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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0年冬季年冬季，，南京某高級炮校外訓大南京某高級炮校外訓大

隊的一個政委轉業到南京師範學院隊的一個政委轉業到南京師範學院（（現南現南

京師範大學京師範大學，，下稱南師大下稱南師大），），在院黨委辦在院黨委辦

公室公室，，黨委書記馮世昌正與他交談工作分黨委書記馮世昌正與他交談工作分

配問題配問題，，他就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精神的他就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精神的

優秀轉業幹部優秀轉業幹部，，他的前輩是解放初期中共他的前輩是解放初期中共

浙江省委和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黨主要領浙江省委和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黨主要領

導導。。談話前談話前，，南師大的領導還不清楚這位南師大的領導還不清楚這位

有着優良革命傳統的轉業幹部是什麼背有着優良革命傳統的轉業幹部是什麼背

景景，，只知道是個正團級幹部只知道是個正團級幹部，，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叫

周虞康周虞康，，當年當年4949歲歲。。 文文：：濱江軒濱江軒

拚搏奉獻拚搏奉獻 續寫風采華章續寫風采華章拚搏奉獻拚搏奉獻 續寫風采華章續寫風采華章
——記河北濱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創始人周虞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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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院黨委馮書記建議他當院黨委宣傳部部長或
黨辦主任，周虞康謝絕了馮書記的好意，

提出要到學院困難最多的地方去。馮書記以欣
賞的目光說：「好，很好！你就到美術系去
吧！」他對周虞康說，南師大美術系歷史悠
久，從原中央大學調整到這裏，徐悲鴻曾經擔
任過系主任，但現在老的老、少的少，青黃不
接，甚至連一個系主任都難以產生，「希望你
盡快把美術系行政領導班子建立起來，排除一
切困難，使這個老系煥發新生。」周虞康愉快
地到美術系報到，擔任黨總支書記。
到了美術系，周虞康先是調查研究，找每個
教職工深談，美術系的問題到底在哪裏？誰當
系主任合適？有的人談話兩次甚至三次，在分
歧意見十分嚴重的環境中歸納出南師美術系問
題的主要癥結是不夠團結，沒有集中力量提高
教學和創作的水平。對於系主任人選，部分黨
員推薦了某老師，而多數人推選名畫家徐明
華。在深入調查之後，周虞康提出了一個以徐
明華、尉天池和歸國愛國華僑章文熙為首的專
家型務實型的領導班子名單，這個專家型務實
型的班子名單，很快獲得院黨委批准。新的黨
政班子確定了工作重心，排除內部不利因素，
集中力量搞教學和創作，並提出「高舉徐悲鴻
的美術旗幟，振興南師美術系」的口號。
問題找到了，班子搭好了，口號也喊出去
了，方向已經明確，但關鍵是怎樣腳踏實地把
教學抓上去。
當時江蘇全省只有南師大一家有美術系，每
年招生只有20人，遠遠不能滿足全省對美術教
師的需求，可當時的教育經費嚴重不足，資料
設備也十分陳舊缺乏。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招
生制度以後，全國高校都在「科教興國」的口
號下，鬥志昂揚，奮發向前。
一方面是基層教育機構需要大量的美術師
資，而全省唯一的美術系每年只能培養輸送20
名美術人才，在這種極度的反差下，周虞康親
自寫信給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提出不要國家增
撥一分錢，只要允許改革，自力更生，發展美
術系，努力爭取將招生人數在五年內達到每年
60人的規模。
很快，周虞康的提議得到了時任中共江蘇省
委書記的讚許。沒幾天，由江蘇省教委領導召
集南師大黨委書記、校長和周虞康到省教委開
會，宣布江蘇省委書記的批示，明確批准周虞
康同志的改革創意，在遵守國家法律的前提
下，通過改革自籌資金改善辦學條件，發展美
術教育辦好美術系。確定南師大美術系為江蘇
省高校改革試點單位，周虞康為負責人。
在南師大美術系任職期間，周虞康幹了三板
斧。第一舉措是聯合辦學。改革開放初期，國
家緊缺各方面的人才。周虞康在報紙上看到中
央有個委託代培的政策，內容是國務院各部委
和中央大型企業可以委託大學代培所需人才，
定向招生可適當降低錄取分數線，畢業後回到
委託單位工作，培養費用由委託單位支付。看
到這則新聞，周虞康就想到北京去試一試，能
否獲得蓋一個美術系大樓的資金。周虞康回憶
說：「我們沒有任何『關係』，只是一股改革
的激情，我們的投入只是幾張南師大的空白介
紹信。」周虞康是美術系黨總書記，他的願望
是想通過聯合辦學為學校蓋一棟美術大樓，當
時的校長歸鴻就告訴他可以代表整個南師大到

北京尋求聯合辦學的合作對象。從1981
年到1983年，周

虞康帶了20張空白介紹信，到北京跑了11趟，
找國務院十幾個部和國家部屬大公司交流洽
談。每次到北京，都住在中央美院於王府井的
一個招待所的集體上下鋪，每天住宿費5元人民
幣，早上吃的是燒餅油條，中午和晚上是陽春
麵，沒有住過一次高檔旅館，沒有請過一次
客。皇天不負有心人，到1983年，辛勤的汗水
終於結出了成果，南師大從石油工業部、中國
石化總公司和紡織工業部三個單位獲得了一次
性投資款5,8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的代培
費，每年還有學費一百多萬元。這筆錢，在當
時是一筆巨額資金，周虞康回到南京向校領導
匯報說，我們終於找到了合作的「大老闆」！
其二，從辦高考培訓班開始，自籌資金，並
與鎮江師專，鹽城師專合作開辦美術專業培訓
班等舉措，使培訓能力與辦學規模大大提高，
至1988年，南師大美術系每年招生人數已達
260人，其中包括研究生、本科和專科生，大大
超過預定的目標。

第三，招生多了，師資的數量和質量都不
足怎麼辦？周虞康想出了「回收優秀學生」的
辦法為美術系增加師資力量，將77屆畢業的優
秀畢業生召回，把社會上優秀專家調到學校
來。當時有位姓楊的專家，在南京一個印染廠
當設計員，他的美術設計獲得全國郵票設計一
等獎，為了把他調到南師美術系工作，周虞康
與所在工廠領導談了十幾次，最後以8萬元的出
資用於幫助工廠培訓設計人員為合作條件將該
專家調入美術系，後來這位楊姓專家成為正教
授，楊教授在美術系工作數年獲獎35次，培養
了不少專家。同時，在校內重用專業水平高的
教師，在中年教師中晉升尉天池為正教授，並
建立書法專業，在優秀青年教師中選拔副教
授，在學生中破格將吳為山留校擔任助教。從
外部調入十五名優秀人才，大大改善了教師隊
伍的結構與素質。由於在南師大美術系的一系
列改革成功實踐，1985年中共江蘇省委授予周
虞康同志江蘇省優秀共產黨員的稱號。

（二）
由於在南師大改革的成功，《光明日報》等

新聞媒體曾作長篇報道，這一改革引起了教育
界的關注。1988年時任浙江美術學院（簡稱：
浙江美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肖峰三次親
自到南京，要求周虞康到浙江美術學院工作，
因為當時的浙江美院同樣遇到了經費嚴重不足
的困難。但是，南師大和江蘇省教委堅決不同
意周虞康離開江蘇，當時南師大正向省政府報
批把周虞康調到校長助理的崗位，臨時擔任
「南師大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南師
大的校長歸鴻。
不久，時任江蘇省教委主任葉春生同志找周

虞康談了兩次，想把周虞康調到南京藝術學院
（簡稱：南藝）當副院長，將改革試點單位從

南師移到南藝。但當時浙江美院畢業的不少在
蘇美術界老熟人，多次做周虞康的工作，全力
推薦他去浙江美院，認為到了浙江美院更有利
於改革理想的實現。1988年8月，周虞康到浙
江美院介紹在南師大的改革經驗。到浙江美院
報到後，大概十來天時間，浙江美院院長肖峰
任命周虞康為浙江美院院長特別助理。
浙江美院當時的三產很薄弱，賺錢的部門只

有一個賣畫的門市部----西湖藝苑和只准出口藝
術品的進出口公司，而外國人買畫都是直接向
畫家買的。想為浙江美院找一個能賺大錢的平
台，就這麼一個小小的西湖藝苑門市部，怎麼
能完成校領導給予的承包任務？
當時，中美建交不久，中國的絲綢服裝在美

國很暢銷，但外貿部門規定，為了保護市場，
對絲綢服裝只准省絲綢公司一家出口；另外，
中外合資企業也可以出口本廠生產的產品。這
一句話裏蘊含着巨大的商機。為了獲得更大的
改革動力，從1992年到1995年，周虞康辭去公
職，承包浙江美院的三產，並託人請香港的至
親好友出資85萬元在寧波成立了一個「浙江美
藝絲綢服裝有限公司」，獲得產品出口權。有
了出口權，就找訂單，在美國找到了年銷3,000
萬美元的訂單；拿到了3,000萬美元的循環信用
證，以信用證為抵押向寧波工商銀行貸款3,000
萬元人民幣作為企業的流動資金。一切具備，
只差生產。一個85萬元的企業，買了五十台低
檔的縫紉機，怎麼能完成每年3,000萬美元的訂
單？於是企業開了招商會，向浙江全省各大型
服裝廠招商，當時內地經濟處於起步階段，訂
單少，尤其是外銷訂單更少，於是許多公司爭
搶他們的訂單，招商成功。但他們只負責加
工，產品統一由浙江美藝絲綢服裝公司出口，
就這樣公司成了當時浙江省寧波市鄞縣的三家
著名的外貿企業之一。
出口權、訂單、資金、加工能力等環
節全部解決，每年出口創匯3,000萬美
元，每年獲得利潤上繳浙
江美院，順利完成上繳浙
江美院1,900萬元任務，
超額460萬全部捐給浙江
美院。在完成上述款項任
務之外，浙江美院還
要求為學校蓋一所附

屬中學的校舍，建設費用全部由周虞康支出。
就這樣，一個實際與浙江美院毫無關聯的企
業，默默地為浙江美院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經
濟基礎。
通過承包經營，浙江美院大大發展了，買了
從日本進口的價值360萬元的電腦工作站的設
備。教職員工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周
虞康承包期間，浙江美院的教職員工每月除基
本工資以外，都還有一份額外收入。周虞康在
本應歸他個人所有的超額利潤中，只領到了以
美院名義投資的一家公司5%股份和一幅當時以
10萬元人民幣購買的潘天壽的《初晴》畫作。
文化部獎勵給周虞康20萬元現金，被他全額捐
給浙江美院幼兒園。
周虞康的改革實踐取得了成功，國家審計署
派出駐文化部審計組，對周虞康承包浙江美院
三產作出了客觀的評價。審計結論是周虞康超
額完成了承包任務，對浙江美院「作出了突出
貢獻」，為高校的發展創造出新的路子。1993
年中共浙江省委授予周虞康浙江省優秀黨員的
稱號；同年，教育部授予周虞康全國優秀教育
先進工作者稱號；1995年文化部授予周虞康全
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時任國務院分管
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周虞康，以示
鼓勵。

（三）
1995 年底，周虞康結束浙江美院三產的承

包，於1996年退休。退休後，周虞康再次到香
港招商引資，引入1,700萬美元，在杭州從事房
地產開發。他將退休約20年的工資全部上繳黨
組織作為黨費。
周虞康的拚搏奉獻，不僅奠定了南師大美術
系和浙江美院發展的厚實經濟基礎，他在杭
州、上海、南京、石家莊投資的房地產公司，
先後建造了多座優質樓盤，收穫豐碩。商場成
功的周虞康，熱心公益，捐資助學。他慷慨地
分別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上海
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多所院
校捐款。2006年，周虞康獲得民政部頒發的全
國十大慈善家第八名。
在與筆者交流過程中，周老多次告誡年輕

人，一定要牢記我們黨的宗旨，敬畏法律，恪
守良知。現已94歲高齡的周老，依然意氣風
發，鬥志昂揚，還在謀劃為祖國為人民創造更
多的福祉！祝周老身體健康！事業更上一層
樓！

●●圖為周虞康創立的房圖為周虞康創立的房
地產公司所建樓盤地產公司所建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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