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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曾敏杰式”慈善
——— 一位牺牲在玉树捐助途中的英籍香港人
本报记者 张子森

遇难者简介

☆曾敏杰 男，35岁，英籍
香港人，自幼在英国长大，毕业
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到北京后
一直热衷于国内的儿童公益事
业，并身体力行投身志愿工作。

☆杨浩 男，20 岁，汉族，独
子，1990 年生于黑龙江佳木斯，
2010 年 5 月进入家·盒子负责儿
童的游戏指导，在对玉树的爱心
捐助中，他成为一名志愿者。

☆布桑 男，66 岁，藏族，
党员，吉尼赛乡瓦作村村委会副
主任兼麻格社社长，1998 年起
在瓦作村小学兼任代课老师，家
里 12 口人。

马广超固执地认为，如果不
是他9月份在玉树意外碰到了曾
敏杰，那个男人就不会死。

11月6日的北京秋阳温暖。
马广超专程从玉树赶来，站在曾
敏杰和杨浩的追悼会现场，任凭
眼泪流下。

曾敏杰，35岁，英籍香港人，
生前是北京家·盒子公司老板。
10 月 27 日，曾敏杰、杨浩、王瑞
3 名北京志愿者前往青海玉树为
两所学校捐赠过冬物资时，在囊
谦县境内遭遇车祸，曾敏杰、杨
浩当场死亡，王瑞重伤。两名协
助他们的藏族同胞 1 死 1 伤。

曾敏杰死后，匆匆赶到的妻
子马菁目送运送丈夫遗体的车
独自回京，而她掉转车头，带着
捐赠物资继续赶赴玉树。家中 6
岁的儿子和 4 岁的女儿，正在失
望地谴责着父亲至今未归的“背
信弃义”。

马广超的内疚

马广超一直忘不了他和曾
敏杰的第一次见面。

9月份，曾敏杰第一次去玉
树，他很偶然地碰到了在当地麦
曲小学当支教老师的马广超。

27岁的马广超3年前辞掉在
青岛的工作，到玉树一个学校支
教的。在这里，他一呆就是三年，
中间遭遇了地震。

在遇到曾敏杰后，马广超红
着眼圈讲述，玉树的孩子一年到
头只穿一双黄球鞋；他们的家里
没有炉子，冬天对他们来说就像
每年都要经历的鬼门关。

马广超告诉曾敏杰自己最
幸福的事情，是看到自己学生的
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个人有没有最幸福的事

情？”曾敏杰问他。
马广超瞪着大眼，神情如婴

儿一样重复当时的话：“我躺在
玉树的天空下，看着满天闪闪的
星星，就很幸福。”

单纯的马广超把曾敏杰感
动了。在玉树的几天里，曾敏杰
抱着当地的孩子，就像抱着自己
的孩子一样，他会很细心地帮他
们穿上衣服，嘱咐他们好好学
习。
“真没想到当地那么穷，冬

天到了，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什
么。”从玉树回来后，曾敏杰就念
念不忘这件事情。

家·盒子员工李杰回忆，当
时有人提出，家·盒子是做儿童
教育的，应该将“温暖玉树”策划
成媒体活动，以扩大公司影响
力，但被曾敏杰一口否决。
“时间来不及了。”曾敏杰

说，公司的事业可以慢慢做，但
玉树的冬天已经来了，得让孩子
们过个温暖的冬天，要尽快组织
物资。

致命的车祸

招募了第二批去玉树的员
工，10 月 25 日，杨浩、王瑞和曾
敏杰来到西宁，购买了 6 顶过冬
帐篷、3 个炉子、3 套黑板教具、
300 双学生过冬棉靴、35 包棉衣
等物资。

在志愿者俄金曲桑的协助
下，他们赶到玉树州囊谦县县
城。

囊谦县吉尼赛乡瓦作村村
委会副主任布桑老师和马广超
在这里等着他们。10 月 27 日下
午两点左右，曾敏杰、王瑞、杨浩
以及布桑、司机俄金曲桑乘坐一
辆银灰色越野车出发，马广超作
为押运员乘坐装载过冬物资的
大卡车在两个小时后出发。

他们没走多久，天开始下
雪。

大约 3 个小时后，越野车来

到“肘子弯”，这是当地人对盘山
公路的形象描述。“连续不断的
弯道，一条路被折成了大约 45
度的角，汽车转弯半径特别小。”
坐在后排靠门位置的王瑞拉了
拉门把手，发现车门是坏的，司
机俄金曲桑说“很长时间打不开
了。”

此时已经到了吉尼赛乡附
近，曾敏杰接替俄金曲桑继续驾
驶。雪虽然停了，但路面湿滑，越
野车到了最后一个急弯处的沙
石路面，毫无征兆地侧滑后开始
沿山坡翻滚。

当地交警部门的事故勘察
显示，越野车沿着65度的斜坡翻
滚了大约148米。王瑞还没有明
白怎么回事，突然发现长期打不
开的车门在翻滚第一圈后突然
打开了，她随即被甩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抓身边

的枯草。”枯草缓解了王瑞下滑
的速度，停下来后，她看着越野
车继续往下翻滚，不断有人从里
面甩了出来。

警方调查结果为，越野车连
续翻滚 5 次后停下。巨大的响声
后是死一般的安静，唯一清醒的
王瑞开始大声呼救，20 分钟后，
途经此地的当地人把她救了上
来并报警。

事后检查发现，王瑞肋骨骨
折，全身及脸部大面积擦伤，头
部缝 7 针。俄金曲桑头部遭受重
创，脑震荡，间歇性失忆。

而曾敏杰、杨浩和布桑当场
死亡。

继续的捐赠

坐在后面货车上的马广超
知道车祸消息时，已经是晚上七
八点，他狠狠地骂自己：“为什么
是我坐货车而不是曾大哥！”

10月27日当晚，在北京最早
接到事故电话的是公司员工王
震。他犹豫了一下后，有隐瞒地
通知了曾敏杰的爱人马菁。
“她整个人定格了几秒。”王

震回忆，随后马菁立刻订机票去
现场。在飞机上，王震决定告诉
马菁三人遇难的事实。
“之前的电话……”王震话

没说完，马菁就已明白，“你不用
说了，人已经没了。”

呆坐了半天，马菁才开始流
泪。

曾敏杰临走前一天，马菁要
去天津出差，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时匆匆吃了一顿午饭。马菁回忆
在当天的饭桌上，她开玩笑地和
曾敏杰说多吃点肉，“去了玉树
条件艰苦可就吃不到肉了。”

马菁没觉得那一天和平常
有什么区别，曾敏杰还告诉她和
两个孩子，一定会回来参加女儿
的生日宴。

16个小时后才到玉树，又走
三四个小时到囊谦县。见到亲人
遗体，马菁沉默良久，突然提出，

要把物资先送到学校，然后再回
京办理丧事。

没有人能说服她。
马菁目送运送丈夫遗体的

车独自返京，然后掉转车头，她
要重走曾敏杰遇难的道路。

到达翻车的地方，王震顺着
翻车路线寻找到了很多带给学
生的文具，他回头望了一下站在
高处的马菁，她在不停地抽搐肩
膀。

此后漫长的路上，马菁一言
不发。

在把物资送到两所小学，看
到学生们穿上厚衣服和棉鞋后，
她长舒了一口气，丈夫终于可以
安心走了。返回的路上，马菁再
次来到出事现场，找到了曾敏杰
等逝者生前穿着的鞋子，把它们
带回北京……
“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还

不回来？”4岁的女儿问妈妈。
马菁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
在这两个具有西方思维的

孩子看来，父亲曾敏杰在去玉树
之前，曾承诺10月底回到北京。
进入 1 1月，他们开始对父亲的
“背信弃义”感到失望。

普通的男人

老板曾敏杰生前没有专用
办公室，他和普通员工挤在一个
屋子里，座位狭小，旁边有一个
纸盒子，里面堆着员工们用过的
饮料瓶。

每个周末，曾敏杰的两个孩
子都来取走里面的瓶子，把换来
的钱用在公益事业上。
“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

子还没有成为一个 man 时，即已
希望他成为一个 Gentleman(绅
士)。”《公益时报》曾经这样描述
曾敏杰。
“他平常话不多，只会说蹩

脚的汉语。但一谈到公益事业，
他嘴里会冒出连续不断的蹩脚
汉语。”员工李杰低头仔细思索
了半天，才说出老板这条让他记
忆深刻的“特点”。

而其他一些员工则睁大了
眼睛：“他很普通啊。”这个老板
不唱歌、不聚餐，只要有时间，就
是回家陪老婆孩子。而在日常工
作中，曾敏杰只表现出很喜欢来
他们这儿的孩子，他经常把孩子
抱在怀里。

这位 35 岁的英籍香港人，
其实对北京并不熟，也没有很多
的朋友。他肯离开伦敦到陌生的
北京来，是为了妻子和两个孩
子。

马菁对丈夫的评价近乎完
美，她反问每一个问她的人是否
相信，相识多年，他们俩一直保
留着书信交流的习惯。

这些书信有时候仅仅是一
张便条。“亲爱的，多穿衣服，今
天天气冷。”“谢谢你今天为我做
饭，你辛苦了”“外出路上注意安
全”……

车祸后，马菁在当地警方找
到了曾敏杰的包，里面放着这些
便条，既有马菁写给他的，也有
曾敏杰写给马菁的。

而在以前，曾敏杰只带马
菁写给自己的便条外出。马菁
终于察觉到临走那天，与平常
的分开，还是有一些不同，曾
敏杰带走了两个人书写下来的
情感。

一枚硬币

11月6日，曾敏杰、杨浩的
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300
多人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车
祸中受伤的志愿者兼同事王瑞
头缠绷带，坐着轮椅赶来。她
坚持站起来，流着泪参加完整
个仪式。

参加追悼会的人每人领到
了一个白色的小纸袋，里面有
一块糖、一枚1元硬币和一张纸
巾。纸袋外侧别着一张小纸
条，上面写着提示：“按照香
港人的习惯，请大家把白色礼
袋内的糖果吃掉，纸巾扔掉，
礼袋扔掉，以示纪念和缅怀。
硬币是预示好运的，可以留着
也可以花掉。”

拿到礼袋后，很多人将糖果
剥开放进嘴里，然后，把硬币投
进爱心募捐箱。

“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周
边的人，再通过周边人的行为
去影响整个社会，中国的公益
事业才能发扬光大。”这是曾
敏杰常说的一句话。或许他想
不到，自己死后，这句话的内
涵通过这么一种微小而奇妙的
方式表现出来。

专程赶来的马广超不断内
疚和自责，甚至马菁都要回过头
来安慰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吧。”
“他是幸运的，这辈子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离开的时
候，也在做着自己希望做的事
情。他会是天堂里最善良的那一
个，我们要把他没做完的事情做
下去，而且要做好。”追悼会后，
依旧悲伤的马菁已经开始策划
如何继续曾敏杰的公益事业。她
准备成立一个以曾敏杰和杨浩
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继续公益事
业，关爱儿童。

而在追悼会上，马广超在看
了曾大哥最后一眼后，铆足劲憋
出这样一句话：“如果牺牲你们
几条命，能换来人们对玉树关注
的话，那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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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场车祸，也许人们不会关注这位

一直在默默捐助的志愿者；如果不是这场葬礼，

也许人们早已忘却那冬季早早来临、已被冰雪覆

盖的玉树。

曾敏杰（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