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一輩學者捐資情況
2018年和2019年，中華古典文學名家葉嘉瑩分兩次將3,568萬元

（人民幣，下同）捐贈給南開大學，用於設立「迦陵基金」，支持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2020年，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王寧捐資100萬元成立北師大穎民文

化教育基金，支持傳統語言文字學科發展，培育專業人才。

2020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

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劉永坦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設

立永瑞基金，用於學校電子與信息學科人才培養。

2021年，「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核潛艇之父」、中國工程

院院士黃旭華向七一九所捐贈1,100萬元個人所獲獎金，設立「黃旭

華科技創新獎勵基金」。目前，他幾乎已將個人所獲所有獎金逾

2,000萬元全部捐獻，用於國家的教育、科研及科普事業。

2021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麻醉手術中心主任劉進教授向醫院捐贈1

億元，設立規培專項基金，用於激勵住院醫師、帶教師資，提高住

院醫師臨床能力。

2021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著名核能科學家、教育家、清華大

學原校長王大中向清華捐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全部獎勵金用於設

立「王大中獎學金」。

2022年，河南農業大學教授王澤霖將300萬元獎金全部捐給學校；

2020年，他將科研成果轉化費8,208萬元捐給學校建設高水平的生物

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此前，數次將科研成果轉化費、獎金乃至個

人存款無償捐贈給學校、科研機構和地震災區。

2022年，西南大學心理學資深教授黃希庭，向西南大學捐贈其夫婦

畢生積蓄300萬元，成立「中國心理學創新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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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兒樊錦詩捐贈北大1000萬
用所獲獎金加多年積蓄設樊錦詩教育基金 支持敦煌學研究

樊錦詩是敦煌研究院
名譽院長，曾獲得「文
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
家榮譽稱號。人們提起

她時，總是親切地稱她為「敦煌的女兒」。
讓敦煌的美麗完完整整地傳下去，是樊錦詩
一生的熱愛和追求。

1962年，北大考古專業的樊錦詩來到甘肅
敦煌實習。「看一個窟就說好啊，再看一個
還是好啊，說不出來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但
就是震撼，激動。」她始終難忘與敦煌的初
見。

幾十年來，她走遍莫高窟的每一個洞窟，
看遍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守望着莫高
窟裏的歷史滄桑、文化紛繁。她將敦煌文化
遺產保護、研究、弘揚、管理工作當成終身
事業。

1987年，莫高窟被批准列為中國首批世界
文化遺產，申遺的申報材料全由樊錦詩手
寫。後來在她的推動之下，一系列保護條例
和保護規劃出台。

為了讓敦煌石窟的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
續利用，樊錦詩又帶領團隊建立起系統的
「數字敦煌」資源庫，敦煌文化與藝術真正

地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在這些巨大工程一一落地時，樊錦詩已近

80歲，勞累奔波半個多世紀，她為敦煌做了
她所能做的一切。

同時，她密切關注北大考古學科的發展，
也惦念自己的學弟、學妹們，多次以書信、
演講、寄語等形式與學生交流。

2019 年，她在書信中對新生殷殷囑咐：
「做有博大胸懷和仁愛境界的北大人。」
2020年，她又寄語考古文博學院的新生，要
有沉潛大隱的心態和準備，將個人追求融入
考古這一神聖的事業。 ◆央視網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南開大學獲悉，全球首例非人靈長類
動物介入式腦機接口試驗日前在北京獲得成功，
該試驗在猴腦內實現了介入式腦機接口腦控機械
臂。南開大學人工智能學院教授段峰表示，此次
在非人靈長類動物腦內開展的介入式腦機接口試
驗研究成果，促進了介入式腦機接口從實驗室前
瞻性研究向臨床應用邁進，有助於推動醫療企業
產業升級。
據了解，此次試驗由南開大學段峰教授團隊

牽頭，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上海心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完成。該
試驗是在前期介入式腦機接口動物（羊）試驗

基礎上取得的進一步成果，實現了介入式腦電
信號從被動採集到主動控制的技術飛躍，突破
了血管內腦電信號採集、介入式腦電信號識別
等核心技術。
此次試驗的介入手術由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

中心神經外科吳東東醫師團隊操作完成。介入式
腦電傳感器通過頸靜脈，進入矢狀竇，到達猴運
動皮層腦區。在術後成功採集並識別到非人靈長
類動物介入式腦電信號，實現了動物對機械臂的
主動控制。「團隊研發的介入式腦機接口，通過
介入手術將介入腦電傳感器貼附在猴腦血管壁
上，無需開顱手術即可採集到顱內腦電信號，相
較於傳統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腦機接口，兼顧了安

全性、識別穩定性。」段峰介紹。

助運動功能障礙患者提升生活質量
「腦機接口技術可以將腦電信號轉換為控制指

令，從而幫助運動功能障礙患者，如腦卒中、漸
凍症等，與外部設備交互，提升生活質量。在該
技術研究過程中發現，侵入式腦機接口創傷大，
例如美國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侵入式腦機接口
試驗猴已有多隻死亡；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易受大
腦容積導體效應的影響，腦電信號長期穩定性
差。」段峰表示，本次試驗對推動腦科學領域研
究具有重要意義，標誌着中國腦機接口技術躋身
國際領先行列。

樊錦詩是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她長期在
敦煌研究院工作，奔波半個多世紀，換

來了敦煌的「容顏永駐」，曾獲得「文物保
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亦被親切稱
呼為「敦煌女兒」。

60年前奔赴西北大漠
60年前，畢業於北大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的
樊錦詩從未名湖啟程前往西北大漠，自此開
始為敦煌石窟文物事業奔走大半生。今日，
她仍致力於推動北大與敦煌研究院之間的交
流與合作。
「今天我捐贈給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這點
捐款，是我應該給母校作的奉獻。我希望樊
錦詩教育基金的設立，會對北京大學敦煌學
研究的發展起到一點添磚加瓦的積極作
用。」捐贈現場，樊錦詩為母校送上了125周
年生日祝福，希望北大為推進文化自信自
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培養出更多的
優秀人才。
樊錦詩亦十分惦念北大的學弟學妹們，多
次以書信、演講、寄語等形式與同學們交
流。在5月3日舉行的「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給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本科團支

部回信十周年座談會」上，她勉勵同學們，
要在學習過程中把人生理想與國家需要緊密
結合；熟讀文物保護領域的各項法規、準
則，為未來工作做好準備；開闊眼界，學好
外語，以開放的心態增進國際交流；珍惜校
園時光，充分利用好北大優質的教學資源，
努力讀書、勤於思考；向考古先輩們學習，
傳承好「甘坐冷板凳」的考古精神，求真學
問、下苦功夫。

北大學生：感敬佩 受觸動
敦煌學被稱為「國際顯學」，主要研究對

象包括敦煌藏經洞文獻和敦煌石窟藝術兩大
方面，是一門涉及宗教、歷史、考古、藝
術、語言文學等多領域的交叉學科，也含有
冷門絕學的領域。2019年，敦煌研究院與北
京大學共同建立「敦煌學研究中心」，聯合
培養高層次敦煌學研究人才，敦煌學研究中
心由樊錦詩任名譽主任。「樊先生多次強
調，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學術，是推進敦煌學
強大的動力，是培養下一代敦煌學家的搖
籃。」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博雅
講席教授榮新江說。
有參加捐贈儀式的北大學生發文稱，深感

敬佩、深受觸動。「今日之見證，榮幸、震
撼、警醒、追問，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度過自
己的青春，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致敬
樊錦詩先生！願我們不負韶華，勤勉踏實，
以夢為馬，終有所成。」

退休時曾捐公積金4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樊錦詩教育基金

為不動本基金，使用基金收益用於推動北京
大學敦煌學研究的開展。今次捐贈的資金，
包括2019年樊錦詩獲得的「呂志和獎—世
界文明獎」正能量獎獎金，該獎金總額為
2,000萬港元，其中一半捐給北大，另一半
則捐給了敦煌研究院，以及 2020 年獲得
「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100萬港
元。在此基礎上，為使基金本金能達到
1,000萬元人民幣，她又捐出了自己的數十
萬元積蓄。
據悉，這並非樊錦詩首次捐贈。退休前，

她每年都會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1萬元，捐給
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堅持近三十
年，每次獲獎的獎盃、獎章與獎金也都交給
敦煌研究院。2014年，樊錦詩退休，又把公
積金賬戶裏存的45萬元一次性捐出。

▶南開大學人
工智能學院教
授段峰（右四）
及其團隊成
員。
香港文匯報
天津傳真

讓敦煌美傳下去 是她的一生追求

◆樊錦詩 北京大學官微

▲全球首例非人靈長類動物介入式腦機接口試驗，通過介入式
腦機接口實現動物主動控制機械臂。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全球首例南開完成 猴腦主動操控機械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做人不能只

為自己打算，這份獎金應該

『取之有道』，更要『用之

有道』，一定要使所得獎金

用在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業

上。」「敦煌女兒」、北京

大學校友樊錦詩近日向北大

捐贈1,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設立樊錦詩教育基

金，支持北大敦煌學相關的

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國際

交流等方面以及相關學術機

構的發展建設。據悉，今次

捐贈的資金，源於樊錦詩此

前獲得的「呂志和獎-世界文

明獎」正能量獎和「何梁何

利科學技術成就獎」以及她

多年的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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