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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记者走进
华茂美术馆大门，踱过
长廊，再过一道门，下几
格台阶，一处半沉降的
茶室便是徐万茂现在接
待访客的“隐居之地”。
领路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华茂美术馆是由著
名建筑师王澍设计，开
馆初期的两千多件珍藏
皆为徐万茂的私人收
藏，价值连城，并且免费
向公众开放。

徐万茂先生穿着蓝
色衬衣，慈眉善目，一边
操着四明山口音的普通
话，一边招呼记者喝茶，
言谈间思路清晰，年过
七十，聊了2个小时依然
精气神十足。说起家风
家训，徐老爷子说，他从
父母那一辈继承了四个
字：诚信、勤俭。自己又
加了两个字：不贪。这6
个字贯穿了他整个的商
业生涯，也时刻告诫后
辈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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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万茂的家风家训：诚信、勤俭、不贪徐万茂的家风家训：诚信、勤俭、不贪

1971年，本为宁波四明山区山民的徐
万茂，为了解决村子的吃饭问题，利用当
地丰富的毛竹资源，办起了竹编工艺品
厂，生产的工艺品很受欢迎。1982年，徐
万茂开始生产教学具和教辅材料，1991
年，经过摸爬滚打，华茂集团的学具“七色
花”开遍中国，市场占有率达70％。1998
年，华茂集团投资5亿元创办了浙江最早
的一批民办学校之一——宁波华茂外国
语学校，此后又联合创办了衢州华外和龙
游华外学校。

说起父辈对他的影响，徐老爷子笑着
说，“我老家在浙东四明山区，父母这辈没
读多少书，家里很穷，但父母信奉‘穷家不
穷路，来者就是客’。山路漫漫，家中常有
一些过路人来歇脚。有行医的，有做小买
卖的，甚至还有要饭的……只要对方有困
难，我的爷爷、爸爸、妈妈看到了，都会主
动请他们吃饭、喝茶，甚至住宿。另外，村
里谁家要是闹矛盾了，都很相信我爸爸，
叫他去调解，因为我爸爸为人诚信公道，
是个热心肠。”

徐老爷子非常敬重父母的品德，父亲
虽然识字不多，却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
这正是基于大家对于父母品格的信任。
这在他的童年时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如今的华茂有三个根本，即诚信是生
存之本；品牌是发展之本；教育是立业之

本，“诚信”被排在了第一位。
“我的母亲是个传统的女人。在我们

家里，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很明确。比如，
我母亲的补丁缝补得很好，我夫人很佩服，
只要是我母亲补的衣服，那都是无可挑剔
的。我经常对我的夫人说，一户人家，家里
的女人那是相当重要，俗话讲，吃不穷，用
不穷，当家不好一世穷。所以，勤俭持家也
是我们的家风。现在虽然有条件了，但是
我绝对不允许家里人随便浪费。”

因为家风严格，再加上言传身教，徐
老爷子对于家人不铺张浪费这一点非常
欣慰。也正因此，每次徐老爷子给后辈们
表心意，也常常会“吃瘪”。他的小孙子爱
好收藏钢笔，有一年在万宝龙专卖店，徐
老爷子想送一支新款钢笔给孙子做礼物，
那支钢笔大约几千美金，结果被小孙子拒
绝了，反而选了一支相对便宜的，小孙子
对徐老爷子说：“这支钢笔虽然是新款，但
增值空间不大，还是别浪费钱了。”

还有一回，因为小孙子学拍照，爷爷
想着“讨好”孙子，买个功能强大的相机，
结果也被孙子拒绝，说现在的功能够用，
别浪费钱。

“别想当富三代，但社会责任感要从
小养成。”徐万茂未曾停止给“第三代”灌
输这些思想，他觉得，这是徐氏家族教育
的基础。

在采访期间，徐万茂反复提到“不贪”
两个字，而集中的体现是一份家族协议。

2006年，他把集团的多数担子和一堆头
衔丢给了儿子徐立勋。

2007年的9月8日，徐万茂在华茂集
团管理读书会上提出华茂家族“分家不分
产”的原则。2008年8月10日，徐万茂正
式在家族会议上签订了《徐氏家族共同协
议》，从法律、民事、传统等多个角度，安排
了他自己和华茂集团的财产在未来几十
年乃至一百年的继承与分配原则。这成
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独此一家的家族企业
接班宪法。

“《徐氏家族共同协议》是我考虑的比
较长远的一个事情，百年华茂，它是以代
计算的，不是以年计算的，我究竟传给下
一代什么？传承不是只去传承财富，现有
的财富传给他们会导致各方面的后遗
症。于是，我确定了华茂资产“分家不分
产”的原则。下一代的企业红利可以分
配，企业股权不能拆分稀释，企业资产不
能动用。协议的制订，一是打破了他们的
依赖思想，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二是
减少了家族内部的纠纷。”

说起这份协议，徐老爷子有几分得
意：“我这一生，是从反对声中走过的。”他

回忆道，当年投资5个亿创办学校，被董事
们几乎一面倒反对，认为教育产业利润太
微，应该涉足房地产业，徐万茂最终获
胜。从那时起，他开始毅然的“由商转
教”，外界也冠以他“民办教育家”或“教育
企业家”的名号。

“家族协议一出来，又有人质疑，你这
么多东西都给社会了？家里人也不能理
解和接受，包括我夫人，认为多少总得给
后代留一点，我也没同意。让我高兴的
是，到现在为止，家中二代都已经接受并
支持这个决定。”

这份家族协议还阐述了如何保留家
族企业的大方向。比如以教育产业为主
的企业发展方向，“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
益第二”的企业原则。说到这里，徐老爷
子的表情严肃起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
提倡上市，我不跟这个风，我是做教育的，
你想，一旦上市就要对股东负责，教育开
始追求经济效益，怎么还搞得好？不上
市，我可以自我承担亏损。搞教育必须把
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离开了这个主线，
家族事业就危险了。到现在为止，我对儿
子的接班还是欣慰的，他继承了这个脉
络。把华茂精神代代相传，企业才能不断
的延续下去。”

传递着穷家不穷路的朴素家风

徐万茂

浙江鄞州区横街镇

人，1945 年 8 月出生。

竹匠起家，有教育家情

怀的企业家、慈善家，担

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华茂教

育集团董事长。

延续着家族文化理念和使命感

承担着对社会无限的责任感

采访中，老爷子对过往驰骋商场的种种战
绩总是轻描淡写，但只要谈到教育，他的眼神
里就明显发光。

“我父亲临死前遗言就是告诉我，我们的
下一代一定要读书，一定别忘了为发展教育做
些事情。重视教育、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
的家族文化、家族宗旨、家族理念。”

为什么要会想到建美术馆呢？在徐万茂
看来，家族企业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物质传承，
它的根本在于文化传承，企业只是这个文化传
承的载体。而家族文化必须跟企业文化契
合。他希望，徐氏家族的家族文化，除了诚信、
勤俭、不贪，最核心的，是要对社会承担起力所
能及的责任。而建立美术馆，正是教育艺术生
态链的一环。

2008年末，美术馆落成，徐万茂把自己收
藏的千余件中国书画作品和俄罗斯风格的油
画作品悉数捐赠，包括唐伯虎的《草堂话旧图》
轴、刘墉的《行书镜片》、齐白石的《水墨牡丹
图》轴、张大千的《大势至菩萨像》轴、吴永良的
《竹乡所见图》轴等，家里一件未留。儿女们有
些私下抱怨，心想留下几幅，被徐万茂直接拒
绝。现在的华茂美术馆，每年接待来访四万多
人，获得了“书藏天一阁，画集华茂堂”的美誉。

如今的华茂外国语学校，按他自己的话来
说，“可能路还比较长”。为了尽快实现素质教
育的全面普及，打造出“百年华茂教育王国”，
徐万茂又做了件痴狂的事情：在东钱湖投资近
20多亿创建国际教育论坛。项目以艺术教育
博物馆为核心，集论坛中心、配套酒店、文化集
市等多功能于一体。华茂的目标是要把东钱
湖国际教育论坛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教育、文
化交流平台。徐万茂想通过这个论坛构建起
一条完整的“产学研”教育产业链，让宁波的教
育走向全国、全世界。

华茂集团总裁助理何玉花告诉记者，当初
徐董要投资这个教育论坛时，因投资大、效益
慢，集团内不少反对声，但徐董非常坚决，多次
强调，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华茂来
说，就是最大的回报。

小孙子是现在唯一在徐万茂身边的“第三
代”，也在华茂就读，和他特别亲，祖孙俩还会
挤在一张床上睡。小小徐人小鬼大，有老师跑
来跟徐万茂“告状”，说他放学后常去高年级教
室转悠。小小徐解释说，“想看看教室的门窗
有没有关好”。这“爱管闲事”的个性，却是徐
万茂平时耳提面命的成果，“他已经有社会责
任感了。”祖孙俩还商量好，要是在学校里遇
到，彼此不要打招呼，免得惹人议论。“懂得低
调做人，也算是基因遗传了吧，哈哈。”对此，徐
万茂很是欣慰。

“做教育一定要有使命感，这就是支撑华
茂能够百年发展的精神支柱。”话题一转，老爷
子心心念念地还是教育。

记者 诸晓红 通讯员 张小飞 朱麟华

2017年7月12日,徐万茂走进已连续举办多年的“华茂·彩虹计划”公益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