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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幼年時與父母合影。 網上圖片

本報專訪基金會 探唐氏三代報國歷程(之一)

愛國商人唐翔千

唐英年的祖父唐君遠1937年，日本
發動侵華戰爭，無錫淪陷。翌年春，
日本紡織公司董事長通過日軍司令部
脅迫唐君遠將其工廠與日方「合作」，
但被唐拒絕。雖然日軍將唐君遠關進
木籠折磨了兩周，但他仍表示「寧為
玉碎，不為瓦全」。日軍最後將其工廠
中的機器盡數毀壞，並搶走了700多台
電動機。是年，唐君遠來滬避難，並
利用租界的特殊環境監理了上海協新
毛紡織廠和昌興織布、印染、棉紡等
廠（新中國成立後均改稱麗新），繼續
生產與無錫廠同類的產品。
新中國成立伊始，唐君遠任上海毛

紡織工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積極參
與上海工商界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
所開展的愛國運動，他不僅認購了39
萬份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還在抗美援
朝時捐獻了4架飛機。
1954年和1955年，無錫和上海的麗

新、協新各廠先後公私合營，唐君遠
先後任公私合營麗新紡織印染整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上海毛麻紡織
工業公司經理，1959年起他又主動放
棄全部定息。
1979年，唐君遠又叮囑長子唐翔千

帶頭回國投資，在其鼓勵下，唐翔千
在深圳搞成了特區第一批補償貿易，
此後又先後在新疆、上海等地開設工
資工廠，此舉在港澳工商界引發強烈
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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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但凡兒女有了出息，長輩們總要歸功於
家風。唐翔千在不同場合說：「一個家庭你只
要看他的家庭作風怎麼樣，作風好，他的後輩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所以身教重於言傳。」那
麼，為基金會一擲千金的唐家過得究竟是怎樣
的生活呢？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唐家的毛紡廠幾乎壟

斷了無錫的毛紡業，並富甲一方。但唐家子女
卻沒有過過一天富家子的生活，唐君遠反而經
常教育子女「一個銅板掰成兩個用」、「創業容

易守業難」。唐翔千成年後，偶爾請父親在錦江
飯店喝咖啡，當時一杯咖啡賣8元，唐君遠得知
後卻說「這個價錢，我可以喝10杯！」原來，
當時淮海路哈爾濱食品廠門市部的咖啡只要0.8
元。還有一次，唐翔千將一輛「勞斯萊斯」送
給上海市工商聯接待外賓，但身為工商聯副會
長的唐君遠卻從沒坐過那輛名車。

訓導英年要「腳踏實地」
從小唐翔千就學會了勤儉持家，他在廠裡吃

午飯，一條魚吃了半條，關照廚師留 晚上熱
熱再吃。他和基金會工作人員外出吃飯時，規
定一桌10人的花費必須控制在千元以下，而他
獨自在外時，往往一客排骨年糕就可打發一頓
飯。10元一雙的布鞋，唐翔千一買就好幾雙，
甚至出國時也穿，這讓老外們羨慕不已，對此
他笑答「中國專賣」。
一直以來，唐翔千始終堅持嚴以律己，甚至

對子女也是一樣。唐英年赴美求學後乘暑假返
香港，唐翔千就要求其每天搭公交去公司裡打
工，並和廠裡普通員工一同就餐，按勞取酬。
唐英年四兄妹在成長過程中，父母耳提面命最
多的一句話是：「做任何事都要腳踏實地」，以
至於唐英年在香港競選第二任議員時，還把唐
媽媽的照片印在競選廣告上，旁白：「媽媽跟
我說做人要腳踏實地」。

富豪之家重家風
「太子爺」搭公車打工

熱心慈善，關注民生。唐翔千曾多次捐資設立
教育獎學金和教育基金。他說，無論在什麼地
方，向善的信仰永遠是一種力量。
1987年，唐君遠86大壽，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第一次聚首上海為其慶生。面對兒女「老太爺」
卻什麼禮物也不收：「我不要禮物，我要一筆資
金設立獎學金，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慶生會
後，「唐老太爺」落實了萬元人民幣的「壽禮」，
並在大同中學設立了「唐君遠獎學金」。唐老說，
之所以選擇大同中學，是因為該校是長子唐翔千
的母校。唐老逝世後，他的遺產被子女們捐獻出

來，並擴大成了「上海唐氏教育基金會」，這份愛
的薪火也傳至唐翔千手中。

過億資助 數萬師生獲益
唐翔千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當即通過基金會

向災區捐款300萬元。他更是繼承了其父唐君遠的
教育興國理念，一貫關心和支持內地教育事業的
發展。上世紀70年代起先後為無錫、常州建小學
和設獎學基金，為上海兩所大學設立獎學金、建
造圖書館，共計900萬元人民幣。
1992年他註冊資金4000萬元，將唐君遠獎學金發

展為上海唐君遠教育基金會，並擔任理事長。20
多年來他向基金會捐資1.7億元人民幣，堅持「愛
國重教，培育英才」的宗旨，獎勵資助大、中學
生5.5萬人次，教師6700人次，項目60多個，公益
經費達1億。唐翔千和上海唐君遠教育基金會同時
榮獲2009年首屆上海慈善獎，他夫人唐尤淑圻也
因愛心捐助獲首屆上海慈善獎，成為公益領域的
佳話。唐翔千還獲得了無錫市2010教育年度人
物、無錫海外聯誼會2010年優秀人物。

飲水思源 「唐氏人」回饋社會
作為有遠見的實業家，在辦好高科技電子企業

的同時，唐翔千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發展。2007年

起他向無錫機電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捐資1833萬元
建造「君遠科技樓」、為「君遠實訓中心」購置實
訓設備。他熱情支持國家「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
計劃」，設立唐翔千專項教育基金，2010年與上海
大學和江南大學簽約，分別捐資4000萬元，建立
培養卓越工程師的學院，已到資金3500萬元；並
再通過基金會設立「君遠專項獎勵基金」。
一批批沐浴過基金會恩澤的學子走向了社會。

他們自稱「唐氏人」，夢想 有機會反哺。2005年
在某天，分佈於世界各地的「唐氏人」在網上聊
天，想出了一個「唐氏教育基金同學會助學計
劃」。唐翔千馬上表示按1：1的比例增資助學，意
在充分肯定唐氏學子們飲水思源、回報社會的義
舉。春節前夕，第一批捐助款終於發放到了2名學
生手中。
唐翔千曾兩次向國務委員劉延東寫信表達心

願：「我一直認為國運興衰，繫於教育，教育振
興，全民有責。我雖年事已高，但是我對人才的
培養，特別是工程師的培養仍深有感情。我餘生
最大的心願就是幫助辦好『翔英學院』和『君遠
學院』，為國家的『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盡
些微薄之力。」劉延東兩次批示稱讚唐翔千「支
持國家教育事業誠心可嘉」，「以耄耋之年仍傾心
關心祖國教育事業，這種精神值得稱道。」

唐氏教育基金 惠澤祖國下一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一波

錢修遠 上海報道）香港特首選

舉圓滿結束，候選人的家世背

景仍為不少港人津津樂道。記

者昨日獲悉，世稱「愛國商人」

的唐英年之父唐翔千老先生目

前正在滬休養，儘管唐老因身

體原因無法長時間接受訪問，

但他仍委託「上海唐君遠基金

會」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上

海唐君遠教育基金會負責人表

示，唐老的愛國情懷主要受其

父唐君遠影響，而唐氏一門三

代愛國、報國的往事亦在訪問

中再次逐一還原。

在特首選舉期間，唐英年多次表示，香港必須是由愛國愛港、
能擔當的人來領導，這一信念，可謂唐家傳統。唐英年祖孫

三代愛國愛港，在父輩發展民族企業之後，他更決心放棄家族生
意，從政服務社會，先後擔任立法局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工商及
科技局局長、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等職位。唐英年在公眾場合
多次強調，為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唐英年的愛國熱忱，與其父輩多
年言傳身教密不可分。

響應父親號召投資內地
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1923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爺爺唐君遠是當地

數一數二的紡織資本家。身為「富二代」的唐翔千從英國學成歸來
後在某銀行任職，待若干年小有成就後方接手家族生意。而他對祖
國的熱忱之心亦未因為來港創業而減少分毫。
唐家家訓首重「孝道」，正因為「孝」字，在香港經營有成的唐

翔千很早便開始投資內地。1973年，唐翔千率香港紡織界代表團赴
滬訪問，翌年即成為首位使用國產棉的廠商。70年代末，父親唐君
遠與一班工商界人士組成愛國建設公司，呼籲海外親友投資中國，
唐翔千便響應號召，將家族生意逐漸轉入內地，「我回來投資辦企
業、引進先進設備，為國家做點事情，是受父親的囑托和影響。父
親對我說，唐家要為祖國四化作點貢獻，如果投資虧了本，就算孝
敬他好了」。

鄧公勉唐：港資無須憂
1979年，唐翔千在深圳設廠，同年在新疆設立天山毛紡織股份有

限公司，該公司也是當地首家合資企業，兩年後他又在上海建立了
當地首家滬港合資企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
80年代隨 中英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獲得實質性進展，香港有識之

士的心跟祖國貼得更近了，但也有些人對香港的前途憂心忡忡。
1984年6月，唐翔千率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北上，當月22日剛從廈門視
察回京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訪京團，並傾聽了唐翔千的發
言。鄧小平說：「中國人有兩個傳統：一是不信邪，在什麼樣的大
風大浪面前都穩如泰山，從不害怕；二是中國人從來說話算數，我
們說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就是不變，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花甲之年投身新興工業
80年代，中國電子業正處起步階段，但卻與近鄰日本有 巨大的

差距。唐翔千認為自己必須要擔起責任，他向時任上海市長朱鎔基
提及要搞電子工業。朱市長問：「您已60出頭，身體吃得消嗎？」
孰料他竟豪情萬丈地說：「不是我吃得消吃不消，而是我們國家太
需要電子工業了！」就這樣，六旬老將又重披戰袍。從香港到東
莞、深圳、上海，帶領創辦於1980年中期的美維科技集團雄心勃勃
地向前邁進。
有一次當聽說「國家號召沿海地區支援大西北」時，唐翔千說：

「大西北，我早就參與建設了！」事實上，唐家在內地投資賺的錢
從未拿回香港，而是再次投資內地擴大生產。

■1982年，唐翔千在上海創辦第一家滬港合資的聯合毛紡織廠。

網上圖片

■唐家全家福。（前排右二為唐君遠先生，後排左三為唐翔

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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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千2010年向無錫機電學校捐贈1000萬元

■兒子唐英年頒發「香港傑出工業家獎」予父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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