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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1917 年 生 于 上 海，

1938 年 入 读 西 南 联

大。1982 年，熊先生

创立香港杏范教育基

金会，开始投身慈善教育事业。2001 年在母校清

华大学捐建熊知行楼，并大力支持清华老年学研

究的发展。2018 年去世。

有一位女先生，她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也曾在西南联求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过教授。

她曾作为香港记者，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看着阅兵中的骡马拉着山炮在天安门广场走过。

她经历沧桑巨变，晚年仍不忘回馈社会，功存

教育、造福桑梓，不忘肩负的民族复兴使命和责任。

在晚辈的回忆之中，她永远是那个清癯文雅，

沉稳和气，对晚辈要求严格的长辈，令人肃然起敬，

亦鞭策着晚辈奋发图强。

西南联大与开国大典

在熊知行先生的外甥、杏范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杨坚争和外甥女、秘书长杨竞鸣眼中，熊知行先生

是一位对知识充满渴望、毕生追求祖国繁荣昌盛的

传奇知识女性，年逾五旬仍能在伦敦获得数学博士

学位，鲐背之年还坚持看书学习，年近百岁仍在为

自己创办的杏范教育基金会工作，回馈祖国，推动

教育事业的发展。

熊知行先生 1917 年生于上海，1938 年入读西南

联大，1945 年任教于上海第一女子师范学院，1950

年移居香港，随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据杨坚争回忆，熊先生年幼之时就酷爱读书，大学

入读土木工程系。“当时女同学学习科学技术学科

的很少，她是全班唯一一个女同学。”

熊知行先生曾回忆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她觉

得在西南联大很快乐，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学术

气氛非常自由。谈及梅贻琦校长，她说西南联大时

期，学校要照顾的方面很多，梅校长当时很不容易，

熊知行

爱己及人 回馈社会
——晚辈眼中的熊知行先生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彩雯

各个方面都能够照顾到，学生们都非常尊敬他。

在西南联大，熊知行先生也养成了锻炼身体的

习惯，她认为“运动是很重要的，如果用脑时间长

了的话，运动是很好的一种调节方式。”在香港中

文大学工作时，尽管已经年近 60 岁，她还经常进

行瑜伽锻炼。

年轻的时候，熊先生曾做过记者、教师等。杨

坚争说，熊先生还曾参与一些民主运动，并曾努力

营救在监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士，也帮助很多青年

学生到延安去。新中国成立时，她曾作为特邀记者

在天安门城楼观摩开国大典，见证了天安门广场升

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她所拍摄的照片也成为开国大

典经典照片之一。1949 年，新华书店发行的一套 20

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大阅兵》

图片，其中第一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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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升起了第一面新国旗”的图片，拍摄者就是熊

知行先生。

爱国爱校与杏范基金会

1982 年，熊知行先生在香港创立杏范教育基金

会，开始投身慈善教育事业。2001 年，熊先生向母

校捐赠，建设“熊知行楼”，并大力支持清华老年

学研究的发展。

熊知行楼整个建筑平面布局呈“L”形。大楼

设有研究工作室、学术报告厅、图书阅览室、活动

室、多功能厅等。楼内宽敞明亮、质朴温馨，周围

绿树环绕，景色优美。自熊知行楼落成伊始，清华

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便设立其中。该研究中心是中

国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的老年学研究机构，为清华

老年教育、老年保健、老年娱乐和老年问题研究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系馆，

它也富有更多的学术气息与人文气息。在清华大学

90 周年校庆之际，熊先生曾专程从海外赶来，主持

了熊知行楼的开工典礼；2004 年又返回母校，参加

落成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熊先生的大爱遍及祖国各地。在熊先生的带领

下，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于 1995-2010 年间，先后

在云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捐建多所希

望小学。此外，她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投资建设

了一座科技图书馆，后来又在上海虹桥建设了第二

座科技图书馆。 

十六字家训与老年学研究

熊先生对自己的家人十分慷慨，但要求却极严

格。杨竞鸣说：“她为我们后辈立下了十六字家训：

自强不息、自立更生、爱己及人、回馈社会。她解

释每一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进步攀登，没有自

己的努力她是不会资助小辈的。”

熊知行先生要求晚辈要爱护自己，遵守社会基

本的道德品质，规范自己的行为，把爱给与他人，

努力营造社会的和谐氛围，不断追求进步，有能力

还要尽可能地回馈社会。

2018 年，102 岁的熊知行先生在香港与世长辞。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

星红旗。

熊知行先生进入国立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学生注册卡片



90

捐赠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挂念着母校，将满腔热爱化作实

际行动，在清华园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在熊先生的感召下，2021 年，香港杏范教育基

金会再次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主要支持社

会科学学院“清杏社会学发展项目”，以促进清华

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助力培养符合新时代国

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有限公司

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有限公司（ZUNG FAIR EDUCATIONAL FOUNDATION LIMITED）于 1982 年 12 月 3 日

在香港成立，由爱国侨胞姚志崇先生及熊知行先生创立。该基金会以“非牟利社团促进扶助文化教育事业”

为宗旨，尤以上海为主要资助对象，参与者多为侨界人士或科技院校教授。2001 年，熊知行先生在独资的

杏范 BVI 基金结束后，将其全部余存投入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成立后的近 40 年

时间里，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支持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支持我国教育事

业的发展，积极推动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普及活动，同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沪港合作。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 12 层
电话：62785959
传真：62785959
Email: iihnews@tsinghua.edu.cn
www.tuef.tsinghua.edu.cn

[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基金会微信公众平台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服务号 聚爱清华订阅号

家社会建设需求的优秀人才，推进老年学、社会治

理与社会政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杨坚争说，熊先生捐赠清华一方面因为自己是

清华校友，应该为清华的事业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另一方面清华早年是工科学校，她很希望清华大学

在文科的新领域能够独树一帜。以前，老年学在我

们国家仅仅是被提及，还没有真正起步，在熊先生

支持下，清华大学确实在这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熊知行先生跟我谈过社会学的问题，她对费孝通

印象深刻，也很钦佩。她说费孝通先生是清华大学

的毕业生，也在清华大学任过教，他所创立的社会

学研究应当继续发展下去，得到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为国家制定老年政策提供帮助。”

“回过头来看一看，20 多年过去了，从最初只

招收本科生，到现在已有博士毕业，清华大学在老

年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应用，如果熊

先生在的话，一定会感到很欣慰。”杨坚争说。

熊先生在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