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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有一栋吕志

和楼。在绿树掩映间，浅灰

色的楼宇典雅雍容，许多复

旦重要宾客在此留下美好

剪影。

复旦大学还有一间志和

堂。在光华楼的二层，宽宏

敞亮的空间，各类文化活动

展示着师生们的缤纷才华。

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

家和社会活动家，复旦大学

校董吕志和先生，于2024年

11 月 7 日仙逝，享年 95 岁。

而“志和”这个名字，早已和

吕志和先生那份重教兴学

的热忱、襄助复旦的厚谊一

起，成为令人景仰的校园文

化符号。

就在今年 4 月底，复旦

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赴

嘉华集团香港总部，向吕志

和先生颁授资深校董委任

状，表彰他对复旦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和深厚情怀。

“当时，吕先生精神矍铄，特别高兴，

回忆了很多他与复旦师生交往的故事，

未曾想竟成了最后一面”，复旦大学常务

副校长许征说。过后不久，是吕志和95

岁寿辰。面对宾客，这位前亚洲首富饱

含深情提起与复旦结缘的故事。

“钱必须用在教育上面”

“得知吕先生仙逝，我们内心很悲

痛。”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秦绍德说。

1999 年，秦绍德在当年举行的校董

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吕志和。一年后，吕

志和为复旦捐出第一笔资金。几十年的

交谊，让秦绍德与许多复旦人都始终挂

念这位远在香港的老朋友。

“作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他做了很

多善事，但不大张扬。”在秦绍德记忆中，

吕志和的形象低调亲和——话不多，总

是笑眯眯的，毫无架子，喜欢头戴一顶贝

雷帽。

而吕志和的另一面，或许更为大众

熟知——华人商界的一代巨擘，84岁获

得亚洲第二富豪称号。

事业成功的同时，他也向社会投射

满腔的爱国情怀、人文关切与社会责任

感。他热心社会公益，常年关注祖国的

教育、信息技术、医疗、天文等事业的发

展，捐资助力，贡献颇多。

1995年，复旦大学校董会成立，吕志

和成为首任校董之一。此后直至 2023

年，他共担任七届复旦大学校董，并于

202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资深校董。值得

一提的是，复旦创会校董以上海、宁波籍

贯者居多，而吕志和这样的广东籍企业

家属凤毛麟角。复旦大学原校长王生洪

说：“吕先生对复旦大学怀有深厚的情

感。他时刻关注着学校的每一步成长，

慷慨解囊。”

身为校董，他对复旦学子和事业发展

关怀入微，多次捐资。“他从不向我们提任

何要求，只一条，钱必须用在教育上面。”秦

绍德总结，吕志和为复旦做了三件大事。

2000 年左右，他获悉复旦学子在学

习中缺少计算机，旋即捐赠了数百台当

时较为先进的计算机给学校，后得知“僧

多粥少”，又慷慨捐助了第二批计算机，

解决学生们的燃眉之急。

2005 年，光华楼志和堂是吕志和在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赠予学校的一份

大礼。随着建设的进程，他将原计划500

万元港币的捐赠追加到1000万元港币，

还通过秘书表示，“钱的事情不要担心”，

为师生建设好楼宇空间最为重要。

百年校庆过后不久，学校的另一项

迫切需求又进入了吕志和的视野。当

时，位于邯郸校区西部的子彬院已是一

幢使用超过 80 年的老楼，亟需修缮。

2008 年 7 月，吕志和慨然捐资 380 万美

元，将子彬院内外连带后院修缮一新。

1923年，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留美学

成返回母校任教，向其堂叔郭子彬募资五

万元并亲自督造了心理学院大楼，即子彬

院。为纪念和表彰吕志和捐资助学的精

神，这幢楼宇于2011年被命名为吕志和

楼，楼内牌匾记录下这段动人的历史。

大爱闪耀复旦百年星空

书香情缘，历久弥深。担任校董的

近30年中，吕志和先生一直发自内心地

关心复旦大学的办学大计，关怀复旦学

子的学习成长。

2005年，在他的资助支持下，首届复

旦·嘉华“百岁杯”高尔夫球赛成功举

办。2013年，他捐资支持复旦管理学院

中文MBA香港专案，设立嘉华集团-复

旦大学香港MBA奖学金。其间，他还多

次亲临复旦进行演讲，与复旦师生分享

企业管理经验与人生智慧。

与此同时，他多次携家人及嘉华集

团员工造访复旦大学，与历届校领导及

师生交流，亲身见证复旦大学的成长与

进步，与复旦的交谊日益深长。他也积

极参与复旦大学董事会的建设和发展，

曾作为东道主招待校董，并为复旦发展

建言献策。

正如吕志和在“世界因你而美丽——

2023-2024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的致辞

所言：“星光虽然微小，汇聚时却能照耀夜

空，燃起希望之火。我盼望善行能如薪火

相传，让仁爱的种子在世界各地散播和成

长。”他勤奋坚韧的风范、心系家国的信

念、重教兴学的大爱，也如明亮隽永的星

光，在复旦百年星空中熠熠闪光。

吕志和先生千古！文/常煜华、殷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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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战火硝烟时代的复旦园启程，

又在香港商界洪流中砥砺，书写下一代

实业家的奋斗传奇。

他是韬略过人的商界巨子，亦是心

怀大爱的慈善名家，复旦人熟悉的恒隆

物理楼、思源奖助学金等，均出自他的

手笔。

他就是思源基金会创办人，复旦大

学名誉博士、资深校董、校友陈曾焘先

生，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仙逝，享年 99

岁。而他的人生传奇和公益情怀，依然

在母校延续，在一代代复旦学子心中久

久留存。

“诚信”立身，商界传奇成佳话

1944年，时局动荡，战火频仍。19岁

的陈曾焘先生独自一人背起行囊，从广

州的家中启程北上，进入当时迁至重庆

北碚的复旦大学求学。一年后，他投笔

从戎，选择参军，同年冬天又回校读书。

之后，随着复旦大学在1946年迁回上海，

陈曾焘先生的足迹也从北碚辗转来到江

湾，继续在复旦的求学之路。

“北碚（的读书条件）当然很艰苦了，

也可以说是相当艰苦，不是你们今天生

活在和平年代可以想象的。”2009 年 5

月，陈曾焘先生在香港接受《复旦人》杂

志专访时，提及了学生时期的印象。并

且，他笑着自述，离开复旦大学时因种种

原因“并没有正式毕业，没拿到毕业证

书，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复旦大

学‘毕业’的”。

虽说如此，但北碚的艰辛经历磨练

着他的意志，复旦的熏陶在他心中播下

勤奋与坚韧的种子，这已成为他此后人

生中从不畏“困难的挑战”的精神底

气。他也始终对复旦心怀感恩：“那时

复旦已经是国立大学了，也是好学校，

我们是战区的学生，不需要考试上大

学，还是公费的。所以我一直对学校很

有感情，只要学校需要我做的事情，一

定会去做。”

离开复旦后，面对异地独自创业

的不易，陈曾焘先生一如曾经求学复

旦时那样，直面挑战，从未放弃。凭借

坚韧的毅力与前瞻性的眼光，他在香

港不断扎根，书写一番兄弟同心、创业

传承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陈曾焘先

生的为人品性与他的经营才干一样，

受到世人景仰。

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也常常传递自

己为人处世所秉持的理念，如曾对《复旦

人》杂志说：“我们生意人，最看重的是诚

信，这在今天还是一样的。”

“能和每个同学握个手，我就很高兴”

1993年，陈曾焘先生退休，他和同为

复旦校友的夫人陈许启明女士一起，将

时间、精力与财富大力投入到反哺母校、

支持社会的公益事业中。

1995 年 ，他 成 为 复 旦

大 学 董 事 会 创 会 董 事 之

一。当时学校不少基础建

设亟待完善，但苦于缺乏

资金，陈曾焘先生很快“认

领”了学校的物理楼，捐资

重新修建。这栋清水红砖

的建筑也因此正式更名为

“恒隆物理楼”。如今，恒

隆物理楼已成为复旦的地

标建筑之一，一代代复旦

物理学系师生员工在这里

开展教学、科研，推动学科

不断发展。

创立思源基金会与设

立思源奖助学金，则是陈曾

焘、陈许启明校友伉俪另一

项诠释“取之社会，用之社

会”理念的大行动。

1997年，陈曾焘夫妇创

立思源基金会，名称取“饮

水思源”之意。2005年起，思源基金会专

注促进国内教育事业发展，开始一系列

扶贫助学活动，在国内20余所高校设立

“思源奖助学金”，经过近20年耕耘，惠及

学生一万七千多人次。在复旦大学，这

一奖助学金累计惠及学生近千人。受惠

学子组成了思源社，在思源基金会每年

举行的年会活动上交流互勉。这也是陈

曾焘先生非常支持的活动，因为“捐赠不

仅仅要给同学们经济上的支持，还要给

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事实上，对待学子，陈曾焘先生就如

同慈祥的长辈。他曾开心地告诉《复旦

人》杂志：“平时我虽然没有时间和同学们

交流，但至少一年一次能和每个同学握个

手，我就很高兴，同学们也会受鼓励。”

2010 年 4 月 3 日，陈曾焘夫妇与众

多老校友一起重返重庆北碚，缅怀当

年峥嵘岁月。在嘉陵江畔的抗战时期

复旦大学旧址纪念馆开馆仪式现场，

陈曾焘回忆道：“战争时期能上学是很

不容易的，因为复旦给了我们这个机

会，这就是我们与母校之间深厚感情

的精神依托。”2013 年，陈曾焘校友伉

俪 参 与 捐 资 设 立“ 复 旦 北 碚 校 友 基

金”，将复旦师生乐观、不屈的精神风

貌继续传承。

为表彰陈曾焘先生对于母校的拳

拳之意与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

精神，2012 年 12 月 13 日，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复旦大学正式授予陈曾焘

先生名誉博士学位。母校与她的学子，

再度紧紧相拥。陈曾焘先生对母校的

赤子之心，也将永远被深深铭记。

青春岁月有尽，母校情怀无涯。为

善之心长在，兴学义举永铭！陈曾焘先

生千古！ 文/常煜华、董悦璠

陈
曾
焘
：
为
母
校
奔
走
一
生

先生之风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