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來，梅州都有
着「足球之鄉」的稱
謂，曾憲梓在體育領域
上所作的無私貢獻，讓
梅州的足球事業發展更

加蓬勃。作為梅州首個國際標準足球
場，曾憲梓體育場一直是重要賽事的
不二選擇。從高處俯瞰，體育場與圍
屋造型的梅縣區文體中心一凹一凸兩
座圓形建築交相輝映，成為城區最顯
眼的地標建築，亦是當地攝影愛好者
偏愛的取景地。入夜之後，梅州民眾
聚在體育場邊的廣場上載歌載舞，給

這座粵東北的小城增添了不少活力。

自小熱愛 柚子當球踢
「曾博士從小就熱愛運動，尤其是踢

足球，據說當時村裡沒有足球，曾博士
和朋友們就拿梅州盛產的柚子代替。」
梅州市梅縣區體育局黨組成員劉明文介
紹，這座於2012年春節建成的曾憲梓體
育場，總建設資金約2.8億元，其中曾
憲梓個人捐贈就高達1,500萬元。

事實上，曾憲梓對梅州足球事業的
支持絕非偶然，除了梅縣的曾憲梓體
育場，在五華縣、興寧市等地都能見

到他捐建的體育場。上世紀80年代從
梅縣走出去的遲明華、王惠良、黃德
保等知名足球運動員都先後受到過曾
憲梓的資助。2016年，曾憲梓再次捐
獻了一萬個足球發放到梅縣各個小
學，作為學校訓練用球。

近年，曾憲梓回到家鄉休養，劉明
文與幾位國家運動員曾受邀到曾府赴
宴。在親眼見過曾老家中擺設後，劉
明文對曾老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懷讚歎
不已，「曾博士家中掛着五星紅旗，
牆上還分類展示着他與歷屆國家領導
人的合影，臨走前還不忘送我們每人
一本書，教育我們扎實工作，愛國愛
黨。」他回憶道。

無論身體狀況如何，曾憲梓對家鄉
足球事業的貢獻從未中斷，劉明文指
着堆放在辦公室一角的幾個紙箱，裡
面整齊放滿了紅色錦盒，「原本預定9
月28號在體育場舉辦一場由國家隊與
客家明星隊的友誼賽，連獎盃都製作
好了，沒想到曾博士突然離世，留下
了這個遺憾。」說到這裡，劉明文眼
神黯淡，語氣中不無惋惜。而那份經
曾憲梓親自審閱的賽事報告書，沒有
一絲折痕，成為劉明文緬懷曾憲梓先
生的最後一份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建場買球 支持足球事業
 �

在家鄉，曾憲梓捐資助學的足跡一路延伸。梅縣區的憲梓中
學，從一座寂寂無名的普通中學發展成為今天梅州教學質量

名列前茅的重點學校，不僅僅是曾憲梓先後捐資的19個項目、共
計2,6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的付出，更是他對學校成長發展
的持續關注，一次次親臨校園對師生們的諄諄教誨。

關注校園師生 30年如一日
梅縣憲梓中學創辦於1969年，原名為梅縣扶大中學，1990年起由
曾憲梓捐資重新興建，並於1993年春更名為梅縣憲梓中學。近30年
間，他捐助的麗群大樓、智謀大樓、智雄教學大樓在校園裡拔地而
起，直到去年憲梓大禮堂落成啟用，憲梓中學已成為一座擁有5,000
名學生，300多名教師的重點中學。「我們學校在梅州的知名度很
高，每年想入學就讀的學生絡繹不絕。」校長曹進坤自豪地表示。
「讀好書，做好人」是曾憲梓生前常常用來激勵家鄉學子的一句

話，如今被刻在憲梓中學廣場中心的觀賞石上，也成為曹進坤教學生
涯貫穿始終的座右銘。在德育課上，曹進坤堅持讓教師們解讀「勤儉
誠信」四字真言，並督促學生們在生活中認真踐行。「勤，可使人從
無變有，創造財富；儉，是必要的積累；誠，能使人廣交朋友，獲得
更多的機會；信，能使人把握機會，獲得成功。」這是曾老生前對師
生們的嚴格要求，也是學校擁有今天成就的關鍵。

無私教育 勤儉辦公
曾憲梓在教育事業上無私捐獻，對師生們的德行也始終保持着較

高要求。2015年，智明大樓、金利來天橋等捐建項目在校園裡舉辦
落成典禮，因曾老要親自出席講話，為表尊重，曹進坤特意租借了
活動專用的桌椅和講台，不料曾老在了解預算後，嚴厲批評他不夠
勤儉。曹進坤雖然有些委屈，最終還是退掉了預定的桌椅，改用學
校教室裡的桌椅替代，而「勤儉」二字也深深印在了他的心裡。
還有讓曹進坤難以忘懷的，是在近幾年的中秋節，曾老總會邀

請受捐學校的校長們一起賞月。他清楚地記得，在今年中秋的晚
宴桌上，不過幾道客家家常菜，曾老身上穿的，也是件飽經風霜
的大衣。沒有排場和客套，只有溫情。吃着家人切好的小塊月
餅，看着皓月當空，曾老笑得很開心。

無懼寒風 堅持見每位學生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黨中央、

國務院向曾憲梓博士頒發「改革先鋒」稱號，而此時曾憲梓的身
體狀況已大不如前。難得進一次梅州市區，參加完「改革先鋒」
慶祝大會，拖着病軀，曾老堅持要去憲梓中學看望孩子們，誰想
到這竟成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拜訪。
曹進坤回憶，12月的大風天，對一位坐着輪椅的八旬老人來說並

不輕鬆。在學校禮堂講話完畢後，出於安全考慮，工作人員本想盡
快把曾老送上車，曾老卻用老人特有的固執，要求見一見夾道歡迎
的師生們。那一天，輪椅走得很慢很慢，老人足足在寒風中堅持了
半個小時，直到見完現場最後一位學生。深深感受到這位八旬老人
對家鄉教育事業的拳拳赤子情，在現場的曹進坤也不禁眼眶濕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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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堅持「「勤勞勤勞、、節儉節儉、、誠實誠實、、守信守信」」是我做人做事的行為準則是我做人做事的行為準則。。

■■好好讀書好好讀書，，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報效祖國報效祖國，，報效社會報效社會。。

■■要學習做一個愛祖國要學習做一個愛祖國，，愛學校愛學校，，愛家庭愛家庭，，愛自己的人愛自己的人

■■你特別要自愛你特別要自愛，，去做去做，，做了就會有做了就會有，，不用怕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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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梓捐資修建

的路橋，在曾

憲梓捐助的學

校讀書，用曾憲

梓捐資修建的水

電，在曾憲梓捐建的

飯堂用餐，聆聽曾憲梓分享奮

鬥故事與教誨……可以說，曾憲

梓是許多梅州人心目中引以為傲的榜

樣，他愛國愛鄉的人生信念和勤儉誠信的為

人準則，曾被銘刻成文，懸於多少校園的牆壁上，立

在多少林蔭道旁，至今影響着一代代的梅州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梅州報道

曾憲梓捐資故里興學育人：「讀好書，做好人」

在曾憲梓的祖居地珊全村，今年83歲的曾憲
睦，曾經是曾憲梓的兒時好友，兩人的深厚友誼
一直持續到曾老去世都未改變。當曾憲梓在海外
和香港打拚時，曾家祖居一直由曾憲睦打理。
據他回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彼時小有所
成的曾憲梓就開始反哺家鄉。「當時村裡大部
分家庭都還在用煤油燈，曾憲梓回來後專程買
了變壓器裝在村裡，把電線牽進每家每戶，讓
全村都用上了電燈。」曾憲睦說，自那以後，
曾憲梓對家鄉的援助就沒有斷過，把井水抽到高
處變成自來水、建起全村第一所學校、修建村道
等等善舉，都讓村民越發愛戴他。
即便是晚年衣錦還鄉後，曾憲梓在衣食住行
上依然保持着勤儉節約的習慣。曾憲睦說，每
年祭祖，曾憲梓都要親自上山祭拜雙親，近年

即便身體條件不允許，他也一定會讓長子曾智
謀代為完成。每逢重大活動政府宴請，曾憲梓
都會提醒只吃家常菜，不許鋪張浪費。「豬肉
丸，釀豆腐，紅燒肉，這些最普通的客家菜，
曾憲梓吃了一輩子。」曾憲睦說。

小有所成即反哺：讓全村用上了電燈

在曾憲梓就讀過的東山中學，隨意
就能找到他捐贈的數量最多的建築，
有捐資重修的東山書院，也有已經因
太過老舊而拆除的憲梓圖書館，有已
顯滄桑的憲梓大禮堂，還有嶄新的曾
憲梓運動場……這些由曾憲梓一次次
捐款建設的大樓，飽含着他對母校的
款款深情。
1986 年開始在學校任教政治課程

的饒松浪是曾憲梓的校友，因先後
擔任校友會秘書長、校董會副秘書
長等職務，與晚年的曾憲梓有了更
多交集，也逐漸了解到他年輕求學
時的故事。

自幼家貧 造就勤儉品質
「曾博士的父親在他4歲時就因勞累
過度在泰國去世了，母親靠種地養活
九歲的哥哥和四歲的曾憲梓。為了供
曾憲梓讀書，母親挑着菜去村裡唯一
的小學為他爭取機會。」
因曾憲梓成績優秀，當地土改工作

組把他推薦到了東山中學，而他僅靠
着每月3元的國家助學金讀完了中學。
饒松浪認為，正是這樣艱苦卻又不乏
溫暖的人生經歷，造就了曾憲梓一生
勤儉誠信，愛國愛鄉的信念。
為了幫助更多與自己遭遇相仿的校

友，曾憲梓在改革開放後的這些年
間，多次在母校設立獎學金和助學
金。饒松浪還記得，曾憲梓在上世紀
80年代設立的第一個獎學金，每位符
合條件的學生可獲得5元至10元的獎

勵。這筆在今天看來並不起眼的獎
金，在當時卻有如雪中送炭，「那個
年代一名老師的月薪才70元，5元獎金
對很多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十分重
要。」饒松浪說。
2014年後，曾憲梓開始長居梅州，

每逢生日或國慶，曾老都會邀請校友
會的老師們去家裡。每次返回母校，
曾老則會向學生們講述自己年輕時的
艱苦經歷，並不忘強調國家、母校對
自己的恩情。

設獎學金設獎學金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梅縣小學生足球隊在比賽中獲得名次梅縣小學生足球隊在比賽中獲得名次。。 梅州市攝影家協會供圖梅州市攝影家協會供圖

■曾憲梓生前最後一次探望憲梓中學並
與師生交談。 梅州市攝影家協會供圖

▶憲梓中學廣場中心的觀
賞石上刻着「讀好書，做
好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曾憲梓體育場曾憲梓體育場。。 梅州市攝影家協會供圖梅州市攝影家協會供圖

■■以曾憲梓命名的憲梓路以曾憲梓命名的憲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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