。有些人以为有了名利后，别人就自然会尊敬他，其实不然。

我们要看看，别人是不是真的打从心里尊敬你，还是表面上奉承而已。我国的传

统很重视美德，如何去实践出来，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前贤说过「己立立人」，

意思是自己要以身作则，用身教来影响别人，继而导人向善。各位都是校长、老

师，如果能从自身做起，作学生的好榜样，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学生必能在你

们的潜移默化下，学会做人的道理。如果我们能从学校做起，由校长以及老师，

由老师以及学生，我相信我国传统的美德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关于美德教育，我

也就谈到这里为止。刚才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事后，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在本届的《简报》中说： 

“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84 岁高龄的田家炳先生，也专程到培训班上，

向学员表示他对祖国教育事业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关注，并向每位赠送了他亲手

签名的《21世纪学校德育发展路向》、《回馈社会、贡献国家》论文集。1982 年

以来，田家炳基金会已经先后资助大陆的 45 所高等师范等院校，建成了田家炳

教育“书院”、“学院”、“中心”；为 7所香港大专院校资助了多项建筑和研发计划；

至今，已先后在全国各地捐建了 88 所“田家炳中学”；在认养乡村学校图书馆方

面，田家炳基金会已在国内认养了 850所学校。由于近几年经济不够景气，为了

兑现已经答应资助大陆学校建设的项目，田老先生不惜变卖了自己的一处住宅，

以践履他“回馈社会，贡献国家”的诺言。先辈的言谈举止，精神风貌，都是中华

美德的具体表现，为学员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树立了学习和做人的典范。”  



 而今，我们内地的教育界同仁，要以田老为楷模，美德修身，为人师表，

传承中华美德，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新一代，像田老那样做人，让田老的精神

代代相传，永远星光灿烂。 

敬爱的田老安息吧！您的心愿将由我们后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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