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黄永东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ynews,com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特别报道
ZHENGZHOU DAILY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30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九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九

2008年8月8日，世界聚焦北京奥运。
开幕式演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由

活字印刷版拼出的三个“和”字，向全球的观众
展示了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汉字的演
变过程和独特魅力。

如今，电脑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当我们使用电脑熟练地用汉
字表达和交流时，却很少想到在 30年前，因为
电脑的进入国门，古老典雅、余韵悠长的汉字，
曾差点被汉语拼音字母所取代，中华民族悠久
的古老文明，在网络时代席卷全球之际，曾经
沉默，失语，有着被信息时代拒之门外的危险。

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这一切，是以汉字
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信息时代伊始，曾经面
临过的巨大挑战。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普通民众
最初接触电脑的时候，就有一种叫做“五笔字
型”的汉字输入软件一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可以完成快捷方便的汉字输入。

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发明家，不是别人，
他就是我们河南的王永民，是他发明的“五笔字
型”，使得中国汉字顺利地进入了信息时代。

震惊世界震惊世界

“五笔字型”曾获得中、美、英三国专利，河
南人王永民被国内外媒体誉为“当代毕昇”和

“将中国带进信息时代的人”。同时，“五笔字
型”被中国科学院列入“20 世纪全世界 100 项
最伟大的发明”之列，与相对论和克隆技术相
提并论。

一个小小的发明，居然能和引发物理学革
命的相对论并列，是否略显夸张？这还得从30
年前说起。

1978年，供职于南阳地区科委的王永民在
工作中发现，日本发明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
使用起来有很多弊端，决定发明一种输入键
盘，取代这种机器。

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五笔字型”开始了

它漫长的孕育过程。
当时，国内的汉字输入键盘

都是很笨重的大键盘，几种常用
的输入法也很不合理。对于王永
民发明汉字输入小键盘的想法，
更多的人是一种讥讽的态度。

想来也是，汉字浩如烟海，怎
么可能用 26 个键的洋键盘来输
入？这不是非要削足适履么？当
时研究所的计算机都是大块头，
配一个大键盘倒也没什么。可是
谁能想象，轻便的个人电脑，也都
配上188键的大键盘，会是什么样
子呢？

因此有人悲观地预测，难以便
捷输入的汉字将在信息时代消亡，

被字母标示的汉语拼音所取代。
难道那些凝聚着祖先智慧的方块字，那些

承载着厚重历史，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汉语
文化，就要消失在数字时代的代码洪流中？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输入技
术的落后，可能导致中国文化在信息时代的失
语。这样一来，西方文化将会成为网络媒体中
的主流话语。

幸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王永民用
了5年的时间，发明了“五笔字型”，从此汉字也
可以在洋键盘上快捷输入。

西文的所有单词都由 26 个基本字母组
成，所以用 26 个字母键就可以简单快捷地输
入。“五笔字型”最初的创意，是将汉字字型的
基本单位——字根笔画拆解开来，完成一个整
字的输入。

这些字根品目繁多，最初有 100 对重码，
而且要分上下档，做出来的依然是笨重的大键
盘。减少字根，压缩键位成了最大的课题。

138 键、90 键、75 键，直到 1980 年 7 月 15
日，62键的方案敲定，在武汉召开的汉字编码
会议中引起轰动。

1982年 6月 2日，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兼科
委主任的罗干同志在办公室和王永民见了面，
将科委的机动经费 10万元全部批给了王永民
做研究资金。

改革开放，科技先行，党和政府对科技工
作的高度重视，使得王永民力求做到最完美。

这一年隆冬，王永民带着 36 键的优化方
案，来到了保定，在华北终端厂上机实验。

当试验成功的一瞬间，王永明心里冒出个
自己都吓了一跳的想法。

“否定它！36键方案占用数字键，输入数字
时需要换挡，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立刻就要
做出26键方案，而且就在保定的旅馆里现做！”
王永民提起26键的最初诞生，仍然有些激动。

顶风冒雪去印刷厂切卡片，在旅馆的地板
上，抄编，校对，终于把数字键解放出来了，26
键方案，就在异乡的风雪中，带有戏剧色彩地
成功了。

26 键，也就意味着，在输入西文的字母
键盘上，同样可以打出最古老的象形文字
之一——汉字。

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技术时代，获得了与西
文平等交流的权力！

1983年1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四，“五笔字
型”第一次在ZD2000上实现了。

1983年8月29号，“五笔字型”通过河南科
委组织的高级专家鉴定会。会上郑易里激动
地发言：“从今天开始，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相
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发明的巨大
意义，一时还难以估计。”

1984年，五笔字型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演
示，当汉字在电脑屏幕上以每分钟 120个字的
速度跳出的时候，在场官员目瞪口呆。

王永民回忆当时的情形：“一位官员下意
识地把键盘翻过来看看，好像不相信那是普通
的键盘，以为施了什么魔法。”

王永民和他的“五笔字型”声名远播，美国
《华侨日报》以《举世称难，今迎刃而解》为题，将

其称为“中国软件大突破”；光明日报、新华社则
将“五笔字型”的意义与活字印刷术相提并论。

“五笔字型”为中国汉字颁发了进入信息
时代的通行证。

当然，这些评价对于“五笔字型”来说，都
是当之无愧的。在我们刚刚对世界打开国门
时，它就开启了中国文化与日新月异的信息时
代沟通互动的新纪元。

风靡全国风靡全国

可以说，“五笔字型”在改革开放伊始，电
脑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就冲破了国内普遍的

“汉字输入必须用大键盘”的思想束缚，解决了

中国文化与信息时代接轨的问题，这个意义，
比输入法本身要深远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五笔字
型”开创了汉字输入的新纪元，古老的汉字文
明在信息时代和网络世界，被赋予了与西文平
等的话语权。

但是，有很多发明由于不能推广，都被人慢
慢地遗忘，“五笔字型”的命运也会是如此么？

1984年，王永民带着一台PC来到北京，入
住地下室开始宣传“五笔字型”。

“五笔字型”渐渐地为更多的单位和个人
所熟知，上百个中央国家机关和10多个省市都
使用他的技术。汉字输入技术的革命性创新
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掌握，使用。

1989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年，这时已有不
少单位和个人拥有了自己的电脑，文字处理技
术的推广正当其时。

正如前文所述，那个时代所谓的电脑培
训，实际上就是“五笔字型”培训。

这一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参加过
电脑培训的郑
州人想必都有
体 会 ，当 时 凡
是学过电脑的
人，都能用“五
笔 字 型 ”完 成
高速的文字处
理。

“ 五 笔 字
型 ”成 功 地 在
全 国 推 广 开
来 ，完 成 了 它
最 初 的 使 命
——在数字空
间 保 留 汉 字 ，
在信息时代传
承文化。

为 了 让
“五笔字型”尽
快地造福于社
会，王永民在人
民大会堂宣布，

王码电脑公司将最新成果“王码5.0版汉字操作
系统软件”，不加密国内开放，也就是说，只要是
中国人，使用这种系统软件，可以完全免费！

王永民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中说：“当时
很多的计算机不能很好地处理汉字。我们王
码公司开发了一个能够处理汉字的这样一种
软件。如果让我们的用户花很多钱来去买这
个软件，会影响我们汉字的应用和发展。所以
就决定这个软件向全社会公开。”

王永民开放软件使用权的举动，在国内外
计算机界前无古人。在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
公司的经济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王永民选择
了前者。

在信息数据的包围中传承传统文明，捍卫

汉字文化，这也是为了让“五笔字型”更好地履
践它的使命。

小软件折射大时代小软件折射大时代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转眼进入21世
纪，人们的选择趋于多元化，包括小小的汉字输
入法软件，如今也有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

微软拼音，智能ABC，清华紫光，包括现在
每日都更新词库，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搜狗拼音
输入法，相比之下，需要一段时间的记忆和学
习才能上手的“五笔字型”好像风光不再。

学电脑等于学“五笔字型”的时代仿佛一
去不复返了，现在的电脑功能强大，网上冲浪、
图片处理、视频剪辑、动画制作等等，也不再单
纯的以文字处理为主。而更多的输入法选择，
也让偶尔的文字处理变得简单容易。

难道“五笔字型”就此要淡出人们的视野么？
郑州电脑培训界的一位业内人士很肯定

地告诉记者：“不会。”问及原因，他说：“首先，
拼音重码率太高，单从速度上，还是无法和‘五
笔字型’相比；其次，说拼音打字速度高，是仅
限于一些常用短语，日常用语来讲，但是如果
是专业性很强的文字输入，比如文言文，或者
一些科技论文的话，拼音的劣势是很明显的；
最后，汉字和西文不同，西文的字形就是字音，
而字形和字音是汉字相对独立，却又不可分割
的两方面，无论是笔画输入还是拼音输入，都
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的位置，所以输入法的
多元化是必然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择自己喜爱的输入方式，没有必要去考虑
谁将会去取代谁。”

汉字输入法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五笔字
型”的一枝独秀，到现在一片繁花似锦，其实折
射出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汉字
面临失语危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使用汉字
的人们，如今可以自由选择表达思想的输入方
式，与世界沟通对话，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2008年 1月 8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王永民和他的
王码五笔字型被授予 200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奖。此时，距他 1978年起步研究“五笔字型”，
已经整整过去30年。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输入法可以选
择使用，但我们不应忘记，是河南人王永民的

“五笔字型”，第一个为中国汉字打开了进入信
息时代的大门。

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步，王永民也进
行了一场汉字输入法的跨世纪革命。

这是一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虽然只
是一组小小的键盘，却使得一种内蕴厚重的古
老文字在当代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使得一个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
改革开放之初，便畅通无阻地进入了电子信息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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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个农民农民1414年不间断的热心年不间断的热心救助救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国赵国锋锋 文文//图图

核心提示

54 岁的洛阳市白马寺镇农民亢社欣从
1994年开始义务抢险交通事故，14年间，他义
务抢险700多个交通事故，救助伤员700多人，
40人在他的急救下获得新生，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好评。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的生意，一心一
意抢救人，自己的家成了110的报警点，交通事
故报警点，洛阳市的司机都知道他。去年他被
评为“温暖2007河南十大爱心人物”。

农民农民1414年使年使4040人死里逃生人死里逃生

在洛阳市白马寺镇董村洛常路（洛阳至孟
津县常袋乡）路边住着一位叫亢社欣的农民，
54岁的他从 1994年开始至今，不管白天黑夜，
还是刮风下雨，先后义务抢险 700余个交通事
故，救助伤员 700多人，其中 4０人在他的急救
下获得新生。

走进亢社欣简陋的家里，满墙挂着 20 多
面锦旗，这些锦旗都是他救助过的人送的，提
起曾经救助的人，老亢记忆犹新，他拿出厚厚
两本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讲述起一次次惊心
动魄的抢险历程。

2006年 11月 22日傍晚，亢社欣驾驶自己
的救援车经过 310国道一个技校门口时，发现
马路中间躺着一名女子，头破血流，而来来往
往的车辆都纷纷绕行。亢社欣立即停车，用自
带的绷带对女子进行包扎后报警。急救车和
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受伤女子经过抢救脱离生
命危险。他与交警一起排查线索，当晚将肇事
司机抓获。

2004年 7月 5日，一重要来宾到白马寺参
观，车队刚刚进入白马寺寺院，两边滞留的车
随即放行。争先恐后的两辆客车相撞，接到报
警的老亢到达现场，虽然两车撞死2人，但他利
用 6分钟将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维护了洛阳形
象。他说：“这是我十几年处理最快的一次，当
时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
亢社欣为何如此热心救助？

切身经历使他热心救助他人切身经历使他热心救助他人

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

祖国大地，当时家庭贫困的亢社欣也想靠自己
的驾驶技术发家致富。1982年他东拼西凑借
了一笔钱到郑州买了一辆旧货车开始跑运输。

1992年 6月，他驾车往重庆达县送货，山
路陡峭，因刹车失灵，他驾驶的车撞在了石壁
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被隔在了深山里，
等待着交警来救援。湿冷的山风一阵阵吹来，
他冻得瑟瑟发抖，渴望吃一口热饭。当地纯朴
善良的一位山民看到后，翻越两个山头，给他
送来米饭、炒茄子，还带来被子，陪他度过寒冷
的夜晚。这次受恩让他终生难忘。

老亢弟兄 4个，他是老大。在他的带领下
弟兄4个都搞起了运输，也都出过车祸，每次出
车祸都遇到了好心人的无私帮助。这让他十
分感动。

考虑到跑运输的危险性大，后来老亢不再
开车，在公路边开了一个小饭店和一个汽车修
理部挣钱。因为自己是修车的，只要附近发生
交通事故，乡亲们都跑来喊他出面救助。1994
年 12月 29日下午７时，正在饭店内忙生意的
亢社欣听到路边刺耳的刹车声。他下意识地
跑出饭店，只见一标致轿车把一小女孩撞倒后
仓皇逃逸。老亢没看清楚车号，他跑过去抱起
小姑娘，一看伤势严重，想拦车把姑娘送到医
院，但一辆辆汽车都不停。20分钟后他才拦到
一辆车将小姑娘送到医院，可惜为时已晚，最
终没能保住７岁小姑娘的生命。这让他痛心
疾首：“如果第一辆车能把姑娘送到医院，孩子
是不会死的。”

小姑娘离去的悲惨情景深深刺痛了亢社
欣的心，让他坐卧不宁。第二天，他就去买了
一辆人力三轮车，开始参与交通事故救助，尽
力挽救受伤者的生命。接着，他自己投资
10000 余元，购买了一辆小型卡车，车前挂上

“关爱生命，出行平安”的横幅，这辆“事故急救
车”拉开了他长达14年的义务抢险序幕。

申请设立交通事故报警点申请设立交通事故报警点

随着车辆日益增多和高速路的开通，交通
事故也越来越多，有些交通事故由于离市区远
往往耽误救助的最佳时机，本来可以挽救的生
命，因救助不及时而死亡。亢社欣干脆主动去
找洛阳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领导，要求在自己
家里设一个交通事故报警点。交警第五大队

队长一听，高兴地拍着桌子说：“这是大好事
儿，我们没理由不同意，我马上让他们办理！”

于是，亢社欣花费 2000多元制作的“事故
报警点，电话63715702”牌子挂在家门口，修理
厂门口也挂出了“交通事故报警点 24 小时值
班”的牌子。又自费添置了钢丝绳、撬杠、灭火
器等抢险工具。从此，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
交通安全义务宣传员和事故抢救员，只要洛阳
市 110接到亢社欣家附近的事故报警，首先通
知他，他也是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一年四季，
不管白天黑夜，他风雨无阻。

改装的救援车全国独一无二改装的救援车全国独一无二

2004年７月的一个夜晚，一辆轿车在孟津
县郊区翻车后起火。等他赶到后，整辆车已被
大火吞噬。他从车上拿出灭火器，可火势太
猛，不能靠近，他急得直蹦也无济于事，眼睁睁
看着人被大火烧死。这次教训很深刻，消防车
辆一般都在市区，郊区一旦有火灾，很难在有
限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加上周围村庄经常发
生火灾，如果能把自己的交通事故急救车改装
成为既能救助交通事故，又能进行消防那该多
好啊？

亢社欣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在 2005 年麦
收之前自费制作了一辆“多功能消防车”，这个
车上安装有容量２吨的两个水箱和皮管、喷水
枪等消防设施。他的车成了“交通安全、事故
抢救、消防抢险”一车三用的多功能消防车，巡
回奔驰在农村、社区。

“以救人为本。遇到大火，他将水源集中
在能救人部位，这样才能保证有效救援。”这是
老亢的救助原则。一年多来，老亢的“消防车”
不仅在车辆起火的事故中派上了用场，还帮乡
亲扑灭了几次火灾。

洛阳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宋海波
说：“老亢改装的多功能消防车十分实用，适合
农村、高速公路和狭窄街道交通事故处理和消

防。”有人说，他改装的“多功能消防车”完全可

以申报国家专利。“我的这些设备虽不是专家

设计出来的，但很实用；去年４月份，省交警总
队领导看到我的抢险救护车，还给予了肯定。”
亢社欣评价自己的“杰作”。

记者在亢社欣 600平方米的后院看到，院
内停放着两辆改装的抢险救护车，车上放有担

架、驾驶室拉伸机械、警示桩、急救包、反光背
心、吊装设备等。抢险车两侧喷着交通安全宣
传漫画、标语，车顶放一大喇叭。

他希望救助电话响得越来越少他希望救助电话响得越来越少

为了把交通事故救助做到极致，老亢还抽
时间到医院学习了急救常识。

前年1月24日，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福
建华侨从互联网上看到亢社欣的事迹，从美国
打电话到老亢家，他说：“我看了你的义举十分
感动，我要支持你，我在美国一个月的收入是2
万元人民币，我可以在资金上支持你。”他要寄
钱给老亢，被老亢婉言谢绝。

洛阳交警五大队事故中队长说：“这些年，
辖区事故发生率连年下降，这与老亢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

第五大队大队长痛快地说：“哎呀！太爽
了，像老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大好人呀！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
的人。”

这些年来，洛阳交警支队领导和河南省交

警总队领导对老亢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逢
年过节都上门慰问老亢。

然而，他义务救人还被很多人说是在“发
财”。这些人认为：现在的人，不憨不傻的都知
道“捞钱”，老亢忙前忙后救人，事后谁不给他
送钱酬谢？如果不挣钱，他会那么忙活？

“送钱的人真有，但我怎么能收人家的钱
啊！”老亢说。

2002 年８月 13 日凌晨４时，洛常路十里
铺村发生一起大货车与拖拉机相撞事故。老
亢一如既往地抢险救人，当两名陕西人出院后
登门感谢，给老亢递上 5000元，亢社欣说：“你
们能健健康康地来看我，就是最好的礼物。”其
中一人为此跪地不起，老亢耐心解释说：“收你
一分钱，就是玷污了我的名声，我要是想钱，咋
会舍了我的饭店……”

问及今后的打算，老亢毫不犹豫地说：“只
要发生交通事故，只要我还能动，只要接到报
警电话，我就要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他
告诉记者：“我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人们在看
到别人遇到困难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二是希
望我的交通事故救助电话响得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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