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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甘宇祥：为天地立心

记者：EMBA可以直接为你的事业
提供帮助，哲学为你带来什么收获？

甘宇祥：当学生们喊我甘校长时，
我就有了一种崇高感，我的人生理念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哲学为我确立了人生的坐标，特别
是中国传统哲学（国学），管理哲思博大
精深，帮助我能以修身、克己、爱人的胸
怀，团结和带领员工，向更高目标迈进，
实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之古训。

记者：联大下一步是否打算向外扩
张？在社会公益事业上有什么发展计
划？

甘宇祥：准备向北京、上海发展，河
南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比较谦
虚，其实很多河南本土培训机构的实
力，不比北京、上海名牌机构差。作为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专业
委员会的首任理事长，甘宇祥呼吁中原
的优秀本土教育培训机构完全可以入
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应该局限于
只在河南本地向下发展，应该逆势而
上，发挥自身的项目优势，这样才更具
有生命力。

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启动了“爱心
联大，爱我中华”的慈善计划，校长以身
作则，首先在员工中提倡儒家的孝道，
爱父母、兄长，由血缘的爱再上升到对
国家的爱。这次和李灵学校的牵手，就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心教育课。

记者：在很多教育培训机构，为降
低成本，让教学的老师辅助进行管理、
行政工作，但联大却有专门的教学管理
人员？这样做成本不是高了吗？

甘宇祥：联大始终坚持双核心发展
战略：教学质量和教务管理两个核心。
联大有300名教职员工，一半是教务管
理人员，一半是专职教师。如果让教学
老师辅助做管理，成本肯定会低一些，
但术业有专攻，老师们是专业做教研教
学的，分散精力做教务管理，会对教学
有影响，而且不见得做的好。

我这个校长就专业做管理，专业做
“后勤”，不讲课，因为外语水平也不
高。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短期看，是增
加了成本，但是管理规范了，对学校带
来的利益更大，且让学生和家长能在联
大不仅收获专业知识，还能享受联大高
品质的管理增值服务。

记者：师资是培训机构的生命线，
目前有培训机构倾向于高薪请名师兼
职，联大在师资建设上是否也这样做？

甘宇祥：在起步阶段，基本是外聘
名师，但现在联大建立起了自己的全职
教师队伍，因为即使外聘的教师水平很
高，但学校对他的约束力很差，而教育
是个持续的过程，如果这个名师讲个两
个月的课，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来了，对
学生是个损失，因为每个教师的讲课思
路、方式是不一样的，换个老师，学生还
要重新适应，整体教学计划被打乱。兼
职教师也不易执行、贯彻校长的教育理
念，因为这种合作关系太松散。

顾恺之是晋朝最著名的画家。他每次吃甘蔗，都是先从甘蔗尾吃起，慢慢才吃到甘蔗头。这
正好和一般人的吃法相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顾恺之回答说：“这样吃才能渐至佳境呀！”

作为在外语教育培训行业的领军人物，由大语种到小语种，是个规律。但从大别山区走出的
甘宇祥倒过来了，由小语种到大语种。倒吃甘蔗的甘宇祥事业为何能越做越大、渐至佳境？教师
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晚报记者 唐善普 李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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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宇祥：倒吃甘蔗 越吃越甜

孩子们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好学校。在参
观过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后。中国最美乡村女
教师李灵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昨日，坐在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有 200 平
方的落地景观玻璃屏国际俱乐部里，谈起李灵
的感叹，联大“掌门”甘宇祥说，位于周口市淮
阳县的李灵希望小学现在还比较艰苦，不过他
上学时的条件更艰苦。

上世纪70年代初，甘宇祥在信阳大别山区
上学，现在人可能想象不到，从小学到初中，甘
宇祥用的都是泥巴糊的桌子，自己从家里带凳
子。教室的泥巴墙上掏个洞，就是窗户。因为
豫南雨多，教室后墙经常垮塌带“天窗”，一米来
高的男孩子为省事，往往翻后墙而过。“记得小
学三年级教室塌了，辍过学，学校让我们自己找
学上，我去外乡的村办小学，翻山越岭坚持了几
个月。上初中时，三个村办联中合校，那时不住

校，每天早上去、中午回，吃完午饭就得赶快去
学校，一天四个来回，山上几乎没路，是我们这
些孩子走出来的，去年国庆节我带着儿子回这
个曾经就读的初中重温旧梦，没想到从学校走
到老家整整用了两个小时！”甘宇祥谈到儿时艰
难的求学路，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从贫穷山村考上大学进城的
“凤凰男”几乎都有胃病，中学住校时，每周回家
一趟，老母亲水煮黄豆，多放些盐，用玻璃罐头
瓶装满一瓶，够一周吃的，算是菜，常年吃凉菜，
胃都落有毛病，如果打学校的菜，五分钱豆腐
汤，一角五分钱肉丝汤，太奢侈，吃不起。

硬件差，软件也不尽如人意，甘宇祥回忆
说，上小学时，初中生当老师。上初中时，高中
生当老师。但艰苦的条件没有磨灭甘宇祥的
斗志，在泥巴糊的桌子上，甘宇祥仍然取得了
比木桌木椅的城里孩子还要优异的成绩。不

过令出生贫寒的甘宇祥抱憾的是，由于村里老
师英语水平不高，自己现在的英语发音还是

“信阳英语”。
中考时，当时的英语满分是 50分，但甘宇

祥只考了 6分，“基本是蒙的，选择题瞎画。”甘
宇祥说。

英语给甘宇祥的伤害一直持续到高考，高
考英语只考了 60分，把总分拉下来 20多分，不
然肯定考上更好的大学。时隔20年了，农大毕
业的甘宇祥淡忘了很多事，但人生中被英语绊
倒的两次，他仍是耿耿于怀。

“虽然农村师资薄弱，但老师对学生都非
常好，在那种环境条件下代课，老师比学生更
艰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通过媒体，向我的
恩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您们，祝您们晚
年幸福！”甘宇祥向记者一再嘱托要把他的心
愿写上。

2000 年，做出国中介业务的甘宇祥，在朋
友劝说下，开了个法语培训班。从小未遇到名
师的甘宇祥在起步阶段就为自己定了个规矩，
一定要把最好的老师介绍给学生们，让自己的
遗憾不再重演。

从上海、北京等地请来的名师，让学生们
尝到了甜头，甘老师的班老师“牛”，当这样的

说法在坊间口口相传，甘宇祥的事业开始腾
飞。法、德、韩、日、俄、西班牙语培训相继展
开。

甘宇祥说，外语培训一般是从英语开始，
英语是大语种，学的人多，法语、德语都是小语
种，由大语种到小语种，是由易到难，而自己从
小语种开始，好比是倒吃甘蔗，小语种能做好，

大语种就轻松一些。
在把名师推介给学生们时，已是成功人士

的甘宇祥也开始了拜名师、增学问的过程。他
来到了中国最牛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先
在这里学习了EMBA课程，学完后，还觉得不过
瘾，又读起了哲学系国学研究生课程，国学一
口气读了三年。

学校简介
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创建于2000年5月18日，以“投身于教育，奉献于民众”的办学理念稳健发展，教职员工近

300人，其中外教专家近20人，各层次在校生达9000余人，在郑州市内有七大教学区，年培训学员突破3万人次，近期
顺利完成了省科技馆校区新教学楼的扩建工程。目前除英语项目外，数理化项目也收入囊中。

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是中国首批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具有聘请外教专家任教资格的外国语学校。该校是
一所涵盖英语、日语、德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语种的综合性外语学校,受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
室、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公安厅全省联合表彰的唯一一所民办外语培训学校，被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教育局多
次评为民办教育先进单位。甘宇祥本人曾被市教育局评为依法办学先进个人，被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聘请为
外事工作廉政监督员。今年6月，他又当选为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首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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