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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5日，我十分敬重的张文裕所长安

详地走完了82年的人生旅程，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

亲人、朋友和同事，也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科

研事业。

在最后的日子里，张先生一再叮嘱夫人王承书

先生，一定要履行他们夫妇为“身后事”做的约定：不

给儿孙留遗产，将全部积蓄捐赠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送走张先生之后，王先生和儿子张哲遵照张先

生的遗愿，立即将张先生存款中的 10 万元捐赠给

“希望工程”，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救助家

境困难的儿童就学；3万元捐赠给张先生的母校福

建泉州培元中学，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剩余

的部分以及存款利息全部交党费；所有藏书全部捐

赠给高能所图书馆。同时，王先生恳切要求高能所

代为办理有关捐赠的全部事宜。随后，高能所办公

室便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培元中学联系，着

手办理相关手续。

11 月 21 日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张先

生家举行简短捐赠仪式，面对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媒

体，张哲代表王先生宣布了有关的捐赠决定。中国

青基会的负责同志在随后的致辞中特别说明，张先

生的此项捐赠是自 1989年开展希望工程以来接受

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11 月 22 日《科技日报》以

“他把遗产化为‘希望’”为题、《北京日报》以“十万

遗产捐助希望工程”为题做了报道。23日《人民日

报》又以“一位科学家的心愿”为题报道了张先生的

善举。

中国青基会接受捐款之后，为实现张先生生前

愿望，并为改善边疆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推动少数

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经过认真调研，于

1993年 11月决定，用张先生的 10万元捐款在西藏

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建设一座希望小学，并建议学校

名称定为“文裕希望小学”。

西藏青基会接到通知后即与相关部门商议，最

终选定萨迦县扯休乡的乃村作为这座“希望小学”

的校址。乃村距离县城 103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将

近 3900米，自然条件较差，群众生活较为艰苦。当

时该村虽然有一个教学点，但既没有像样的教室，

也没有课桌椅，适龄儿童入学率非常低，老师和学

生加在一起不过 10多人。当地藏胞得知要在村中

建设正规学校，子女能够就近入学而欢欣鼓舞，积

极响应乡政府号召，主动为建校投入850多个人工，

校舍在短时间内便顺利竣工。

1994年 9月 1日，萨迦县第一所寄宿制的完全

小学——“文裕希望小学”开学，包括周边村庄的藏

胞都兴高采烈地把孩子送来读书。与此同时，在张

先生无私奉献精神感召下，高能所职工响应所党委

号召踊跃捐款43951.46元（含暂存银行的利息），以

改善该校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并通过西藏青基

会向该校转交了这笔助学捐款。尽管那时该校只

有四名老师和 60余名学生，但他们从此有了明亮、

宽敞的教室，全新的课桌椅，以及学生宿舍中全套

的床具、被褥和师生共用的饭堂，彻底摆脱了以前

图1 1994年建成的“扯休乡文裕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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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旧教室里坐在地上把书本放在大腿上上课的

窘境。

前不久，应我的要求，西藏青基会发来了几张

照片。看着照片上学校门口那块“扯休乡文裕希望

小学”的校牌（图1），和那群在阳光下拍摄集体照的

藏胞子弟，不禁让我想起30多年前第一次去张先生

家的情景：宽敞、洁净的几个房间里，竟然看不到一

件“时髦”用品。40立升容积的冰箱在1990年代已

很少见；蓝色单缸的洗衣机，印象中是白兰牌早期

的产品；使用了多年的柜子，柜门已经倾斜关不严

实了。就连他们夫妇最为钟爱的宝贝——书，也只

有一部分摆放在 3个普通书柜中，更多的书只能放

在4个拉了布帘的简易书架上……如果不是亲眼所

见，真不能相信张先生这对院士夫妇就是过着这样

节俭、简朴的日子，积攒了多年才有了那十多万元

存款。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张先生有青少年时期

因为家境拮据，要靠打工和老师同学资助才能艰难

完成学业的刻骨铭心经历；如果不是因为张先生有

“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

就没有希望”的报国情怀，怎么可能为了祖国的教

育事业而把毕生积蓄全数捐赠的慷慨付出？！诚

然，用当下的眼光看，十几万元确实算不上大数

目。要知道，三十几年前，那可是许多国人还在竞

相争当“万元户”的年代呀。

为了感谢张先生的助学功德，当地藏胞特意刻

制了一座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希望小学·中国

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援建”石碑矗立在校园内

（图2），并且把张先生的感人事迹写入校史，让一代

代师生牢记。

张先生离开我们30年了，可以令张先生含笑九

泉的是，他捐建的这所学校，在当地政府和藏族同

胞的关心支持下，历经 28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

扯休乡的中心小学（图3）。占地面积达到37651平

方米，拥有多幢漂亮的教学、办公用房，以及学生、

教工宿舍，还有营养食堂、活动中心、塑胶运动场

……办学面覆盖了扯休乡全部14个自然村，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到100%。现有在校生560余人；教职员

工45人（其中专任教师31人）。

多年来，该校多次获得萨迦县教育系统各种奖

励；并向为西藏培养各类人才的内地“西藏班”输送

了多名学生；2018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评估验收。

如果人世间真的能够“时空穿越”进行交流，我

相信扯休乡的孩子们一定会当面向张文裕爷爷表

达由衷感激。没有张先生这个“贵人”的无私相助，

这些生长在祖国边陲的藏胞子弟，很难有机会走出

大山，融入现代社会……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该校师生始终牢记当初

誓言，表示决不辜负前辈厚望，一定会让这所饱含

张先生殷殷希望的学校，为促进边疆地区教育事业

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图2 矗立在“文裕希望小学”校园内的纪念石碑

图3 “文裕希望小学”如今已发展成为扯休乡

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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