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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随笔

勺海有涯情无边
——创建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往事

·薛增一

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处叫勺园的
地方，位于燕园西部。

明朝万历年间，北宋著名书画家米
芾的后裔，明代著名书画家、政治家米
万钟在西郊这块低洼荒地上修建了一
处园林，面积百亩，“细流潆洄，湖泊连
属，岗峦起伏，林木幽深”，因其水源来
自于西边的湖泊海淀，故以“海淀一勺”
之意，给园林起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
叫“勺园”。其故址在今北京大学勺园群
楼及附近一带，目前尚有池塘、曲廊、假
山等，多为近现代所建。

清初，勺园旧址上建弘雅园，1793
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时
候就下榻于此，因此勺园成为了外事的
场所。

十分巧合的是，如今的勺园，也以
食宿接待为主要功能。现隶属于北京大
学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会议中心统一
管理和经营，是一处以接待外国学者、
留学生为主的综合性国际交流和接待
场所。

目前的勺园一共由 9栋楼组成。其
中的7号楼、8号楼、9号楼组成了“北京
大学正大国际中心”。

那么，“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是
怎么个由来呢？

2020年 10月 21日上午，我按照约
定的时间，来到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
心，拜会和采访了已退休多年，原任北
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处处长的黄道
林老师。

黄老师 1938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
市饶平县，1958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
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

在 12 年前的 2012 年 7 月 12 日，我
和黄老师见过一次面。那时北京大学正
大国际中心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大
集团方面李绍庆、谢毅、吴汉泉、马钧几
位先生，还有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
今天再见面时，看到已经82岁的黄老师
还是那样的精神矍铄、健康干练，十分
欣慰！

事先我给黄老师发了一个拟就的
采访提纲，看来起了作用，黄老师带来
了一大本他收存、保留的有关正大集团
与北京大学交往的资料和照片，十分珍
贵。

寒暄之后，我们坐下来，黄老师结
合着他带来的资料和照片，笑容可掬、
和蔼谦虚地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亲身
参与创建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难
忘故事。

1992年，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际交
流的日益扩大和国外来北大交流的学
者及留学生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计划
建造勺园 7号楼、8号楼。据当时估算，
总投资约为 3680 万元。为筹措这笔资
金，校方先后与多家外国及香港的企
业、学校、团体联系，商谈筹资捐款事
宜，但多因对方开出的条件过高或资金
不足等原因，没有谈成。

最后，北京大学经多渠道努力，为
项目动工筹措了两笔启动资金。

一笔来源于日本一所大学，经1992
年 6月的商谈，由该所大学预付留学生
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共 80万美元，与该
校在7年内派来的留学生所产生的各项

费用相冲抵。1993年双方签订了合作协
议。

还有一笔，是经香港的捐赠方同
意，暂借香港一家企业捐赠给北京大学
作为对外教育交流基金的 100万美元。
北京大学与捐赠方约定，分五年由北京
大学勺园管理处将这笔钱全额归还给
北京大学对外教育交流基金账户。

这两笔合计 180万美元的资金，按
照当时约 8.6的汇率计算，大概相当于
1500万元人民币。

有了这两笔启动资金，1993年勺园
的7号楼、8号就先行动工了。

但工程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后续建
设资金大约2200万元还没有着落。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后续建设资金
仍未得到落实。为此，1994年8月1日北
京大学基建处和勺园管理处联名向罗
豪才、李安模两位副校长，以及北京大
学财务处写报告，称目前仍然存在投资
的缺口，缺乏建设资金的问题正严重影
响工程进度，在争取境外捐款无望的情
况下，恳请学校尽快进行贷款或采取其
他应急办法，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在这之前，1994年1月，北京大学罗
豪才副校长随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考
察团访问泰国期间，曾参观访问泰国正
大集团曼谷总部，见到了时任正大集团
董事长谢国民先生。罗豪才副校长向谢
国民先生提出，希望正大集团能够支持
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谢国民先生当
即表示可以考虑。

罗豪才副校长收到这份联名报告
时，他再次想到了正大集团。1994年9月
19日，他提笔给正大集团永远荣誉董事
长谢大民先生写了一封求助信。我听黄
老师讲，当时北大方面想，能够请正大
集团捐赠数十万美元，就算达到目的
了。

在谢大民先生收到这封信后，正大
集团经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
四位先生商议，同意帮助北京大学建设
勺园 7号楼、8号楼，希望学校进一步提
出项目预算和捐赠合作方案。

得到这个信息，北京大学向正大集
团提交了 442万美元的总预算。正大集
团当即同意给北京大学赞助 221 万美
元。黄道林老师得知后喜出望外。

接下来，正大集团以陈定国先生为
主，北京大学以罗豪才副校长和黄道林
老师为主，双方就捐赠和合作协议的细
节，进行沟通和商谈。北京大学与正大
集团的友好合作，罗豪才先生是当之无
愧的首倡者和主要贡献者。

1995年 10月 27日，时任北京大学
校长吴树青和时任正大集团资深执行

副总裁陈定国，分别代表双方正式签订
了《北京大学及正大集团合作成立”北
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协议书》。时任正
大集团总裁谢中民先生作为见证人签
字。

合同约定，7号楼、8号楼总建筑面
积 10519平方米，建设资金由正大集团
资助50%，即221万美元。中心建成后按
照企业化经营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每
年盈余甲乙双方各分得 50%，其中北京
大学方分得的部分由校方自定用途，正
大集团方分得的部分全部用于北京大
学的教学、科研、改善教师和员工待遇、

设立奖教金和奖学金等。也就是说，正
大集团不拿走一分钱。双方还约定，在7
号楼门厅外墙和接待大厅永久悬挂“北
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的铜牌。

双方共同成立北京大学正大国际
中心管理委员会，双方各委派了三位委
员，指定一位为委员会联席主席。北京
大学委派的三位委员分别是时任北京
大学常务副校长闵维方、时任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时任北京大学外国
学者和留学生处处长黄道林。正大集团
委派的三位委员分别是时任正大集团
资深执行副总裁、农牧企业总裁李绍庆

（泰籍），时任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
裁、总裁室主任陈定国（中国台湾籍），
时任正大集团资深副总裁、财务长刘润
强（中国香港籍）。闵维方先生、李绍庆
先生并任联席主席。由于人员变化，
2012年 7月 12日正大集团方面新委派
了三位管理委员会委员，谢毅先生（中
国北京籍、任联席主席）、吴汉泉先生
（泰籍）、薛增一先生（中国安徽籍）。

黄老师介绍说，正大集团答应资助
221万美元后，在双方没有任何书面约
定的情况下，就按照工程需要陆续把钱
款全部拨付给了北京大学，确保了勺园
建设工程没有停工。对正大集团的大
爱、诚信，黄老师一再表示很感动。

8号楼先期建成，1995 年 8月开始
接待留学生。1996年 4月，7号楼也顺利
竣工，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全面投入
使用。

时间到了 1996年。这一年，北京大
学根据留学生规模和进一步扩大的实
际需求，提出要建设勺园 9号楼、10号
楼。为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
生于 11月 20日写信给时任正大集团总
裁谢中民先生，希望正大集团继续支持
北京大学建设 9号楼、10号楼，以满足
留学生不断扩大的需求，同时也为1998
年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献礼。

北京大学提出的方案是，新建 9号
楼、10号楼，共计6500平方米，需要资金
2680万元，计划从三个方面筹款：一是
1996年、1997年、1998年这3年7号楼、8
号楼的经营利润中属于正大集团支配
的50%部分，以及这3年计提的7号楼、8
号楼的折旧费，约 1000万元；二是向正
大集团借款 1350万元，借款期限 3年；
三是勺园管理处从盈利中支出 330 万
元。

11 月 28 日，谢中民先生收到陈佳
洱先生的信函及所附的 9号楼、10号楼
建设规划和筹款方案，立即同意，并且
承诺正大集团借给北京大学的 1350万
元在3年借款期内全部免息。黄老师说，
当时资金市场的融资利息很高，都在
10%以上，正大集团的诚意和善举再次
令北京大学方面十分感动。

1998年 5月，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
心9号楼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竣工并
投入使用，成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献
礼工程之一。10号楼因北京市政府规划
所限未被批准而没有开展建设。

因10号楼未被批准建设，正大集团
给予北京大学的无息借款实际为 1100
万元，学校于二年后就如数归还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时任北京
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先生率团访问印

度尼西亚，受到了谢中民先生的热情接
待。谢中民先生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了五
幅珍贵的油画作品赠送给北京大学代
表团。目前它们正悬挂在北京大学正大
国际中心。

据黄老师回忆，北京大学正大国际
中心是当时和其后一个时期内北京大
学最好的接待场所，因此很多重要的国
内和国际接待活动都安排在这里，包括
1998年4月江泽民主席来北京大学视察
工作，2001年泰国诗琳通公主在北京大
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学习及此后
她多次来北京大学访问，2007年 3月日
本首相海部俊树先生来北京大学访问，
等等。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见证了北
京大学很多的重要历史事件。

谢国民先生和谢中民先生联袂到
访北大，黄老师犹历历在目。那是谢国
民先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参观访问。

2000年 7月 7日，应北京大学的盛
情邀请，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抵达
北京大学进行访问。校方周到安排，给
予正大集团两位领导人热情而隆重的
欢迎。

学校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举
行仪式，授予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

“北京大学名誉董事”和“北京大学杰出
教育贡献奖”。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
长闵维方先生主持仪式并致欢迎词，校
方向谢国民先生、谢中民先生分别颁发

“北京大学名誉董事”和“北京大学杰出
教育贡献奖”证书，学生代表献花，谢国
民先生发表致谢词。

两位先生出席了校方主办的纪念
中泰建交25周年学术研讨会。泰国驻华
大使、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领导、谢中民
先生分别致辞，部分高校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发
表讲话。

活动还安排参观北京大学校园，前
往赛克勒考古和艺术博物馆、生命科学
院蛋白质与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参观。

北京大学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
要桥梁和窗口之一。北京大学与正大集
团的合作，既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的典
范，也是中国和泰国两个国家友好的象
征。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不仅见证
了北京大学国际交流的许多重要瞬间，
更成为了展示中泰一家亲的一个窗口，
连接中泰感情的一条纽带，撰写了中泰
友好的新篇章。它铭刻着正大集团对北
京大学的支援和帮助，寄托着谢正民、
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先生四位泰籍
华人对祖籍国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情怀。
正大集团作为中泰两国的友好使者，秉
持“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利原则，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推进
中泰友谊和经济、社会交往，贡献更多
的力量。

黄道林老师是北京大学与正大集
团友好交往的直接参与者和历史见证
人。采访结束临别分手时，我们与他在
2018年新装修的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
心7号楼正门的外景拍照留念。

这就是北京大学勺园群楼中由7号
楼、8号楼、9号楼组成的“北京大学正大
国际中心”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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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立志出乡关
·单伟 李春阳 李平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形成清晰的
自我认识和独立的人格，青春期是必
须经历的一场“蜕变”。让我们一同回
顾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少年岁月，从一
代伟人的成长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
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
弟。这个五口之家是典型的“严父慈
母”家庭。父亲毛贻昌十七岁时接过家
中重担，先种地后当兵，偿还债务，从
事经营，从贫农打拼成富农，性格中有
固执易怒的一面。在毛泽东的叙述里，
他“性情暴躁”“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
不得我闲着”“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母亲文素勤“则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
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在
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素勤多是站
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
矛盾。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家分成两
‘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
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
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
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
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
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
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
常宝贵、值得珍爱”，1919年，毛泽东母
亲去世不久，他就写信给同学邹蕴真
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
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利人的，自己
的母亲是属于第三种人。”

在父亲毛贻昌的
规划里，毛泽东要先把
田里的担子挑起来，等
过两年再去学做买卖，
由弟弟去田里接班，子
承父业，他也可以安享
晚年。在毛泽东十四岁
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
了罗氏为妻，希望以此
拴住他的心。

但少年毛泽东却
乐在书籍中，志在山冲
外。他最喜《岳飞传》

《三国演义》等中国旧
小说，田头陇上，饭前
饭后，手不释卷。但父
亲却觉得看书误了农
活，他让毛泽东读书只
因为“可以增加他赚钱
的本领”，在他看来，其
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
弟的幻想。于是，父子间的“不满增加
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
展着”。

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自己总
结出了一套“唱反调”的方法。他曾说：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

个同他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
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
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

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
的话来回敬。他指摘
我懒惰，我就反驳说，
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
小的多干活，我父亲
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所以应该多干活。我
还宣称：等我到他这
样年纪的时候，我会
比他勤快得多。”

也是在十三岁，
毛 泽 东 离 开 了 小 学
堂，白天在地里帮长
工干活，晚上还需替
父亲记账。尽管这样，
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
读他能够找到的一切
书籍。为了躲避父亲
的责骂，毛泽东在深
夜里常常把屋子的窗
户遮起，好使父亲看

不见灯光。正是在这些偷偷读书的夜
里，他接触到了一本讨论从各方面改
造中国社会的书籍，名叫《盛世危言》。

这本书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并且激起
了他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复学的想
法依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子二
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毛泽东
离家而去，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
家里又读了半年书。

在毛泽东与父亲发生的众多“战
役”之中，有一场堪称是父子间最严重
的争吵。有一次，毛贻昌请了许多客
人到家里，却当着他们的面骂毛泽东
懒而无用。自尊受到伤害的毛泽东回
击了父亲，跑出家门。毛贻昌非常生
气，一边骂一边命令毛泽东回去。可
毛泽东根本不听，他一气跑到池塘边，
恫吓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要
跳下去。最终，双方都提出了“停战”
要求。毛贻昌坚持要毛泽东磕头认
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
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
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少年时期的对抗、斗争，
是他追寻他理想人生的轨迹，需要很
大的勇气。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面
对各种艰难困苦，他都表现出极强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与他青少年
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他一步步走出了韶山冲，以“自信
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
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
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在几
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为中
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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