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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朱芙蓉

缘起：励学励志，往事如歌

2007 年以前，国家对于贫困生的资助力度不够，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后面临经济负担，同时也

存在心理负担。“不让一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因

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是清华大学的郑重承诺，

学校把解决好贫困生经济问题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06 年清华大学计划推出新的资助体系，从以

前的“按资申请”（即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上升到“按

需申请”。实施“新资助体系”的关键是需要增加

资金投入，由于没有纳入学校年初预算，有近 300

万元资金的缺口需要多方筹措。据清华校友总会原

秘书长郭樑回忆，最初设想是由学校、院系、校友

三方力量来共同解决资金缺口，校友总会分配的额

度是 90-100 万元。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于 2005 年底开始酝酿，

2006 年 1 月向社会公布，3 月《“清华校友励学金”

倡议书》向海内外清华校友正式发布。倡议书中说，

“清华校友励学金不同于学校已有的奖学金、奖助

学金、助学金模式，将创造一种全新理念：校友捐资、

奉献爱心，学生受助、勤奋学习，毕业成才、荣为

校友，饮水思源、回馈母校。通过广大校友捐资助

学的义举，将使他们减轻学费生活费的负担，安心

学业。获助学生步入社会，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回馈

母校，继续参与励学金捐赠活动，使之成为清华精

神与文化的一种传承。”

2005 年 12 月，励学金项目尚处于酝酿阶段就

收到旅美校友谢澄甫（1948 电机）捐赠款 9500 美

峥嵘十八载：清华校友励学金
薪火相传励学助梦

清华人，历来就以强大的凝聚力被社会所公认。在清华历史上，就传颂着前辈学长资助贫寒学弟

学妹完成学业的动人故事。2006 年 1 月，“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正式启动，以“助困励学、爱校育人”

为理念，专项资助由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让他们不为经济困难所累，身心愉悦求学，

顺利完成学业，同时直接感受到校友给予的精神激励。

18 年来，在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下，“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助力学校兑现“不让一

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庄重承诺，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截至 2023 年底，参与励学金捐赠的校友约 4.1 万人次，共设立 446 项冠名励学金，捐赠总额

达 1.9 亿元。

春风化雨，励学育人。“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已成为学校所有捐赠项目中深受校友欢迎和认可

的项目，通过在捐赠校友与受助学生之间开展的多种形式的互动和交流，持续发挥着“助困励学、爱

校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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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设立“清华校友谢澄甫励学基金”，这是励学

金项目创立以来收到的第一笔海外校友捐款。2006

年 2 月，1987 级水利系校友田涛捐赠人民币 20 万元，

设立“清华校友 - 星火励学金”作为国内校友的励

学金第一捐赠人，田涛承诺将连续捐赠 6 年，共计

120 万元人民币，资助 60 名家境贫寒的学子。

励学金项目启动后，校系领导带头捐款，广大

校友通过年级班级、各地校友会、清华校友龙卡，

以及校友企业等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励学金捐赠，

2006 年底就筹到 486 万元，远远超出计划所需金额。

2007 年上半年，清华校友总会正式推出“励学

基金”捐赠方式，捐赠 5 万元即可设立励学基金，

一时间各地校友纷纷响应。当年募集的励学金金额

近 1000 万元，超过奖学金的发放金额，助力学校

资助体系由原来的“奖助贷勤补”转变为“助勤奖

贷补”。校友励学金的设立，惠及了家庭经济困难

的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额度也大幅提高，在 2006

年学费住宿费基础上增加了基本生活费，为和谐校

园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200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颁布，在全国范围内拨款 500

亿元，给家境贫困的大中专学生发放励志奖学金，

进一步推动了清华的新资助体系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提升，清华校友励学

金的一次性捐赠额度相比最初有了一定幅度的调

整。其中，励学基金的一次性捐款额度从 5 万元调

整到 12 万元，永久冠名权和“留本发息”的方式保

持不变。

筹集：溪流成海，深情永怀

18 年来，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蜚声学

界的名师教授，事业辉煌的行业翘楚，还是刚刚毕

业的年轻学子，感念于母校的教诲和帮助，以“励

学金”为纽带，为母校的建设和学弟学妹的发展尽

着一份力。

“我自己从小到大，就读的都是重点学校，我

现在有捐赠的能力，应该反哺社会，有多少能力我

就做多少事情。”2006 年，1954 级机械工程系校友、

航天航空学院退休教师关冀华得知励学金捐赠项目

后，怀揣着与励学金设立同样的初心，和丈夫商量

拿出退休工资资助贫困好学的后辈完成学业。那是

他们第一次来到校友总会，自此就成了每年不曾更

改的程序。2022 年设立“清华校友—周春田关冀华

夫妇励学金”，用以资助生活简朴、自强不息的清

华学子。她描绘起心中应当获得励学金学生的样子：

耐得住寂寞，承得住艰苦，一心一意为国家发展做

贡献。即使生活贫困，也应拥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清华校友励学金两种捐赠方式

◀

	 一次性捐款达到 6000 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可支付一名学生一年的学费及住

宿费用。

◀

	 一次性捐款达到 120000 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校友个人或团队可设立基金，捐

赠者将拥有永久冠名权。基金采取“留本发息”

的方式，年利息目标是资助一名学生一年的学

费及住宿费用（6000 元左右）。

“航院力海天空励学金”捐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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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我觉得励学金就应该起到

这样的作用。”

“资助贫困学生，培养人才，这是国家发展的

根本和关键。我刚得知消息时就想要捐款，可是我

一个工薪阶层，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后来有了一笔

咨询费，就赶紧送过去。”2007 年 10 月，1949 年

毕业的机械系老学长林宗棠捐赠出刚刚挣来的咨询

费现金，并对校友励学金寄予厚望，“目标争取筹

集到 1 个亿，甚至 10 个亿，为贫寒学子成才而努力

奋斗。”那时励学金项目刚启动 1 年多，究竟能筹

集多少资金，大家心里都没底。林学长鼓励道，“大

有可为，事在人为，关键在为。坚韧不拔，锲而不舍，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

2007 年，清华大学发起倡导了以清华知名学者、

先生名字命名设立的奖学金、励学金活动，意在物

质奖励、资助在校生的同时，将这些清华名师严谨

的治学之道、育人之德传承下去，起到示范和激励

作用。

“汪家鼎励学基金”由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陈

希最早提议并率先捐款，由化工系和汪家鼎先生的

家人共同倡议，在清华校友总会和清华教育基金会

的积极支持下而设立，旨在弘扬和传承汪家鼎先生

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

奋学习，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化工人才。倡议发出

后迅速得到校内教师、校友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截至 2023 年底，基金本金累计近 1250 万元。

“清华校友 - 梁思成林徽因励学基金”是建筑

系校友梁勤、杨文娟夫妇共同捐赠并以著名建筑学

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冠名设立的，优先资助建

筑及相关院系经济困难的本科生；启动资金为 30

万美元的“清华校友－李衍达励学基金”，用于资

助和奖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和精仪系的学生等等。

截至目前，名师励学基金共设立 25 项，基金总额

达 7800 余万元。

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是一个特殊的校友群体，

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新

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

热爱母校清华，“总想为母校做点什么”。2010 年 2

月 25 日，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联络组向这个年

代的校友们发出倡议：捐资设立“解放战争时期清

华老校友励学基金”，向母校百年校庆献礼。一石

激起千层浪，倡议得到 1947-1952 共 6 届校友的热烈

响应，当年就有 369 位老学长捐资 58.2 万元。此后，

该励学基金年年续捐，至 2023 年底，共计有 546 人

次参与捐款，捐款总计 379.44 万元，共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本科学生 341 人，资助金额 174.95 万元。

2016 年 6 月 24 日，清华大学 1952 届土木系校

友谷兆祺学长的夫人陈方老师来到清华校友总会，

按照谷学长的意愿，捐资设立“清华校友 - 谷兆祺

励学基金”。毕业后留校工作的谷学长，半个世纪

汪家鼎励学基金设立仪式 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向谷兆祺学长的夫人陈方老师颁发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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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从事水利水电及岩土工程的教

学、科研与生产工作，为我国水利水

电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病榻上，

谷学长委托夫人将多年积蓄 80 万元捐

赠给校友会，设立“清华校友 - 谷兆

祺励学基金”，资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

学习勤奋、生活简朴的学生完成学业，

成才报国。谷学长去世后，陈方老师

和女儿再次来到校友总会，捐赠抚恤

金以及最后一个月工资共 20 万元，基

金本金累计 100 万元人民币。

四年后的 2020 年 8 月，1996 级水

利系校友李伟为“谷兆祺励学基金”

注资 20 万元。李伟曾是清华助学金体

系的受益者，在校期间依靠助学金和

勤工俭学的岗位，顺利完成了学业。

1997 年他在谷老师的支持下，带队赴

河北易县支教，谷老师的为人为学给

他留下了深刻烙印。“毕业 20 年之际，

捐赠 20 万至谷老师生前设立的励学基

金，也为母校建设出一份力，我觉得

特别有纪念意义。”

绵绵师生意，浓浓校友情。篇幅

有限，无法一一枚举。可以说，每一

项励学基金的设立和发展背后，都有着生动感人的

故事。每一笔捐赠，都是清华精神的一次跨时空传

承，传递着一代代校友对母校、对恩师、对亲人的

深情厚谊。

成绩：深受认可，十八不负

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说，“清华校友励学

金”工程是学校所有捐赠项目中深受校友欢迎和认

可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与其他项目比更加温情，

有很多校友与同学间的互动，对捐赠者和受捐者来

说都更加亲切。

这份亲切，从励学基金的命名可见一斑。如，

在个人捐赠项目里，2005 级精仪系校友郑义以父母

名字冠名“郑玉杰姜守梅励学金”，以此表达对母

校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在集体项目里，有一个用数

字和字母命名的“22F6”励学金，代表 22 号楼 6 层，

是曾经同住一个楼层的非同级非同系非同门的同学

们一起捐赠的，纪念着他们同住一起的难忘时光。

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励学基金”，以及“61

届给 1 班励学金”“建五班励学金”“深圳 MBA01

班励学金”“航院 2007 力海天空励学金”等名称，

“清华校友 - 德强骥金励学金”的四位捐赠者写给受捐同学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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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励学金正向着“2 个亿”的新目标奋进。

传承：传递希望，历久弥新

每年，清华大学都会在校庆日隆重举行清华大

学校友励学金大会。在 2023 年 4 月 27 日举行的

“2022-2023 学年度清华大学校友励学金大会”上，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说，“校友们虽已离开母校

多年，但清华人身上共有的精神气质从未改变，清

华人团结互助的深厚情谊历久弥新。我们欣慰地看

到，同学们在学长学姐们的爱心激励下努力拼搏，

自强奋进，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他勉励同学们心

怀感恩，永葆自强的精神底色，立大志、明大德、

成大才、担大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清华校友总会副

会长史宗恺曾经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深刻分析了励学

金设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说，“一所大学的

声望，主要是依靠它培养的优秀校友，学校需要校

友的大力支持，学校为校友服务，校友回馈学校，

这样会给一代代的学生带来深远影响”。

在清华校友总会的推动下，每年都会有部分励

学基金的捐赠代表与受捐学生们的座谈会。通过座

谈，在学长和受助学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每

次座谈，既是精神激励，也是专业分享，更是人生

观的传递。

2012 年 3 月，在“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励

学基金”捐赠代表与学生座谈会上，出席的 1949 级

土木系陈秉良、1950 级电机系顾廉楚、1950 级土木

系张其锟、1951 级航空系王浒等老学长，没讲什么

豪言壮语，而是分享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人生感悟，

更关心同学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希望同学们“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精神财富，用它来

激励自己成长和前进”，“帮助别人是对社会尽责

任的一种表现，希望校友们把它作为一种传统，像

看似直白，实际上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符号，承载

着校友们的共同成长记忆，纪念着不同院系不同年

级校友之间的集体往事。

除个人捐赠、集体捐赠外，地方校友组织是

校友励学金的重要捐赠主体之一。据清华校友总

会统计，目前海内外活跃的校友会组织已达 143 个，

其中国内 87 个，国外 56 个。截至目前，已有近

30 个以海内外校友会冠名的励学金项目。如，河

南校友会励学金、广州校友会励学金、东莞校友

会励学金、香港清华同学会励学基金、全英清华

校友励学金、波士顿校友励学金等。

在国内，各地校友会将励学金作为支持母校人

才培养的主要渠道，纳入当地校友会的重要工作。

各地校友会的捐赠对象，首先以入学清华的本地贫

困学生为主，使他们在学期间获得物质资助的同时，

深深感受到家乡校友们给予的精神激励，有利于其

树立报效祖国、报效家乡的宏伟志向。励学金活动

得到本地校友的积极参与，不少校友企业、校友所

在企业也开展年度捐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励学爱心还在清华在读学生中接续传递。清华

大学推出“爱心勤工 励学助困”活动，倡导广大在

校学生在获得国家、社会、学校和校友资助的同时，

也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学生通过

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勤工助学，捐出“工时”折合的

报酬，汇成“清华校友－爱心勤工励学金”，为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奉献爱心。2009 年活动启动至今，

已有 2200 余人次参加，累计捐赠 30 余万元。

2019 年 9 月，“清华人”小程序开通小额捐赠

渠道。近 5 年来，已有 700 余位校友通过小程序捐

赠励学金 60 余万元。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2006 年至 2023 年底，

参与励学金捐赠的校友约 4. 1 万人次，共设立 446

项冠名励学金，捐赠总额达 1 .9 亿元。“争取筹集

到 1 个亿”的期许，已经在 2013 年成为现实。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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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棒一样把它传递下去。”

励学金受助学生深深铭记前辈学长的

精神勉励，在校时努力学习、勇攀高峰，

毕业后尽己所能为励学金注入新鲜血液。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 50 个励学金冠名

项目获得当年励学金受助校友的注资。在

捐资时，这些当年的受助者用最朴素的话

语，表达他们最质朴的感情——

“我当初是农村学生，希望能帮助

农村学生。”

“希望跟我一样的人在清华能得到

同样的帮助。”

“励学金真是聪明的发明，对于当

年成绩一般家境一般的我，保留了自尊

心又给予了支持。”

每年，校友励学金获得者也通过一

篇篇文章表达着他们入学以来跌宕起伏

的心路历程，讲述了自己在学习、生活、

思想等各方面的成长。

“正因为经历过生活的拮据，才更

容易感受他人的感受。”曹同学写道。

得到励学金的资助后，他主动参加校园

讲解、疫苗接种以及青年爱劳动等志愿

活动，并从中得到提高、完善和发展，

精神和心灵得到满足，“只有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想要去报答他人，才能够以

不竭的动力继续砥砺向前。”

“在感激之余，我也总会想，除了

努力提升自我，不辜负这些关爱之外，

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回报这些善意呢？”

刘同学写道，“我想我已经可以给出自

己的答案了，那就是继续‘传递希望’。”

大学四年，刘同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观察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计划未来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22-2023 校友励学金大会现场

参加励学金大会的校友代表和受助学生代表座谈

“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励学基金”捐赠代表与学生座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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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服务：“不怕麻烦”，校友放心

为保障“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顺利开展，校

友总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励学金工程启动之初，困

难重重——资金没有着落，相关配套系统从零开始

建立，前期要宣传、策划，要与校友达成捐赠意向、

签订协议、资金到帐，资金发放到学生手上之后要

评定、座谈等等，一系列服务复杂而繁琐，需要认

真细致地去做。

校友总会把“便于服务校友”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提出“不怕麻烦”的口号。如，在确定受助学

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总是细心寻找，力求能在捐

赠者和受助者之间找到几个匹配条件，或者受助者

与捐赠人的院系一致，或者家乡相同。符合度越高，

天然的亲近感就会让资助效果越好。

在励学金管理上，校友总会真正做到了让校友

放心。所有资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有一

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办法。清华校友总会秘书

长唐杰说：“校友总会的身份是双重的：面对学校，

校友总会代表的是校友的利益，从校友的角度和学

校相关部门沟通、联系；面对校友，校友总会又是

代表学校来负责这件事情，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起

到桥梁、纽带的作用。”

校友总会坚持对捐赠校友实行“个性化服务”，

专门成立发展部安排专职人员对接，另有一批志愿

者学生，以及关心学生成长的班级召集人，各地校

友会、各个年级的联系人参与。这些工作全部是无

偿的，校友总会没有从励学金当中提取一分钱的管

理费，所有捐款百分之百用在学生身上。

截至 2024 年，励学金已经发放了 18 次，将校

友对清华学子春风化雨般的关怀传递给受助学生，

为贫困学子的梦想插上翅膀，不让任何一个勤奋和

有才华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飞翔的力量。

2024 年 2 月，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

布的《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

在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已经形成国家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基

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和

“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的资助体系。

然而，高校困难生的比例和绝对数量依然不可

小觑。清华大学学生处最新统计显示，2023-2024

学年春季学期，学校困难生比例为 14 .47%，其中特

困生占 6. 1%。“不让一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因为

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承诺，依然需要包括广大

校友在内的各方力量通力合作才能兑现。

未来，希望有更多校友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清

华校友励学金”工程中来，帮助学弟学妹度过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为他们实现梦想撑起风帆，

助力他们扬帆启航。 

参加励学金大会的学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