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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11日<<<
巍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

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
日报刊登。

1982年<<<
历时20年创作的抗美援朝题材长

篇小说《东方》获得首届矛盾文学奖。

1988年3月<<<
由胡大白创办的黄河科技专科

学校更名为“黄河科技大学”。此时，
学员发展到 8000 多人，专业由两个
发展到十几个，教学点也由一个发展
到30个，遍布郑州市的各个角落，被
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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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爱的人”
奠定文学地位

1920 年，魏巍出生于郑州，1937 年抗日战争
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仍长期在部队生活，专门从
事散文及小说的创作，曾担任《解放军文艺》副总
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
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部队
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

魏巍属于在中国人民觉醒起来进行革命、在
动荡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尽情地吸
吮着生活的乳汁，孕育出枝繁叶茂的文学之树。

魏巍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谁是最可爱

的人》。抗美援朝期间，魏巍三次赴朝，他与战士
们同吃同住，深入到战争最前线，积累了大量第
一手资料，最终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

《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
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反响很大。其中，

《谁是最可爱的人》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并被
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随后还被选入全国中学
语文课本，“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

[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谁是最可爱的人》红遍全国后，魏巍笔耕不

辍，历时 20年创作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
方》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这部长篇小说与

《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一起构成了魏巍的“革
命战争”三部曲。此外，魏巍还创作了诗集《黎明
风景》《不断集》《红叶集》，散文集《幸福的花儿为
勇士而开》、《壮行集》，杂文集《春天漫笔》等作品。

那篇使亿万读者热泪盈眶的《谁是最可爱的
人》影响了几代人，“最可爱的人”成了人们对人民
子弟兵最亲切的称呼，而他自己也化身成了“最可
爱的人”。在长期的工作中，魏巍与战士们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他生前最喜欢别人称他“诗人、战士”，
魏巍的儿子魏猛说：“1998年，一位朋友送给父亲一
个志愿军战士雕像，他非常喜欢，把雕像放在桌上
反复看。”而这个雕像，也一直陪到他生命最后。

[魂牵梦萦情系故土]
当年，魏巍是瞒着家里人去当兵的，他在郑州

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成年后，魏巍在郑州的时间
极少，但他对故乡的那份浓浓深情却从未消
减。在外多年，亲情所系，故乡之情，在他创作的

《寄故乡》一文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尽管
他乡的水更甜，山更青，他乡的少女更多情，他
乡的花草湖光更温柔，然而，人仍然是爱他的故
乡的……”

数年前，《郑州晚报》曾采访过魏老，他对故
乡的眷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7 岁师范毕业
离开郑州参加八路军后，他曾回老家郑州两次，
一次是 1950 年 30 岁时，一次是 1988 年 68 岁时，
特别是第二次，他惊叹于家乡的巨大变化，虽然
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但故乡的一切都让他倍
感亲切。

“是这座城市养育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也
是从这座城市走上革命道路的，郑州是我可爱
的故乡。”魏老说：“故乡，是你的生身之地，那
里有你的历史、血脉、记忆，有先人留下的身影
和劳作。”时年 81 岁的老作家的殷殷思乡
之情溢于言表。

2008 年 8 月 24 日，88 岁的魏老带着他
浓浓的思乡之情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他的故乡。按照老人的愿望，子女
们将老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河南
福寿园，魏巍终于回到了魂
牵梦萦的故土。魏巍是郑
州的光荣，家乡的人们永远
崇 敬 他 ，永 远 怀 念
他，永远铭记他。

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人民子弟兵树起一
座英雄丰碑，更让人们牢牢记住了作者魏巍。这位
河南郑州人，在88年的时光里，留下了《依依惜别
的深情》《东方》等激情洋溢、真实感人的作品，其中
浸透着积极向上的信念，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本报记者 秦 华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由本报记者 李焱宋晔 摄

胡
大
白
∶
一
所
民
校
擎
大
旗

遇挫志坚
事业艰难起步

胡大白生于 1943 年，那个充斥着饥荒
的年代，生不逢时，却练就了她坚韧、吃苦的

性格。从小学习成绩就优秀的胡大白提前
一年考进了郑州大学中文系，在 1964 年大
学毕业后，到郑州十三中教学。1975年，回
到母校郑州大学，在中文系任教。

看似顺风顺水的生活和工作，却被一场
飞来横祸打破了。1981 年 12 月 8 日夜，38
岁的胡大白在修武县的国家建工总局干校
讲课期间，煤气中毒的她晕倒后碰翻水壶被
开水烫伤，全身重度烧伤面积达37%。昏迷
12天后虽然醒了过来，却因伤势太重只能躺
在床上，且一躺就是3年。

躺在床上的胡大白坚持每天看新闻、听
广播，当听到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而高校入学率低
的情况时，她脑子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开办自学考试辅导班。

“凡在本班学习考试不及格者，退还全
部学费。”胡大白的广告词颇具吸引力。
1984 年 10 月 31 日，胡大白靠 30 元创办的

“郑州自学考试辅导班”在郑州四中一间破
旧的音乐教室开课了。开学第一天，共来了
143名学员。

1985年4月，辅导班首期学员开始接受
全省自学考试检验。胡大白辅导班迎来了
首轮大丰收：各项成绩居全省第一，7 门课
程的成绩，全省21个前三名，该辅导班学员
占了16个，平均合格率87%。

就这样，胡大白的辅导班“一夜成名”。
第二期辅导班上，人数骤增到2000多人，第
三期学员锐增到5000多人。

脚踏实地
首创全国民办高校

办班的成功让胡大白深受鼓舞，也使
她下定决心开办一所学校，校名定为“黄河
科技专科学校”。

1988年 3月，经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黄河科技专科学校更名为“黄河科技大
学”。此时，学员发展到 8000多人，专业由
两个发展到十几个，教学点也由一个发展到
30个，遍布郑州市的各个角落，被称为“没
有围墙的大学”。

为了安排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胡大白
有了更高的目标——建设自己的校园。
1994年年初，黄河科技大学被国家教委批准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校名改为“黄河科技学
院”，成为全国第一所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
专科高校。同年8月，黄河科技学院航海中
路校区综合楼建成，学校有了自己的“家”。

胡大白认为，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不但要有专科学历教育，还
应该有本科学历教育。胡大白多次前往北
京，提出专升本的申请。2000年 3月，教育
部批准黄河科技学院为本科普通高校，该
校成为全国民办学校中第一个实施本科教
育的学校。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黄河科技学院的
“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具有南、北两个校区，
校园面积2100亩，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
有47个本科专业、2.5万名在校生。

肩扛重任
让学子风光“出嫁”

20多年来，胡大白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
民办教育发展之路，共为国家培养了 10 万
名本专科毕业生。

胡大白对自己和学校的定位是：办一所
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怎样做到最负责
任？胡大白掷地有声：“不仅让学生学到知
识，还要让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

结合市场需求，黄河科技学院着眼于
“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了“本科学历教育
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着力培养“一专多能、一人多证”的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连续 5 年来，该校毕业生就
业率一直保持在 96%以上。

功成名就，有口皆碑，胡大白并没有止
步。谈到以后的规划，已经 71 岁高龄的胡
大白句句还是离不开学校和学生：“希望我
们的学院体制更加完善、发展更加科学，给
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为他们的人生、职
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创造我国民办教育的数个第一，先后荣获中
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首届全国民办教育
十大杰出人物、中国好人、感动中原人物等荣誉称
号，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被任命为中国民办教
育协会监事会主席，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胡妈
妈”，她就是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在别人看
来，她的一生可谓是一部传奇，但她自己总说：“我
只是顺应了国家发展和老百姓的需求，是改革开
放的大潮推着我前进。”

胡大白校长正在给学生作报告。

□本报记者 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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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8年的时光里，魏巍留下
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