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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A 1

2月18日，當大家都還沉浸在春節氣氛之中，95歲的 「尖沙咀小販」 張杰在港離世的消息，在他故
鄉浙江上虞傳開，當地市民紛紛趕往他在上虞的舊居獻花哀悼。他的離世之所以讓一座城為之動

容，是因為這位在香港靠着賣糉子、茶葉蛋為生的老實人，40年來省吃儉用，為家鄉捐贈1500萬元
人民幣，興建了18幢張杰教學樓，32間教室和宿舍樓、圖書館，惠及眾多莘莘學子。

張杰曾說： 「只要我張杰在世一天，我就對家鄉教育事業支持一天。」 張杰的三女兒張蕉珍昨日
接受《大公報》獨家訪問時表示，父親的義舉得到全家的支持，父親雖已離世，惟蕉珍以父為榮。

大公報記者 王莉 連愍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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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濃於水，家鄉情
濃！一名香港小商販張
杰近半世紀以來，把自
己賺來的1500萬元人民
幣血汗錢捐給家鄉浙江
上虞，扶助教育，建立

學校、增設教材，幫助不少清貧學生學習。
大善隱於市，張杰從不愛出風頭，默默

為家鄉教育出力，港人未必熟悉他的名字，
他於2月18日離世，享年95歲，內地傳媒紛紛
報道他的生平善舉，《大公報》獨家專訪張
杰的三女兒張蕉珍，講述父親生前的點滴，
為鄉間貧苦學生辦學，只為讓學生能用 「知
識改變命運」 ，父親的義舉得到全家的支
持，現時父親雖已不在人間，全家以父親為
榮。

「我爸爸不是大老闆，只做小小的生
意，浙江省政府都請他去北京觀禮，他當時
真的好開心。」 張蕉珍回想起父親，一幕幕
善舉盡入眼簾，還記得2015年父親當選為第
五屆全國道德模範候選人，受邀前往北京出
席典禮，張蕉珍表示一向為人低調的父親與

母親一同前往，全程掛着欣喜笑臉。
張杰一直關顧上虞，幼年時，他因家境

貧困，小學未畢業就外出謀生，及後輾轉來
到香港，做過幫工、當過夥計。及後張杰建
立自己的家庭，育有四名女兒及一名兒子，
張蕉珍憶述年幼時，因家裏經濟環境拮据，
坦言當年求學艱難，因而五名子女中，只有
幼女及幼子高中畢業。

經過子女 「無書讀」 ，令張杰幫助其他
清貧學生求學的心志更堅定。張蕉珍表示，
1978年，父親在尖沙咀加連威老道租下狹小

的地舖，做起了小本生意，她指父親做了小
商販，同時亦開始了幫助貧苦學生求學之
路。

「當時好多（內地）學校都沒有電視機
教學，他便開始捐電視機。」 張蕉珍還記得
1979年小店略有盈利，父親便捐了一台價值
3000元的彩電。張蕉珍又提到當年一家近10
口人租住尖沙咀一間只295平方呎的小房間，
父親因店舖的生意經常夜歸，為不吵醒家
人，經常只能在客廳打地鋪、做 「廳長」 。

張蕉珍還記得父親都是將不好的留給自
己，最好的施與別人。早年店舖賺取了200多
萬港元的盈利，當時家人都希望能購買大
屋，改善居住環境，但張蕉珍指當時父親堅
定地說： 「200多萬元在內地建學校，有好多
學生受益。」 張蕉珍指家人一直十分支持父
親的助學計劃，除了努力協助父親的店舖經
營，亦同意將該筆款捐往上虞，建造教學
樓、教室、宿舍樓、圖書館，並設立了教育
基金，用於資助困難學生。現時父親雖已不
在，一家人都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大公報記者余風

港商販捐1500萬

95歲張杰離世 浙江鄉親痛別

▲1978年，張杰在尖
沙咀租下一間小舖，
小本經營的微薄
收入，為家鄉捐
建了18幢教
學樓。

▲40多年來，張杰不斷為家鄉上虞捐資助
學，並設立200多萬元的教育基金資助困
難學生。

三女兒：全家以父親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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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捐資1500萬元人民幣

•建造18幢張杰教學樓

•32間教室和宿舍樓、圖書館

•設立200多萬元教育基金，
用於資助困難學生，受益學
生2萬多人

張杰1928年出生
於上虞梁湖街道華光村，11

歲那年，迫於生計，隻身去了上
海成都恆興竹木行當夥計。後來，

他來到香港一家南貨店當夥計，省吃
儉用積攢下一些錢，租下了香港九龍尖

沙咀加連威老道，一個僅僅只有5、6平方
米的樓梯口店舖，以賣河蟹為生，平時兼

賣茶葉蛋、糉子、話梅等。

「人家叫我老闆 其實我睏的是地板」
可就是這樣一名小商販，自1979年起陸

續為家鄉浙江上虞捐建了18幢張杰教學樓，
32間教室和宿舍樓、圖書館，並設立200多萬
元的教育基金資助困難學生，總捐贈金額達
1500萬元。每次回鄉他都要去各個學校走走
看看，哪家缺教具，哪家缺設備，哪家需要
圖書，哪家需要新建校舍，他都一一記下，
力盡所能解決困難。

曾有人誤以為他是香港富豪，對此他曾
調侃說： 「人家叫我老闆，其實我睏（睡）
的是地板，吃的是豆瓣。」 上世紀80年代，
張杰一家十幾口人還擠在30多平方米的房子

裏，當有親戚勸他買房改善生活質量時，他
盤算了一下需要200萬港元，又放棄了。 「我
一想，買屋只有自己受益，但是200萬元造一
間學校，能有多少人受益啊。」

張杰三女兒張蕉珍回憶起父親過往點
滴，也對這一幕印象深刻。她指當時父親堅
決地說： 「這些錢可以幫到許多學生。」 張
蕉珍還記得父親都是將不好留給自己，最好
的施與別人。

對家鄉慷慨 對自己吝嗇
相比對家鄉教育的慷慨捐贈，張杰對自

己可謂是十分 「吝嗇」 。日常生活中，他吃
的是粗茶淡飯，穿的是廉價衣衫，出門坐車
專挑沒有空調但收費便宜的公共汽車，甚至
改每月理一次髮為每兩月理一次，一天要抽
兩包煙的 「老煙槍」 硬生生戒了煙，只為省
錢捐款助學。張杰曾說 「知識改變國家命
運，要靠讀書，現在國家負擔重，我們海外
遊子總要盡點心，出點力。」 「自己好不算

好，家鄉好才是真的好！」
「張先生捐贈的每一分錢真的是他一隻

隻螃蟹、一個個茶葉蛋賣出來，一口口、一
點點省下來的。」 原上虞中學校長謝宜燦與
張杰有着40多年的交往，回憶往事，謝宜燦
仍歷歷在目。 「他第一次為家鄉教育事業捐
資就是給我們捐贈了一台價值3000
元的彩電，後來又給我們捐建了教學
樓，捐贈了圖書、儀器，還有一
輛麵包車。80年代，一萬塊錢在
內地已經是很厲害的了，他一下
子就拿出了一萬塊設立了獎學
金，幫助那些品學兼優，但家
境貧寒的學生。此後他又陸續
在其他鄉鎮學校持續捐贈。他
的舉動很讓我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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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支撐一位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香港小商販，靠着賣茶葉蛋、糉子的微薄
收入，40年堅持不懈，向遠在千里之外的
家鄉教育事業捐贈1500萬元。在與多位和
張杰老人有過交集的受訪者交流後記者發
現，事實上，他的善舉不僅是對家鄉教育
的巨大支持，更是作為一位香港老人對家
國情懷的最樸素詮釋。

有受訪者給記者發來了一段張杰生前
的視頻，很短但讓人淚目。他說 「為什麼
要 『投資興學』，我全家沒有文化，吃了
一輩子苦頭，不希望下一代人像我一樣吃
苦。同時，因為我們中國曾經因為貧困落
後，受外國人的欺負，關鍵原因就是這個
教育落後了。所以自己好不算好，國家好
才是真的好。」這也許就是支撐他一輩子
省吃儉用，一分一毫省下來都捐獻家鄉教
育的信念所在。

在得知老人去世消息後，家鄉鄉親寫
下了這樣一段悼詞， 「生命長度各有時
限，生命寬度可廣如大海。亦如家鄉的曹
娥江水川流不息，家鄉人民會永遠緬懷張
老先生。」

大公報記者王莉

相關新聞刊 A2

▶95歲後的張杰，40餘年捐
資助學，造福家鄉後代，
2月18日在港離世。

40載家鄉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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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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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張杰生前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