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深切吊唁田家炳先生 

             

   

图片来源于田家炳基金会 

 

田家炳 

大慈善家、大企业家、教育家、田家炳基金会创办人、董事会主席 

籍贯：1919年出生于大埔县高陂银滩村 

主要经历：18岁远赴越南推销瓷土。1939年转往印尼从事橡胶业。

1958年举家迁居香港，在屯门填海造地建起田氏化工城，逐步奠定

了香港“皮革大王”的地位。曾任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家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社会荣誉：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

炳星”；1996年英国女皇亲自在白金汉宫授予其 M.B.E 勋章；数十

所大学院校授予其荣誉博士、院士、教授等荣衔；国内70余市授予

其荣誉公民、荣誉市民称号。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深切吊唁田家炳先生 

田家炳基金会： 

    惊闻田家炳先生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与世长辞，英德市田家炳中

学全体师生深感悲痛，深切悼念。田家炳先生虽然远去，田家炳先生

心系天下，普济苍生的精神将永存于世。 

田家炳先生乘鹤仙去，安详清净，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太多的

物质财富，却为全国几百所学校倾尽所有，为国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

财富。他那种勤俭持家，刻苦学习，艰苦创业，慈善为怀的精神，永

远润泽亿万学子。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原为英德市大站中学、英德市第六中学，是

一所薄弱学校，不管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都显得捉襟见肘，力

不从心。2007 年，经多方联系撮合，田家炳先生了解到英德市第六

中学的困难后，打破县级不办田家炳学校的惯例，对英德市第六中学

进行资助并将英德市第六中学更名为英德市田家炳中学。2007 年 12

月 14 日，是英德市田家炳中学更名挂牌的日子，田家炳先生不顾八

十八岁高龄的身体，舟车劳顿，亲临英德市田家炳中学参加挂牌仪式，



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学子们发奋图强，刻苦学习。 

今天，英德市田家炳中学在田家炳先生的资助和关怀下，在田家炳精

神的鼓舞下，终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告慰仙去的田家炳先生了。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全体师生，对田家炳先生的逝世，表达深切的

哀思，愿田家炳先生一路走好！ 

                                      英德市田家炳中学 

                                      2018 年 7 月 10日 

 

 



 

 

南方日报记者曾于 2006 年对田家炳先生进行独家专访，现以此

文纪念田家炳先生： 



    130 所中学、80 余所大学、40 多所小学，都受过他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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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年前，田家炳成立“田家炳基金会”，迄今为止，他已累计

捐资 10 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

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 90％。 

     近日，田家炳来到广东参加第三届全国田家炳中学校长论坛。

满头鹤发，耄耋之年但见精神矍铄。“我的学历低，今天与诸位谈

教育，实在惭愧。但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是我毕生希望所在。

中学教育是兴学育才的基础，而校长是全校的掌舵者，实在有望诸

位努力。” 

      说完，时年已是 88 岁高龄的老人，向着全场的中学校长们

深深鞠了一躬，坚持不要别人搀扶，一步步地走下主席台。 

 

教 · 育 

捐赠中小学，是因为“利润回报”比较高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田家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 

年，他捐出价值 10 多亿元的 4 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

“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 

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慈善捐助中，您为什么钟情教育事业？ 

田家炳（以下简称“田”）：我 16 岁时父亲就去世，作为家里唯一

的儿子，我刚刚读到初二，就只能忍痛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

意。小时候没读多少书，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后来在印尼生活了 

20 多年，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

质都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

业，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3 亿人口是中国的一个大“包

袱”，怎么把这个“包袱 ”变成财富？我认为就是办好教育！ 

记：与其他慈善家不同，您资助的重点在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您似

乎有一种基础教育情结。 

田：要教育办好，首先是基础教育要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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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基础教育的孩子比例比受高等教育的要高，换句话说，投入

的捐赠所产生的效应可能更大，“回报率”更高。内地基础教育也

极需发展，这也是我重点捐助内地的原因。特别是山区的穷孩子，

我希望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是 100 万元捐款，如用在内地，其发挥的成效可能比用在

香港大几倍，因此基金会 90％的捐款都用在内地。虽然基金会是

在香港注册的，依例捐助内地要缴税，但我不计较税务得失。 



我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甚

至有时觉得，能在各地看到冠以自己名字的中学，看到那么多的孩

子能因此而有书可读，感觉会是毕生最大寄托。 

 

富 · 有 

卖掉“花园式豪宅”，住出租屋 

    在自己的孩子还睡着拥挤的上下铺时，田家炳就开始关心别

人孩子的生活。1959 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

的总理；1965 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

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记：听说，2001 年香港“金融风暴” 后，您为了多捐助内地建学

校，甚至宁愿把自己原本居住了 37 年的“花园式豪宅”卖掉，与

夫人一起搬去住出租屋。 

田：经历了香港“金融风暴”，基金会的收入大大减少，手上能周

转的资金又少，但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请，有了承诺就要做到，于

是我就下决心把房子卖掉助学。当时，我有 20 多个子孙在香港，

子女们不同意我卖别墅，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太太要那么大

的房子干什么呢？而且，别墅卖的钱可以捐助 20 间学校，我也尽

了绵薄之力了，很开心！ 

    最终他们拗不过我，我成功把房子卖掉了（笑）。按照当时香

港的房价，那房子的价钱可能超过 1.2 亿港币，但是为了尽快换

成现金，我把价格降到了 5300 万元。后来买方给了我 5600 万元，



他挺感动我做的事，就加了 300 万（笑）。 

记：后来还向银行贷款？ 

田：2003 年，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说是凡是得到民间资

助的大学，都可以得到政府的等额资金支持。我当时就很兴奋，虽

然那时候基金会已经超支，但还是向银行贷款了六百万元港币，资

助香港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 

记：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您“越捐越过瘾”，会不会担心自己捐助上

瘾，却无能力负担？ 

田：其实，这很平常啊。当时手头现金不足，就向银行寻求帮助，

就像做生意一样正常，只是多了些利息负担，算不了什么。 

记：几十年来，您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捐资兴建了 1000 

多个项目，捐资数目高达 10 多亿元，捐出了自己 80％以上的财

产。 

田：我虽然不是最有钱，但我一直在想尽自己的绵力。钱财都是身

外物，特别是，看到一栋栋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听到万千学子的读

书声，精神上的享受也比物质上的享受好得多。 

     而且，捐资又不是浪费，它带来的收获和产生的效果，绝对

大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什么是富？拥有什么才叫满足？身家 1 

亿和 10 亿在生活享受上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把钱用出意义

来。我的生活过得不苦，精神上又能得到安慰，这才让我感到真正

的幸福。 

记：听说您每建一所学校，都要亲自去给学生“打气”。 



 

田：能去的我都希望去，去到也只是讲故事而已，给小朋友说些“脚

踏实地”的故事，因为，捐赠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最关键是“育

品德”。我有时会对老师说，“我捐钱盖了楼，不用你们感谢我，你

们能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我还要感谢你们”。我最怕的不是钱捐

得多，而是学校办不好！ 

 

节 · 俭 

拥有亿万家财，每月用钱却不到3千元 

    正是为了把钱都用在“更有意义” 的地方，田家炳素有“吝

啬”的美名：他在生意场上从不搞铺张的仪式；儿女婚嫁一切从简；

自己 80 岁大寿也不摆酒；一双鞋穿了 10 年，袜子补了又补；

曾戴的电子表，因款式已旧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 

记：听说您无论出差去哪里，无论下榻如何高级的酒店，都是用自

己带的肥皂。 

田：在我爸爸妈妈的治家格言里，一粥一饭当知来之不易。很多东

西来之不易，所以我不舍得去浪费，比如说“出门带肥皂”。（在酒

店）用不完的，我觉得太浪费了。 

    我是农村出来的，又有过艰辛创业的经历，很容易体会到每一

样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物资，都来之不易，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米。

花钱多的时候，物品浪费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会很不安。 

记：在商言商，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待金钱和物品是否除了“不浪



费”外，还为了省钱？ 

田：也可以这样说吧，只不过要看是为了什么物品，及怎样省钱。 

    比如，我认为“够用”就好，所以，到现在没有购置专车，每

天坐地铁上班，房租成为了我日常最大的支出。这样，当然可以省

下一些“小钱”，但我却希望我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的地方，

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记：先生捐的钱虽说不是最多，但确实已经是不少的数目，很多人

都说您给社会树起了“慈善”与“好人”的旗帜。 

田：这个评价太高了，我担不起。 

“慈善”其实与身份、地位和财产无关，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好

事，只要你存好心，当好人，处处都可以做好事。此外，人要愿意

吃亏，不要以为吃点小亏别人就觉得你是傻子，不斤斤计较，能够

吃亏，与人交往起来反而让人很放心。 

 

名 · 声 

担心太出名会华而不实，形成负担 

    田家炳本人的曝光率极低，多数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

当友人荐其做全国政协委员，田家炳一口就婉拒。 

记：听说，先生所捐的学校都会改名叫“田家炳学校”。 

田：一开始我只是捐钱，并没有命名。 

    用捐资人命名学校在香港比较普遍，香港有两家学校拿田家炳

命名，而内地是从自己家乡大埔县开始的。他们将我做的项目命名



为“田家炳”，希望提倡这种文化，表示有某位华侨热心公益。 

后来，我开始捐助梅州、甚至广东以外更远的地区，他们也就借鉴

我家乡的做法。我本无意以“田家炳”命名，他们觉得我捐助的几

百万是很大的数目，而且是无偿的，就自动效仿我家乡的做法。 

记：现在用您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仅中学就有 130 家，而且需要

“门槛”，因此，坊间有一些反面的议论，说您“名超过实”。 

田：我不计较他们的说法。让学校用我的名字命名，一方面我想让

受助学校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系，比如田家炳奖学金、校长论坛之

类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通常捐赠数目是比较大的，基金会章程上

规定 500 万或者 300 万之类的，如果我不作要求，可能很多学校

会找上门，要求捐赠 30 万或者 50 万，太少的钱做不了大事，基

金会也应付不来。希望获得捐款的学校可以申请“田家炳基金会”

的捐助，我们会在捐款数目上遵守承诺，而改名的要求是给申请者

衡量的。愿意来就表明你自愿，那我们也心安理得，并没有骗取什

么东西。 

记：听到不好的议论，会感到心灰意冷吗？ 

田：做人但求无愧于己，对得起良心。我的人格就是这样，生活平

淡，求实是自己的宗旨，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可以了。这当然不影响

我对教育继续贡献自己的绵力，反而，看到这些“名”，这里有个

田家炳中学、田家炳艺术书院等等，我就觉得很光荣，很高兴，也

会尽力去做更多。 

记：您在全国各地捐了那么多学校，但在媒体上却找不到一篇关于



您的专访，为什么会如此低调？ 

田：我只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用不着大张旗鼓吧（笑）。我在内

地捐资助学，有友人曾要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我婉谢了。我

不是想用钱来换取任何名誉，只想自己开心、社会有益。我一向喜

欢做实在的事情，名声太响了，就会华而不实，觉得是个负担；实

而不华我更容易负担些，所以我不重视怎样去宣扬自己。 

记：您获得了无数个头衔或称号，哪一个最让您开心和看重？ 

田：应该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田家炳星” 吧。那是天文学家们

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中国第 5 个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耀了。 

     中央电视台以“面孔”专题报道田老辞世及其生平慈

善贡献之视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XHt5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