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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向向纽纽约约大大学学
捐捐了了一一亿亿美美元元

葛个人意见

盲盲人人姑姑娘娘学学柔柔道道
不不只只是是为为了了防防身身

最近，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纽约大学16日宣布，将免除医学院学生的
学费，许多学生在现场激动得落泪。那么，这笔被免除的学费由谁来出呢？纽约大学为此需要筹募6亿
美元的资金，目前已筹集到了4 . 5亿美元。这4 . 5亿美元中的1亿，就出自美国企业家肯尼思·朗格尼及其
妻子伊莱恩·朗格尼之手。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出身工薪家庭

朗格尼夫妻捐助学校与医
学院早已不是一次两次。2008
年，他们就曾向纽约大学医学
中心捐款2亿美元，这是该医
疗中心自1841年创办以来收
到的最大额度的一笔捐款。为
感谢他们的慷慨，纽约大学医
学中心改名为纽约大学朗格尼
医学中心。

如此大手笔地向医学院、
医学生和医疗中心捐款，朗格
尼夫妇自然是“不差钱”的。今
年82岁的肯尼思·朗格尼是美
国家得宝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家得宝主打家居建材用品零
售，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连锁
商店数量达2200多家。今年2
月，家得宝被福布斯估值为34
亿美元；今年7月《财富》杂志发
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家得
宝排名第57位。

在美国，不少这样的企业
家都是家族产业，但肯尼思·朗
格尼却是一名典型的白手起家
的富翁。出生于1935年9月的他
在一个工薪家庭长大，他的父
母都没有念过多少书——— 他的
父亲只读到8年级，是个水管
工；母亲只有7年级的文化水
平，在学校食堂当厨师。朗格尼
说，全家那时住在一个“冬天暖
和、夏天炎热”的房子里，靠父
母微薄的工资过活。不过，家中
虽然没有多少钱，却给了他充
足的爱。

朗格尼的人生“逆袭”，是
靠读书完成的。在美国巴克内
尔大学读书期间，朗格尼打过
好几份工：他在肉店当过学
徒，做过高尔夫球童，还开过
挖掘机。毕业后，他前往纽约，
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大学斯
特恩商学院读MBA（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他和纽约大学
的缘分正是这样开始的，现在，
纽约大学依然有这一夜校课

程，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朗
格尼项目”。

捐款已成习惯

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朗格
尼在华尔街开启了职业生涯。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家金
融服务公司工作；1968年，他说
服美国大企业家罗斯·佩罗，为
他所在的公司赢得了一次发展
机遇。由于这次的出色表现，朗
格尼第二年出任公司总裁。

1974年，朗格尼离开那家
金融服务公司，成立了一家风
险投资公司。那段时间，他开始
研究家居产业，还买入了家居
与建材连锁公司Handy Dan的
一些股票。由此，朗格尼认识了
Handy Dan当时的首席执行官
伯纳德·马库斯和首席财务官
亚瑟·布兰克。后来，马库斯和
布兰克被Handy Dan解雇，朗
格尼帮两人筹资，组建了家得
宝公司。如今，家得宝已发展为
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的国际大
公司，成为朗格尼最成功的一
次商业投资。

像美国很多富人一样，朗
格尼与妻子一向热衷于慈善事
业。2010年，他加入了比尔·盖
茨夫妇与股神巴菲特发起的

“捐赠誓言”活动，这一活动旨
在鼓励全球的富翁将他们的
大部分财产投入慈善事业中。
朗格尼夫妇以实际行动响应
活动号召：他们向纽约大学医
学中心捐款2亿美元；向斯特
恩商学院的MBA夜校项目捐
款650万美元；向朗格尼的母
校巴克内尔大学捐款1100万
美元……此外，朗格尼还在不
少慈善基金会中出任主席，这
次向纽约大学医学院捐赠1亿
美元用于免除医学生学费，也
是他作为医学院资助人所尽的
一份责任。

既“抠门”又“大方”

别看朗格尼在慈善事业上

如此大方，他在某些方面却相
当抠门。就在今年5月接受美
媒CNBC采访时，他说，自己
正为了有线电视费纠结。“我
从来不乱花钱，昨天我还在研
究公寓的有线电视费。”朗格
尼说，他觉得电视费不该收这
么多，所以他想知道这笔钱是
怎么算出来的。

“在我看来，这可是相当
多 的 一 笔 钱 — —— 几 百 美 元
呢！我就想，不可能啊，我只
在卧室里看电视。”朗格尼
说，他那间位于曼哈顿第五
大道的公寓里确实有不少电
视，但他几乎只看卧室里的
那台。

不知道朗格尼最后有没有
弄清这笔“高昂”的有线电视费
是怎么收的，但正如他所说，他

“不是小气，而是想确定自己没
有乱花钱”。或许这也是他成功
的秘诀之一：“成功和节俭密不
可分。”

朗格尼依然有些不像亿万
富翁该有的特殊癖好：他爱吃
便宜的糖果、肉丸子、比萨和涂
了奶油芝士的百吉饼。他喝咖
啡，但不爱喝星巴克，街边小店
的一杯便宜咖啡就够了。被问
到最愿意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时，朗格尼回答：“出去吃比萨，
看场好电影。”

不过，在与他伉俪情深
的妻子身上，朗格尼从不“节
俭”。他和伊莱恩 1 9 5 6年结
婚，育有3个孩子，如今已携
手相伴了62年。朗格尼说，他
和妻子也爱享受生活：“我喜
欢给她买漂亮东西，喜欢和
家人在一起，我也爱旅游。我
们会一起去好吃的餐馆，去
剧院，去听演唱会……我们
爱看电影，在长岛的家里建
了一个很棒的放映室，几乎
所有的电影都能看。”

抠门又大方的朗格尼不会
对别人如何花钱指指点点：“这
不关我的事。我不会考虑我人
生之外的事情，也不会评判别
人的消费方式。”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高子明 编译

对于印度姑娘詹基·古德来说，被强
奸是她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威胁。在古德
居住的印度北部的中央邦，强奸是妇女面
临的最常见的犯罪之一，2016年全国报告
的38947起强奸案件中，该地区占了4882
起。更何况，古德还有个先天的劣势———
她是个盲人。

“我们让残疾女性练习柔道以自卫。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残疾女性总是心怀恐
惧，她们在没有其他人陪同的情况下出
门时可能会遭遇侮辱和攻击。”印度中央
邦“视觉救助者”项目经理杰亚什里·库
马尔说。

“视觉救助者”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
府组织，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印度有800
多万名盲人，而盲人女性更容易遭遇性暴
力。从2014年起，视觉救助者组织开始在
印度为200名盲人女性提供柔道和自卫训
练。今年23岁的古德就是受益人之一，柔
道甚至改变了她的命运。

5岁那年，古德因患麻疹失明。“在我
生活的村庄里，失明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
困扰。”她说，“但当我走出村外，活动就会
受限。如果我身边没人陪伴，坏人就可能
借机侵犯我。”

视觉救助者组织说，古德刚来到这个
组织时非常自卑，几乎一言不发；如今她
已成为柔道与自卫项目的发言人，参加过
国际柔道比赛，还有年轻的柔道运动员在
她的帮助下成长。

“我起初练习柔道只是为了自卫，这
也是项目的主要目的。我那时对柔道和自卫

都知之甚少，但我的教练一直在鼓励我和其
他那些和我一样失明的人。”古德说。

视觉救助者组织表示，教练们通过身
体接触和声音提醒来训练这些视力有障碍
的女孩，比如拍手或其他简单易懂的指令。
在教练的悉心教导和自身的努力学习下，古
德不但学会了柔道，甚至还开始参加比赛。
2017年，她成为印度全国盲人柔道比赛冠军。
这个从村子里走出来的姑娘去年还第一次
体验了坐飞机的感觉，她飞往乌兹别克斯
坦，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国际盲人体育联合
会比赛，获得柔道项目的铜牌。

比赛和奖项让古德变得更加自信。
“之前人们都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现在
我的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这完全改变了
我的生活。”

目前，视觉救助者的柔道训练项目正
在向其他地区扩展，包括中央邦西北部的
拉贾斯坦邦。库马尔说，她对在印度全国
推广该项目充满希望。

库马尔说，相关记录显示，98%的强奸
者是受害者认识的人，其中25%是她们的
近邻。这些盲人女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
于，她们在遭受侵犯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
自己，从心理上先被击垮了。“她们的自信
心很低，很多人会自问：如果有人侵犯我，
我能怎么保护自己？我只是个盲人，什么
也做不了。”

视觉救助者就是想让这些女性通过
练习柔道，像古德一样由自卑变为自信。

“她们能够自卫，意味着这些女孩可以在
紧急情况下逃脱，而这可能会改变她们
的一生。尤其在印度，盲人女性总是面临
着极大的危险，我们想减少这种状况。”
库马尔说。

教练正在指导盲人女性学柔道。

今年5月，朗格尼接受CNBC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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