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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郦亮

最近两位复旦校友陈晓明和何佩鑫

重返母校，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2019

年12月，老夫妻俩乘地铁到复旦大学给母

校捐赠1亿元的事情至今还在流传。而5

年来，受到他们资助的学子正在茁壮成

长。教育，正是在这样朴实无华的助力和

接续中不断传承延续。

谈及当年乘地铁捐巨款一事，老两

口的回复很质朴坦率，“坐公交车、地铁

来，这是很正常的事，做普通人是一个

人的本分。”他们表示自己当年都是农

村出来读书的，在母校的支持下，他们

才有机会读完研究生、留校任教、出国

进修，并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可以

说是母校复旦改变了他们俩的人生轨

迹。为了报答母校，他们捐赠了巨款，

就是要让更多贫困孩子也和他们当年一

样，有相同的机会和平台，通过努力学

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近年校友给母校捐款之风兴起，这些

校友大多在母校就读时受到过照顾和支

持，学成之后便想到投桃报李，希望尽自

己之所能，助力母校发展，让学弟学妹们

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成长的环境，让教育接

续传承，延绵不绝。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就是在无数人的

默默付出之中薪火相传，永不黯淡。陈晓

明和何佩鑫这次回母校，收到了同学们赠

送的《致陈晓明何佩鑫校友伉俪的感谢信

合集》，厚厚一大本书收录了590封被资助

学生的感谢信，共计40多万字。由当年1

亿元赠款设立的“复旦大学陈晓明何佩鑫

校友基金”已累计资助本科生4000多人、

研究生5000多人。很多学生因此发奋学

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们注意到，这些感谢信里除了“感

谢”之外，出现得最多的词就是“努力”。

有的学生说，他去乡村支教，努力地把爱

和温暖传递下去。还有的学生说，尽管路

途曲折多有意外和失败，但他相信努力一

定可以改变些什么。助教固然可以是资

金上的支持，但本质上还是一种精神的传

承——老学长当年在母校无微不至的培

养下努力学习，最终学有所成，他们精神

激励着后生更加奋发有为，为了建设国

家，为了改变人生而不懈努力。

对于教育的传承和助力，不是所有的

人都能像陈晓明和何佩鑫“乘地铁捐巨

款”，但一样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善意和温

暖。这份善意和温暖就在对母校力所能

及的助推之中，就在对校风和学风的传扬

之中，就在对学弟学妹的培养和提携之

中，就在对让所有人相信“教育是立国之

本”的切实行动之中。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也是一个教

育古国，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从未间

断。在这条教育的长河里，很多人为之

付出、不计回报，很多人为之坚守、不求

名利。这一部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

温度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人性光辉的历

史。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精

神的体现。

设立基金专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当年，就在捐助完成的当天下午，这对

1973级化学系校友陈晓明、何佩鑫乘经济
舱飞回美国，继续在他乡打拼。说起5年
前的那个捐赠故事，两位校友摆了摆手，浅
浅笑了笑，“坐公交车、地铁来，这是很正常
的事。做普通人是一个人的本分”。

走在复旦校园，回忆起自己与爱人何
佩鑫在复旦度过的青春岁月，陈晓明觉得
自己很幸运。“那时，每个月能从学校领到
19.5元的生活费，可以在学校看8分钱的
电影，很满足、很幸福。”

这对校友伉俪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
自吉林，都是从农村出来，得到机会才上了
大学。在母校的支持下，两人读研究生、留
校任教，出国进修。“我们想让更多贫困孩
子也有相同的机会、平台，不要错过机会。”
因此，两位校友在2019年12月捐赠1亿
元，设立“复旦大学陈晓明何佩鑫校友基
金”，专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捐出巨款后，二人生活依然朴素、低
调。这次他们带两个小外孙回国，游历祖
国河山，依然是坐公交、地铁。

“到哪里都要努力，机会也要有”
此次的座谈会选在相辉学堂学生公

共空间。陈晓明、何佩鑫和同学们围坐在
一起。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24级本科生何
瑞傲雪获得新生助学金资助后，生活压力
减小，把更多精力放在课堂内外。她参加
各类外语学科竞赛、社会实践活动。目
前，她正尝试英语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双学士学位项目，这是学校正在试点的23
个“X+AI”双学士项目之一。对此，陈晓明
有些好奇，“纯粹的文科和计算机相差很
远，坚持会有困难吗？”

“试点、创新就是这样交叉搞出来
的。”何佩鑫笑言。说起学科交叉，他还回
忆起攻读分析化学时，邓家祺教授建议自
己去物理系旁听，“后面都派上用场。我
们在做晶体管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脉冲极
谱仪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仪器”。

4年前，大一新生皇甫勃涛获得助学
金，如今继续在经济学院攻读硕士，“二老
的捐赠见证了我从云南到上海、从本科生
到研究生的一路成长”。2024年，他斩获
中国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金奖。项
目基于AI技术的晶体材料生成工具，通过
聚焦钙钛矿材料的研发，加速关键先进材
料的国产替代。这一成果将对接材料生
产商，在科研制造业一线开展实际应用。

“这是技术，但你学经济，可以做什么？”校
友问。“他们有技术，我们有商业模式啊。”
皇甫勃涛回答，“而且我还有团队。”

药学院2021级本科生窦子涵获新生
助学金、海外交流奖学金。从甘肃到上海
的他，摆脱初来时的不适应、恐惧，绩点从
前50%跃升到前15%，获得一等奖学金，参
与发表SCI论文3篇，目前入选学校第31
批“人才工程”预备队。

何佩鑫由此回忆起自己曾作为复旦
派出的访问学者，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香槟分校进修。那年，他28岁。大使馆
说他是当时到达美国的最年轻的访问学
者。谢希德校长曾亲自为他修改英文自
我介绍信，“我们是幸运的”。

“我留校以后，正值改革开放，机会
好，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早到晚做研究、看
文献。”陈晓明爽朗地笑着，“到哪里都要
努力，机会也要有。我们为什么创立这个
基金？就是希望给贫困学生机会。”

590封、40万字感谢信写给他们
临别，同学们送给两位校友一本《致

陈晓明何佩鑫校友伉俪的感谢信合集》。
四指厚的合集里收录590封被资助学生的
感谢信，40多万字。

信中除了“感谢”二字，出现最多的词
是“努力”。不止于言语中的谢意，同学们
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支教等不同领域
践行“努力”的承诺——

“今年寒假，我主动参加了返校宣讲
的实践活动，想通过自己微小的行动，为
一直以来支持着我的母校做点什么。”

“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种志愿活动，有
‘数星阁’支教活动、‘红房子’志愿活动
等。同时我还加入了复旦青苗社，一个给
复旦周围幼儿园带去科学与欢乐的志愿
型社团。”

“去乡村支教，去和那些同样怀有梦

想的孩子平等地交流。他们的童年和我
的童年遥遥呼应，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爱和
温暖传递下去的决心。”

各类资助项目提供的平台是孩子们
成长的土壤、能力提升的动力，孩子们也
从中收获自信、勇气、坚定。

“这份助学金，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笔资
金，更是二位先生对来自普通家庭的学子
的鼓励、肯定，相信他们可以变得更加优
秀，是未来的国之栋梁。每每想到这里，想
到还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你、支持
着肯定着鼓励着你，我便越发不想让支持
我的人失望。所以，我见过清晨空无一人
的图书馆，走过午夜时分悄无人息的国权
路。尽管路途曲折多有意外和失败，但我
相信努力一定可以改变些什么。毕竟二位
先生当年，不也是通过不断地努力取得丰
硕的成果吗？”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5年来，这对校友捐助的基金通过助
学金、天使医保、应急帮困、学业发展、助
力成长、生涯发展、海内外交流、社团发展
等9个板块基金、19个资助项目，累计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4000多人、研究生
5000多人。

让教育在朴实无华的助力中薪火相传

5年前这对复旦校友伉俪给母校捐款一个亿 如今重回母校——

他们所获又何止590封感谢信
5年前，从国外回上海给母校捐款1亿元的校友伉俪，曾给全网留下温暖的故事。2025年1月3日，又是一个冬日，

他俩重返母校，与获助学生代表交流学习与生活。而收到这些基金资助的同学们也已经攒下590封、40万字感谢信，这
本“合集”足有四指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赵天润

陈晓明、何佩鑫重返母校，与获助学生代表交流学习与生活。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