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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年三⽉
 

親愛的同學：
 
我們的樹華獎學⾦⾃1995年成⽴以來，現在已經進⼊了第三個年頭，第⼀年裡，我們的獎學⾦發給了266⼈（分在25省區），第⼆年我們的受獎學⽣增加為629⼈，今年我們還會再增

加名額。

其實我們對每位同學不再陌⽣，因為在申請時我們已從照⽚和⾃傳中得知你們的概況。但是為進⼀步實際考察你們的需要，也為我們⽇後更有效地提供服務，基⾦會決定要親⾃到同學

們的家中察訪。1997年9⽉，連淑惠，趙厚堯，李⾃浩，左鐘秀，⾺有志，韓寧，劉敦智和趙耀渝，⼀⾏⼋⼈終於成⾏，我們選擇了三個訪問地點：內蒙的扎蘭屯，寧夏的吳忠市以及貴州的

幾個鄉鎮。

在訪問中，我們⾒到了三⼗多位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對各位⽼師校⻑們的熱⼼，尤其感動，令我們有信⼼再繼續為你們⼯作下去。可惜路途遙遠，無法讓所有得獎的同學們也⾒到我

們這些在海外關⼼著你們的⼤朋友，現在我想借這個機會介紹⼀下我們基⾦會的組織。

這個基⾦會的成員，基本上都是身在海外⼼在中國的⼈，他們都熱切地盼望祖國能早⽇強⼤起來，並對教育的重要有著共識，⾸先由張笑楓⼥⼠慷慨地捐出了⼀筆錢作為基⽯，然後基

⾦會才逐漸地成⽴與擴⼤，並不是所有參予的都是有錢⼈，有些⼈⾃⼰收⼊菲薄，卻也每⽉抽出⼗元來奉獻，使我們感到這的確是件⾮常有意義的事。如今，也有國際知名⼈⼠加⼊了這個基

⾦會，譬如：得過經濟學諾⾙爾獎的哈⼭尼先⽣，還有數學權威陳省身博⼠，橋梁專家林同炎博⼠，前清華校⻑徐賢修先⽣以及哈佛⼤學杜維明教授也是我們的顧問，⽽我們的評審委員們也

都是在美國⼀流⼤學教書的教授們所組成。當然國內許多的⽼師校⻑們，為我們發放表格，推荐學⽣則更是我們基⾦會最重要也最為仰賴的成員。

我們對同學們別無所求只希望你們好好努⼒抓緊學習，將來對⾃⼰的家鄉做出貢獻。⽬前，我們則希望你們⽤⼼把寄給你們的表格仔細地填好，盡量不要去麻煩你們的⽼師。

過去我們遇到過信件無法寄達的困難，因為你們的地址寫得不夠準確，所以如果你的地址有變動時，請⼀定要隨信附上的地址更改表認真填寫並寄回（如沒有變動，就不必填寫）。我

還想再⼀次強調：獎學⾦只是為了給你念書⽤的，不該移作他⽤，我們⾮常了解你們的⽗⺟⽼師校⻑們都給過你們極⼤的幫助與⽀持，但你們⽬前唯⼀可以報答他們的就是努⼒學習，以便將

來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如果你們⼀直保持著良好的成績，我們會儘可能⽀持你到⾼中畢業。

希望你⼀直跟輔導⼈保持聯繫，也別忘了按時寄回該寄的表格。
 
祝你們學習愉快！

樹華教育基⾦會 於美國加州

 
⺠族⼩英豪

莊因

（美國斯坦福⼤學中⽂教授）
 
前年，樹華基⾦會正式成⽴。幾位灣區的朋友都是該會的發起並實際贊助⼈，他（她）們投⼊極⼤的精神、財⼒、時間，就為了⽀持幫助中國各省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有⼼向上但

志不得申的窮困兒童，讓他（她）們可以⼼無牽挂地去接受完整教育，懷著對中華⺠族的深敬及對於炎⿈⼦孫的無限熱情，這些朋友作出了暖⼈⼼肺、令⼈感佩的豪舉。

基⾦會邀聘我作為錄取了的獎學⾦申請⼈的“⾨頭兒”(MENTOR）我欣快地答應了。他們分配兩名學⽣給我，都是品學兼優但家境著實困苦的孩⼦。跟他們通信了以後，使我深知這些

身在窮扼環境中的優秀中華兒⼥，是如何地等待我們的關懷照顧和⿎勵。我曾經與其他數位身為“⾨頭兒”的負責⼈交換過意⾒，他（她）們同樣認為這些善良優秀的⺠族⼩英豪們太可愛了，

也太可同情了。

我⾃幼就背井離鄉，在中⽇戰爭的硝煙烽⽕中隨家四處飄流，雖說當時的⽣活環境不若⽬前申請獎學⾦的某些學⽣那麼艱苦，但⾵⾬艱難我早已身受。我籍書信和兩位同學通信，當這

樣的管道建⽴了以後，我更以過來⼈的身份，⼤⼒描述中國歷史上困學成名的⼈物故事，以及我個⼈的戰亂流離⽣活經驗來⿎舞他們。我特別提到義丐武訓的故事，勉勵他們⼈窮⽽志不可

短，必需以⼤無畏的精神接受窮苦的磨煉，培養⾃⼰⼀份仁厚宅⼼，扶弱濟貧，⼼胸寬廣，樂善好施，去貢獻家國，去輔助別的身陷困境中的⼈，這樣才是中國⽇後真正的棟樑。

樹華基⾦會全⼈的熱誠可感，他們最令⼈肅然起敬的⽅⾯，是他們不求聞達、默默奉獻、⼜不計名利的坦蕩胸懷，及深明⼤義的⺠族⾼遠情誼⾒識。他們毅然舍棄了對中國⼤城巨⾢中

的兒童的關照，⽽遠赴窮鄉僻壤，去悉⼼輔教在艱苦之中成⻑的⺠族幼苗，單純⽽誠摯。我在抗⽇戰爭期中，身為⼀個流浪兒童，學會了⼀⾸兒歌“⺠族⼩英豪”，其中有這樣的幾句：

“年紀⼩，志氣⾼，身體強，本領好，我們，是在炮⽕下⻑⼤；我們，要做⺠族的⼩英豪。”

中國在強⼤，中華⺠族在成⻑，讓全世界各地的炎⿈兒⼥攜⼿並進，貢獻⼀⼰的身⼼，來幫助這些國家未來的主⼈吧！這些⺠族的⼩英豪，他們無需再在炮⽕中⻑⼤，我們且對他們伸

出親族⾎緣的⼿，幫助他們成⻑，通過艱難困苦，他們⼀定終會是⼈上之⼈的。
 
 

樹華⼩天地

編者的話：<<樹華⼩天地>>這次刊出的是內蒙⼀位名叫于春梅同學的作品，我們曾經在去年九⽉份訪問過她的學校和家⾥。以後我們每次將刊登同學們的作⽂、⾃傳、作品或來信，希

望同學們踊躍投稿（限500字）
 
 

躲避

于春梅   現就讀於成吉思汗中學
 
在喧嘩的街上，我拼命的奔跑，我看不清任何⼈的⾯孔，也聽不到嘈雜聲……望望身後，那個圍紅圍⼱的姑娘還在追我，那麼快，那麼急，像⼀陣⾵吹來，⼀個念頭閃過：對，我得甩

掉她！我急忙穿⼊⼈群，回頭往遠處⼀看，那個“紅圍⼱”在那兒張望，顯然，她已經不知我的去向，我的⼼像⼀塊⽯頭似的落下來，稍微平靜⼀會：呀！好險哪，總算甩掉她了。

我無⼼去欣賞街上五光⼗⾊的商品了，只是默默向前⾛，這時，前幾天在街上發⽣的事⼜浮現在眼前。

那天，我被道旁的書攤上⼀本<<故事王國>>吸引住了，我指著這本書問“這書多少錢？”賣書的是⼀個圍紅圍⼱的姑娘，她微笑著說“不貴，3塊錢。”我付了錢，拿起書⾛了。

後來，我忽然發現她多找了我⼀塊錢，我剛想回去還給她，可⼜⼀想“他們賣書的⼀天掙多少錢，⼀塊錢算得了什麼！”於是，我打消了去還的念頭。誰料，今天⼜遇⾒“紅圍⼱”她⼀定

想要回她的錢，現在想起來，我真後悔，如果那天給了她該多好啊！

突然，我發現那個紅圍⼱站在我的⾯前，我剛想跑，可是來不及了，我只好故作鎮靜地把臉轉向她，只⾒她來到我⾯前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可找到你了，上次……”沒等她說完，我

就極⼒辯解說：“沒有，我不知道。”她說“怎麼，這⼿套不是你的？我已經問了好幾個在我那買書的⼈了，都說不是。”看來她有些失望了。

我⼀看，那不是上次爸爸給我買的那副紅⼿套嗎？我怎么沒注意什麼時候丟的呢？“是，是我的。”我尷尬極了。她笑著說：“可找到失主了。”說著把⼿套遞給我。我剛想說聲謝謝，可

是她已經⾛遠了，那個紅圍⼱時隱時現。

我楞了好久，終於向⼈群中跑去，向那個紅圍⼱跑去…… ……
 
指導⽼師：丁鴻雁
 
 

⼀位評審委員的話

奚密

（美國戴維斯加州⼤學中⽂教授）
 
去年是我第⼀次擔任樹華基⾦會的評審⼯作。所以我並不能代表其他的評審委員說話，只是在這裡簡單地表達⼀下我在閱讀了⼀百份以上的申請⽂件之後的⼀點感想。

⾸先，我覺得樹華基⾦會所制定的申請規章相當完備。如同許多美國的獎學⾦機構，它的申請⽂件包括申請表格，學⽣成績單，和推荐信。也就是說，除了客觀的資料外，評審委員也

可以接觸到⼀些⼩朋友個⼈的想法。如果說前者提供的是⼀種平⾯的視⻆，那么后者就增加了某種程度的深度。在看這些申請資料時，我固然重視每位⼩朋友客觀的⽣活和學習情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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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他（或她）的⾃傳。我希望看到的⾃傳⾸先必須是⼩朋友⾃⼰寫的，⽽不是⼤⼈代寫的，（譬如，不必因為擔⼼字寫得不好看就請⼤⼈幫忙。）

其次，我希望⼩朋友能以簡潔⽽具體的⽂字介紹⼀下⾃⼰的家庭狀況和學習興趣。很多⼩朋友也談到他（她）們將來的理想，這也是很好的。總的來說，我認為只要是誠實的，⾃發

的，出⾃⼩朋友內⼼的話，總是那麼的真摯感⼈。⽽相反的，如果是過分修辭性的或公式化的“作⽂”，那就失去了⾃傳的意義。

我去年印象中很深的⼀篇⾃傳是⼀位⼩朋友談到她的⽗⺟離婚，當她⺟親⽣病在床時，她的⽗親不但沒有半點憐恤之⼼，反⽽把她僅有的⼀點積蓄也搶⾛了。因為這段痛⼼的經歷，這

位⼩朋友從此拒絕叫他爸爸。我舉這個例⼦並不表示我對這位⼩朋友的經歷作了任何價值判斷。（畢竟這是⼀個⾮常個⼈的，⽽且我相信也是⾮常痛苦的決定。）我只是⽤它來說明，像這樣

的⼀篇⾃傳絕對不是旁⼈可以代筆的。它⾃然⽽深刻地刻劃出這個⼩朋友的⼈⽣觀，具體細微地反映了她的性格。在看了她的⾃傳後，我祝福她能如願以償的完成教育，作⼀個獨⽴的、堅強

的⼈。

在閱讀⼩朋友的⾃傳時，我常常覺得我們是⾯對⾯的在談話，透過他（她）們的⾃傳，我真的好像認識了許多⼩朋友，我從⼼底珍惜、感謝這份緣分。作為評審委員，這是最讓我難忘

的經驗。

 
 

重要通知

1、為保證下⼀年能繼續得到獎學⾦，請在五⽉⼀⽇以前將所附年度登記表填好寄出。
2、如果學校或地址有變動，請將所附表格填好隨同年度登記表⼀起寄來，以保證順利收到獎學⾦和輔導員的信件。
3、請繼續與輔導員通信。他們對你進步的報告是我們考慮能否繼續你的獎學⾦的重要參考因素。
4、如果有意⾒、來信或⽂章希望刊出，可以寄到表格上本基⾦會在北京的地址。
 

樹華基⾦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