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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捐款數字遠遠不及一些大機構、大財團，但是我們募得的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可

說全是每個關心大陸教育的海外家庭省下的辛苦血汗錢。裏面有不少捐款人還沒有身份，

在餐館和車衣廠打工，生活非常艱苦。就因為他們與大陸同胞是同文同種的炎黃子孫，就

因為這片土地是他們的血緣所在，所以他們心心念念關懷這片土地，盡其所能的獻上對失

學孩子的關心。他們的捐獻在數量上雖微薄，但意義是卻無比深遠的。

「慈善」是什麼？嚴格的說，「我們在做慈善」不能視為是我們在對別人做好事，而是在

盡一個人自己該盡的本份，做該做的事。因為整個社會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以大陸來說，

有錢人吃的用的都是來自農民與勞苦大眾的辛勤工作，因為有他們的付出，有錢人只要付

點錢就能買到所需，才能把全部精力用於衝刺事業。當他們的財富愈積愈多，農民與勞苦

大眾的生活卻愈來愈苦，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時，弱勢群體的不滿就會爆發造成

社會動亂，有錢人的生命財產也就得不到保障。

若有錢人能飲水思源，幫助弱勢改善生存環境，他們受到了關懷，也就不會製造

動亂，有錢人也才能過得安穩。再擴大來說，中國不穩定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

所以世界各國要互助。由這個層面看，有能力付出的人其實最終幫助的還是自己

，所以我們所做的「好事」，嚴格說來都是在為自己做應該做的事。

這些年我體驗到「慈善」的最高意義其實是在教我們學做人。我們做慈善或教育工作的人

要把自己的行為約束在一個框架內，時時檢視不要出格。通過慈善行動的過程，受助方也

會學習我們的行為，學習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成為社會的一股清流，也是社會安定的中

流砥柱。

這些年在雲南我們遇到許多困難還是堅持做下去，就是希望能把好的教育理念引進。我是

把這項義務工作當作千秋大業來做，因為慈善教育影響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千千萬萬後代子

孫。它不是僅止於捐點錢幫助孤兒上學而已，而是在幫助他們學習知識的同時，更要教導

他們規規矩矩做事，誠誠懇懇正正當當做人，並且把這個做人的基本原則一代代傳承下去

，這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所繫。如果政府官員能把眼光提高到這個層面來看待慈善教育，

就自然會有任重道遠的使命感，絕不會有為了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而與不當行為附和的私心



。我們希望每位政府官員能認清自己的責任，給這些孩子，也是你們未來的接班人做個榜

樣。

慈善事業是一個結合各方善心共同努力成就的事業，我在媽媽聯誼會也只是一名跑腿的義

工。媽媽聯誼會能為雲南山區的孩子們做些事，除了捐款人的支持，義務工作人員的付出

，也靠雲南本地與我們合作的各個單位，例如雲南省僑聯、扶貧基金會等單位的領導和工

作人員以及地方幹部、甚至包括開車的師傅。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配合，媽媽聯誼會的助

孤助學工作就無法完成，也不可能年年有新的進展，所以我在此也代表媽媽聯誼會向各位

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記者感言：每次聽張媽媽講話，內心都會受到很大的震憾，她不像那些領導照著稿子唸，

毫無新意。她講的全是親身經歷的內心感受，讓我們學習到許多新觀念。張媽媽說，這些

理念在國外可說很普通，大部份的人即使付出不多，至少有此認知。這正是國內慈善事業

所缺乏的一種人文素質與精神動力，我們要達到這種境界，還有一段努力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