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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部分富人为何偏爱捐资助学？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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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兄弟在《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
上排名17位，净资产29.5亿美元。一下子就
拿出家底的 1/10 强，漂洋过海去“捐资助
学”，可谓大手笔。在香港，虽然不是每个富
翁都会慷慨解囊，但类似的大手笔可不止
这一桩。比如鼎鼎大名的华人首富李嘉诚，
在 2005 年 5 月就向香港大学捐款 10 亿港
元，成为香港历年来最大一笔教育捐赠。资
料显示，李嘉诚基金会自2000年以来，已向
香港教育事业捐出约 20 亿港元，受惠院校
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公开大学。

有人概括说，香港部分富豪慷慨乐
捐，捐助的主要方向，不外乎医疗、教育
和赈灾。李嘉诚曾说过：“我对教育和医

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翻开邵
逸夫这位香港慈善大家的履历，动辄上亿
元的捐赠“四处开花”，但有一个领域，
最为他所重视，那就是教育。

2003年9月，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
把4500万港元支票交给香港理工大学负责
人手里。2005年 9月，李嘉诚基金会向香港
中文大学医学院“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
捐款 1 亿港元。2008 年 3 月，香港新世界发
展有限公司主席郑裕彤，捐赠4亿港元给香
港大学。2011年 3月，香港浸会大学获得孙
少文夫妇捐资3000万港元，成立“孙少文伉
俪人文中国研究所”。至于邵逸夫捐建的逸
夫楼，更是遍布香港和内地各个高校中。

港人富豪对教育和医疗领域情有
独钟，背后有厚重的人文关怀。陈乐
宗曾在哈佛就读，并曾在哈佛医学院
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或许可
以解释陈氏兄弟捐款的主要动机——
深知病患对人类的威胁，所以要努力
去克服埃博拉等传染病疫情、环境卫
生危机、贫穷和人道救援的危机等。
捐钱是手段，最终体现的是对人的关
怀。李嘉诚基金会发言人解释李氏乐
捐的动机时说，李嘉诚信奉的是“知
识改变命运”，抱持“以香港为家”
的信念，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教
育。

据了解，哈佛大学决定将学院易
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
念陈氏兄弟的父亲、恒隆集团创办人
陈曾熙。在香港，以命名作为回报，
更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比如获得
巨资捐献的港大为表谢意，医学院就
以李嘉诚冠名。为答谢郑裕彤，港大
法律学院会将建成的新大楼以其命
名。甚至内地也是紧跟风潮，在获赠
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的2亿元人民
币捐助后，北大决定将落成后的人文
大楼永久命名为“李兆基人文学苑”，

公共教室楼命名为“李兆基楼”。“我
投之以利，你报之以名”成了屡试不
爽的双赢范式。

当然，部分港人乐意在高教捐赠
上“挥金如土”，也和港校的筹款主动
性有直接关系。比如特区政府就有专
门针对高校的“配对补助金计划”，鼓
励社会捐献和学校筹款，各院校所筹
得的前4500万港元，政府以每1元配1
元的等额方式，发放配对补助金；而
其余所筹得的捐款，则以每2元捐款配
1元补助金的方式发放。补助金的上限
为2.5亿元。

2003年9月，当香港理工大学校董
会主席胡应湘从李兆基手里接过 4500
万港元支票时，他算了一笔账：“这笔
巨款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新设立的
等额补助基金计划下，可为理大争取
额外的 4500 万元政府资助，最终为理
大带来9000万元款项。”港大医学院院
长梁卓伟也赞扬李嘉诚的捐助，让学
校从特区政府的配对补助金计划中，
得到最大效益。当然，香港高校财务
比较公开透明，各项捐赠都能让捐赠
人清晰地知道用途和去处，也是其能
源源不断获得捐助的秘籍之一。

也有人认为，香港富豪的好善乐
施，最根本的是与香港慈善传统和
氛围有关。香港的慈善团体有着悠
久的历史，其中最久远的东华三院
已存在近 150 年。慈善机构已成为继
特区政府、市场以外，第三股维持
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在这样
的环境里，部分香港富豪成了捐资
助学的主力军。

邵逸夫有一句名言：“一个企业家
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一下子打通了
商人们经常困惑的舍与得、取与予的
界限。据统计，包括捐助教育的重资
在内，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
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

靠地产建筑和酒店起家的香港商
人余彭年，曾被美国 《时代》 周刊评
为“全球十四大慈善家”之一。2006
年至 2010 年，他更是连续 5 次蝉联胡
润中国慈善榜榜首，几年来累计捐款
62 亿元，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
家。其后余彭年宣布将其名下剩余的
所有资产，共计 32 亿元，全部放入

“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从而使其资产
价值达到 82 亿元，成为民间慈善基金
会中的巨无霸。

更 为 大 众 所 熟 知 的 ， 是 “ 李 超

人”将 1980 年创立的“李嘉诚基金
会”视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并将个
人1/3财富投入其中。李嘉诚基金会30
周年时，已捐款超过百亿港元。当时
李嘉诚说，未来 10 年基金会的捐款会
多于前30年的总和。

1985 年 5 月，邵逸夫捐款 1.1 亿港
元并亲自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
创办人。两年后，80 岁的邵逸夫迎着
香江冬日的阳光，来到港中大建筑工
地上，手持和泥工具，带着开怀的笑
容，为自己付出良多的逸夫书院“添
砖加瓦”。

当我们为陈氏兄弟应该捐款给美
校、港校还是内地高校而争论不休的
时候，不妨回想一下早已离去的邵逸
夫。邵逸夫让内地人念念不忘，但他
的捐献并不局限于两岸四地及东南亚
一带，邵逸夫还设立了奖学金计划，
资助亚洲学生攻读欧美大学，在旧金
山开办了以他首任妻子命名的老人中
心。旧金山政府为嘉许他的慈善贡
献，在1991年宣布每年的9月8日命名
为“邵逸夫日”。或许，回到慈善捐赠
本身，看到香港慈善文化中的闪光
点，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比单
纯的口舌之争更有意义和建设性。

香港晨兴创投主席陈启宗和其弟陈乐宗，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 （约27亿港元），成了时下舆论热议
的焦点。

港人乐捐医疗教育和赈灾

富豪捐赠“挥金如土”原因多 香港捐赠文化根深叶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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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继 2013 年推出风
靡一时的“朕知道了”纸胶带之后，近日再创

新意，推出了“朕又来了”系列文创商品，令网
友们纷纷惊呼“好有梗好好笑”、“太有才了”！相

比于去年的纸胶带，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亲民策略
越来越高段位，重新又掀起了一股雍正热潮。

这次的“朕又来了”系列文创商品包括夜光运动
手环、圣旨文件夹、密奏文件夹、明信片、立体贴纸、手
绢、束口袋等。其中最受人瞩目的夜光运动手环，分为
白、红、黄3款，其上分别印有“戒急用忍”、“朕就是这
样汉子”、“朕就是这样皇帝”字样。这些字样都是出自
朱批奏折或是匾额，即从文物中复刻而来。

台北故宫已不是第一次出此新奇而顽皮的创意，
当年由康熙皇帝真迹复刻而来的“朕知道了”纸胶带
也是被游客们疯抢，3天之内首批 1500个纸胶带就被
抢购一空，成为台北故宫的一大亮点。有数据显示，台
北故宫博物院与超过90家厂商有合作品牌授权，目前
已推出了近2400种文创商品，包括“翠玉白菜伞”、“冰
山一脚”潮袜、“富春山居图”茶杯垫，台北故宫单是
2013年就收入了9亿元新台币，数字直逼10亿元新台
币的故宫博物院门票收入。

在台湾，通常将艺术衍生品称为文创产品，台
北故宫的文创产品能够独树一帜、风靡两岸，主
要在于其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了更多人的生活当

中，将“古早味”与现代结合起来。胶带、文
件夹、名片盒、鼠标垫等物品在生活中随处

可见，当这些物品被印上了皇帝的真迹
或是山水画后，便成了极富生活气息

的故宫藏品衍生品。

这些与生活非常贴近的文创产品，
让台北故宫从神坛走向民间，使传统文化
融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使民众在日
常使用中就能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拉近
了与历史的距离。另外，这些文创产品还
是极具故宫特色的，至少不同于随处可
见、买回家却毫无利用价值的旅游纪念品。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颇令有
识之士心痛，但是台湾在传统文化传承方
面一直值得我们学习。说起台湾的文创产
业，除了台北故宫的创意小商品，还有广
为熟知的诚品书店通宵阅读、台北的松烟
文创园区、阿之宝疯茶馆、花莲糖厂、台
东糖厂、都兰的阿美族聚集地。在这些地
方文创产业都已得到了成熟的发展，吃
的、玩的、穿的、用的，古早味的、现代
味的，让游客在尽兴之余对传统文化也有
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总之，想要文化得以传承，还是要抓
住年轻人的心理，既要使文创商品具有历
史感，同样也要让消费者觉得购买这件文
创商品是物有所值的。虽然现在很多文创
商品的商业属性更为浓厚，传承文化的力
量并不强大，但是慢慢跨出第一步才会有
第二步。一卷小小的纸胶带、夜光手环也
许无法浓缩整个历史，但是至少游客们去
了故宫或是去了其他景点，不再是仅仅
到此一游，而是透过这些小物件与历
史有了些许的互动。

夜 光 运 动 手 环 写 着
“朕就是这样汉子”、“朕就
是这样皇帝”等，每个售
价新台币100元。

9 月 8 日晚，澳门议事亭前地大型灯饰牌楼 《居庸关》 吸引游
人、市民观赏，拍照留念。当天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澳门城处
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王国安摄 （中新社发）

澳门·灯彩

本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留着一头长发，笑
起来眼睛弯弯像月亮，23岁可爱美女今年才刚刚从
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便要角逐村长宝座，挑
战她人生第一份工作。

亲自领表登记，年纪轻轻 23岁，目前是全台湾
最年轻的参选人，因为父亲是前任村长，从小耳濡
目染，为了继承爸爸的事业，这位女大学生从大三
开始就准备投入选战。但是对手可是 58岁伯伯级的
现任村长，要挑战成功需费一番心力。

据了解，台湾大学毕业生初入社会，一般起薪大
概只有 22K-25K（2.2-2.5 万元新台币），但村长薪水
4.1万元新台币，还外加办公费，几乎是两倍薪资。

然而，依照选举门坎，23岁就能参选，也吸引
年轻人投入，大学毕业生PK现任村长，这场选战谁
输谁赢，已经成为当地关注的话题。

村长薪水高吸引台年轻人

23岁美女大学生登记“选村长”

香港全球竞争力第七
获赞经济体系稳定可靠

本报电 据香港 《星岛日报》 近日报道，世界
经济论坛发表最新全球竞争力排名调查，瑞士连续6
年夺冠，新加坡稳守第二，而美国攀升两位，跻身
三甲，中国香港继续排第七。报告赞扬香港拥有完
善的基建及运输设施，经济体系稳定可靠，带动金
融市场发展，促使香港成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
一，但教育、创新及科研质素有待改善空间。

这个 《2014-2015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
美国劳动市场具弹性，内需经济提供的机会为全球
之最，加上公司精密创新，还有出色的大学体制与
研发商业界紧密合作，促使美国竞争力连升两年，
但表示从商及宏观环境是该国最疲弱的一环。

《全球竞争力报告》 调查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
区，根据基建、创新、科技及劳动市场效率等 12个
范畴来进行评估。

前八月台对大陆贸易顺差232亿美元

物联网商机助力台湾经济
据新华社台北9月9日电（记者韩淼、陈键兴）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9日发布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前八月，台湾与大陆 （不含香港） 进出口总额
达 863.2亿美元，约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 21.9％。其
中，对大陆出口 547.9 亿美元，对大陆进口 315.3 亿
美元，对大陆贸易顺差232亿美元。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认为，在电子产
品市场畅旺的情况下，台湾贸易形势日趋稳健。展
望未来，全球经济正在复苏，移动终端设备、物联
网商机巨大，而即将到来的大陆“十一”长假及欧
美年底采购旺季，都有望延续台湾出口增长动力。

本报电 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
8 日报道，研议多时的马祖与福建新

“一日生活圈”，今年 10 月可望开通。
台湾“交通部”航港局表示，马祖积
极争取新辟的北竿白沙－福建黄岐航
线，预定 10 月两个码头的旅客中心落
成后，就可开航，由于单程仅 20 分
钟，较目前双马 （马祖与马尾） 小三
通单程 90 分钟更为便捷，有助于吸引
闽北旅客到马祖观光购物。

航港局长祁文中说，开辟这条新
航线，并非要取代现行的双马小三通
航线，而是让两地增加一条更便捷的

通道，可以刺激两岸的观光发展，而
黄岐有海鲜、海带等海产，且当地政
府积极推广观光，黄岐地方希望新航
线开通后，两地民众可以搭船到对岸
观光、购物，如果想到福州旅游的
话，仅一个半小时就可抵达，非常方
便。

另 外 ， 马 祖 地 区 有 很 多 大 陆 配
偶，现在都要从福澳码头搭船回福建
娘家，路途相当远，若可开通新航
线，对她们将是一大福音，特别是连
续假期和春节长假，两地往来需求更
为殷切。

新航线10月开通

福建马祖“一日生活圈”形成

201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风靡一时
的“朕知道了”纸胶带。

（图片转自台湾媒体）

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馆藏文物也接地气

“太有才”的台湾文创
俞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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