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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捨母校恩兩岸情
一灣淺淺的海峽，割不斷兩岸情

深。10月13日，一封來自台灣廈門

大學老校友的信，感動了大陸，更

令不少廈門大學的校友為之動容，

潸然淚下。寫信的是96歲的周詠棠

老人，因擔心自己可能等不到2021

年廈門大學百年校慶，他決定提前

安排捐贈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給母校的事宜，特意讓女兒周文蕙

從台北飛往廈門商妥捐贈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
建報道）10月14日，廈門大學黨委
書記張彥接待了周文蕙。周文蕙表
示，父親想捐錢，我就幫他跑腿，
幫他聯絡。沒想到學校如此重視，
讓她感覺父親小小的善舉可以激起
那麼大的波浪，有那麼多人對他的
善行有迴響。

待人以誠 大愛奉獻
事實上，廈門大學95周年校慶之

際，周詠棠捐資製作了三塊校歌石，
分別在廈門大學思明、漳州、翔安三
個校區設立。在校歌石前，他細細品
味上面鐫刻的「知無央，愛無疆」六
個大字。這句話出自廈門大學校歌中
「致吾知於無央」「充吾愛於無疆」
的句子。「知無央，愛無疆，對人熱
誠，以誠待人」，也是周詠棠對女兒

周文蕙的教導。
在周文蕙看來，學理工科的父
親，沒有太細膩的情感。但父親的
一言一行，卻深深在她身上打下烙
印。「我們自己幸福了，在有能力
的時候讓更多人幸福，其實也是一
件幸福的事。」她說。
周詠棠並不想把錢全部都留給自

己的家人，他認為那樣不是大愛，
真正的大愛是不自私，不排外，竭
盡所能地去幫助身邊每一個人，如
校歌中所唱「充吾愛於無疆」。他
的愛心捐贈也並不局限於廈大，但
周詠棠一直很低調，早年的愛心捐
贈也鮮見諸報端。
對於近年越來越多的兩岸傳媒關

注周詠棠，周文蕙說：「做一點小
事能夠激起更多人行善也挺好，有
拋磚引玉的感覺。」

女兒眼中的父親：

平凡裡的不平凡

不講究吃穿的「型男爺爺」
 &

香港聯結家人情感

「上列合計捐款貳佰萬元，擬在2021年一或
二月電匯至母校指定銀行。因我年事已

高（1923年出生），若2021年校慶前已去世，
該捐款已囑小女周文蕙於2021年初匯上。」
4月6日是廈門大學的校慶日。這封周詠棠

老人的親筆信語言質樸、情感真摯，述說了一
位畢業了70年的台灣校友對母校深沉的愛。

永記「知無央，愛無疆」
出生於1923年的周詠棠比廈門大學小兩

歲。1948年，他畢業於廈大機電工程系，曾
任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榮譽理事長。抗戰期
間，廈大內遷至現今的福建龍岩長汀縣。那
時的廈大學生，每周一都有半個小時的周
會，先唱校歌，其中有「知無央，愛無疆」
的歌詞，大意是知識沒有盡頭，愛沒有邊
界。周詠棠至今依然能夠準確無誤地哼出校
歌曲調，背出歌詞。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很多人都問，為什麼那麼愛自己的母
校？我告訴他們，廈大不是光教人唸書，還

教會了我們如何做人。」
周詠棠1948年赴台灣，先後在台灣多家工

廠任職。1988年首次返回大陸，1990年重返
母校。周詠棠沒有想到，自己需要花40多年
才能再回廈大，雖然他與廈大僅一水之隔。
他說，重新回到母校更能體會古人「近鄉情
更怯」的深情。而對於母校的深情，源於時
任廈大教務長的謝玉銘。對於恩師，周詠棠
感懷至今。
「謝老師身上有我父親的影子，他教導我

唸書，也教導我要多幫助別人。」雖已96歲
高齡，周詠棠老人憶述起當年在廈大求學情
景時，依然思維清晰、活躍。「校歌裡有兩
句話，濃縮起來是六個字『知無央，愛無
疆』，這六個字影響了我一生。」
「我在廈大加修了經濟學、會計學，所以我

才有能力投資理財，也才有點收穫，有餘力幫
助有需要的人。」被譽為炒股高手的周詠棠，
如今把炒股所得悉數捐給了母校廈大。

「有多少力量就幫多少力量」
「知無央，愛無疆」，一直被周詠棠奉為人

生座右銘。據周詠棠自己粗略統計，這些年向
社會捐資總額應該有上千萬，其中大部分都捐
給了廈大。66歲退休後，周詠棠偶然看到
「一位父親因供不起兒子到大陸某高校完成學
業而自殺」的報道，內心受到極大震撼。

「我不希望類似事件發生在自己的母校。
雖然我的力量有限，沒有力量錦上添花，只
能做點雪中送炭的事，有多少力量就使多少
力量，盡量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2006年6月，他捐了100萬元設立「周詠

棠助貸學基金」，這是迄今為止廈門大學唯
一一項助貸學金，並陸續追加了250餘萬
元。13年來，該基金累計資助1,820人，發
放資助款項共計353萬元，學校相對配套支
持353萬元。
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是廈門大學歷史悠久

的地方校友會之一，成立於上世紀60年代。
母校情結讓台灣校友間有着強大的凝聚力，
台海兩岸的歷史淵源也使得台灣校友與母校
之間的學緣關係尤顯珍貴。
周詠棠女兒周文蕙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在

學期間曾獲「周詠棠助貸學金」的畢業生主
動回饋母校，實現了「受助」到「助人」的
轉變，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
「兩岸都是中國人，希望兩岸能夠一直和

平往來，不要有戰爭。」在接受記者訪問的
最後，周詠棠笑着說，至今他仍每兩天一次
到健身房騎腳踏車及漫步鍛煉身體，為兩年
後健康地回母校參加百年華誕做準備。
「人在天堂，錢在廈大。我會在有生之年
竭盡所能地為母校作出一份貢獻。」周詠棠
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到了台灣沒多久，我與家人從此被海峽隔
開，沒想到這一隔竟是十餘年。」周詠棠說，
香港成了那個特殊年代周詠棠與家人聯結的情
感紐帶。
1959年，周詠棠應台北市好來化工公司聘

任擔當廠長，製「黑人牙膏」。彼時，兩岸互
不往來，信息不通。「後來我工作的公司總部
在香港，於是我就把家信從台灣郵寄到香港，
再經由香港的同事轉寄給家中，這才跟家裡取
得聯繫，有了家人的音訊。」他說。

分隔兩岸難團圓
已經與家人分隔了十多年的周詠棠，第一
次收到了經香港中轉的家書。當得知媽媽還
在，姐姐弟弟也都還在，周詠棠激動得幾欲落
淚。「那時候大陸生活比較困難，我就委託香

港的朋友把錢寄給他們，
讓他們生活好過一點。」
周詠棠回憶，那一灣被隔絕

的淺淺的海峽，因為香港得以重
新聯結。因為工作關係，他亦曾經
常往返香港與台灣，也只能是到了香
港，才有機會與家人通電話。吃的東
西，食用油，只要周詠棠想得到的，就
從台灣背去香港，用新買的布料包裹好了
再寄。
「包裝用的布料拆下來還可以給家人做衣

服。」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
2001年兩岸試行「小三通」，兩岸關係開始
回暖，周詠棠才漸漸不需要通過香港中轉。
三十年來往返大陸，周詠棠也看到了大陸日
新月異的變化。「大陸的經濟好了，大家
的生活越來越好了。」他說。

「我父親不講究穿戴。2016年廈門
大學95周年校慶的時候，有人覺得
我父親的穿戴很好，我告訴他們，父
親的襯衫是在寧波街邊買的，3 件
100塊人民幣。」周文蕙笑言，「當

場父親『型男爺爺』的形象就完全破
滅了。」

牙刷開叉了還在用
周文蕙說，1948年父親孤身一人，拎

着兩個皮箱，自己搭乘輪船到了台灣，
沒有任何靠山，也沒錢。到了台灣辛苦
工作，薪水一點點積累，捐出去的錢也
都是辛苦所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節儉。

據周文蕙回憶，大概2015年父親回
寧波老家的時候，看到街邊專賣店門
口掛着的打折特價襯衫，特別便宜就

買了，現在還在穿。周文蕙還在國外
工作期間，周詠棠自己一個人住。
「他吃東西也不講究，經常在台北家
附近逛逛，常趁麵包店快打烊的時候
去買便宜的麵包，那時段有買一送一
或者第二件五折。」

已 96 歲高齡的周詠棠，為了省錢
幾乎不乘坐計程車，而是自己搭乘捷
運。「他的牙刷也是用到刷毛都開叉
了還在用，毛巾也是用破才換，我都
看不下去了。」周文蕙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周詠棠
向母校捐贈清單
1991年

■與菲律賓著名華僑實業家、廈門大學
1943級校友邵建寅在廈大共同設立
「謝玉銘、朱家忻獎教、獎學金」

1997年

■為廈大捐資購買飲水機，解決師生飲
水不便問題

1999年

■在廈大機電系設立「薩本棟獎教獎學
金」

2002年

■為廈大捐資10萬元人民幣設立「勵
志助學金」

2006年初

■再捐15萬元人民幣作為「勵志助學
金」延續之用

2006年6月

■捐100萬元人民幣設立「周詠棠助貸
學基金」

2007年

■為「周詠棠助貸學基金」再捐158.5
萬元港幣

2011年

■為「周詠棠助貸學基金」續捐100萬
元人民幣

2016年

■捐100萬元人民幣建三座校歌石，餘
款40多萬元併入助貸學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周詠棠在台灣新北市的廈大台灣校友會辦
公室。 受訪者供圖

■■周詠棠與女兒周文蕙合周詠棠與女兒周文蕙合
影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今年今年1010月月1313日周詠棠寫日周詠棠寫
給廈大的親筆信給廈大的親筆信，，飽含殷飽含殷
殷囑託殷囑託。。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每逢返回廈大每逢返回廈大，，周詠棠都召集老周詠棠都召集老
校友聚餐敘舊校友聚餐敘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周詠棠在廈大校歌石前拍照留念周詠棠在廈大校歌石前拍照留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