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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王广亚郑州办学记
□陈鲁民（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1928年，郑州撤县建市
□徐有礼（郑州大学教授）

郑州晚报、郑州二七纪念馆联合主办郑州晚报、郑州二七纪念馆联合主办

郑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
在 3600 多年前就是商王朝的国都所
在地。直到 20 世纪初，郑州仍然保持
着封建社会农业性消费城市的特征。
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的交会使郑州开
始了近代化的转型。1928 年 3 月，郑
州正式建市，为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新
的机遇。

1927 年 6 月，武汉政府北伐军占
领郑州、开封。新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对于郑州市政，特别注重”，并
于 7 月 27 日成立郑州市政筹备处，委
派王正廷（后刘治洲）为处长。1928年
3月，河南省政府决定郑州市政筹备处
改为郑州市政府，并依法呈请国民政
府批准，正式任命刘治洲为郑州市市
长，“依中国国民党党义及中央政府与
省政府之法令，综理全市行政事务”。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开埠具有更
多经济动因，那么，国民政府时期将中
国古代特指交易物品固定场所的“市”
作为一级政权，则包含了从经济到政
治向现代都市的发展趋势。有着地
理、交通、贸易等得天独厚优势的郑州
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

新的郑州市政府设立财务局、社
会局、工务局、公安局及秘书处，聘参
事、技师、技士若干。与一般县相比，
行政机构“局”高于“科”，所辖事务中，
土地事务、街道建筑等土木工程、统
计、公共卫生、公共娱乐场所管理等更
具有建设现代城市的职能。市区划从

原郑县城区析出 10.5 平方公里，设计
人口 25 万左右。此后，《郑埠设计
图》、《郑州新市区建设计划草案》等城
市规划方案先后公布。同时，省政府
派员对郑州市财政进行划分，如市区
内地亩附捐、契税附捐、铁路脚夫公益
捐、砖瓦窑捐、牲畜捐、庙产等，均明定
标准与县政府划分清楚。

郑州城区的扩大与人口的增加互
为因果地同步发展，新形成的商业区
在吸纳各种商品的同时，也吸引着全
国各地的经营者、求职者等各色人
等。在人口发展的过程中，郑州非农
业人口的增长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标志。20 世纪 30 年代，郑州人口
构成中，非农业人口占 60%强。其中
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服务行业从业人
员。同时，在郑州工业、商业和服务行
业中，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妇女。

与经济生活发达同步的，是文化
娱乐生活的多样化。1913 年普乐园
戏院在钱塘里落成，这座砖木结构的
三面转楼，上下两层共有座位 1500
个，规模和设施均居郑州之首。之
后，有声电影、“文明戏”纷纷登台。
1928 年 4 月，冯玉祥拨款 13 万元修建
碧沙岗陵园，包括中山公园、烈士祠、
烈士墓、民主公墓等。1930 年又有陇
海公园的建成，园中分布着人工池
塘、荷花池、林荫路、假山、儿童游乐
场等，是一处休息游乐的大型场所。
1931 年 8 月，郑县体育场建成投入使

用，内有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活动
场地。1934 年 9 月 8 日，河南省第一
行政区第一届运动会在此举行。与
此同时，传统的娱乐形式仍然是广大
民众喜闻乐见和积极参与的活动。
地方戏剧、杂耍、拉洋片、评书、说唱
等在老坟岗形成了中心，是不少郑州
人心目中的“天桥”。

1928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对遍及
全国的“设市热”进行整顿，而城市建设
刚刚起步的郑州却处于持续不断动乱
的漩涡中。1920～1930 年，河南先后
爆发了蒋（介石）冯（玉祥）战争、蒋（介
石）唐（生智）战争、蒋（介石）阎（锡山）
冯（玉祥）中原大战，连绵的战火严重干
扰和破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
常秩序，市政建设更是处于停滞不前的
状态。1931 年 1 月 13 日，南京政府国
务会议决定，裁撤郑州、开封二市，各自
归并郑县及开封县。

开埠和建市，是郑州城市化过程
中两个重要的环节和步骤。20 世纪
20～30 年代初，郑州基本上完成了从
农业性城镇向近代工商业城镇的转
移，与省内其他县城包括省会开封在
内相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
面呈现出众多新的因素和发展趋势。
虽然“市”级政权转瞬即逝，但城市化
的基本建设设施和侧重、市政意识在
经济文化方面的体现等，都为郑州未
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坐落在新郑龙湖镇的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环境优美，校舍齐整，林深竹
茂，湖水清澈。湖中无名岛有一座典
雅秀美的小亭子，下有石桌石凳，可俯
瞰湖面，观鸟飞鱼跃。廊柱书有一副
醒目楹联，上联是“会几个有见识的人
谈文论道”，下联是“做几件可流传的
事震古烁今”。字体遒劲有力，厚重端
庄，内容寓意深远，情趣高雅。青年学
子每每路过这里，常驻足赏玩，吟咏再
三，或沉思凝神，肃然起敬。

楹联的作者就是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的创办人、著名教育家王广亚博
士。不夸张地说，这副楹联既是王广
亚博士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一生奋斗
的真实写照。

本来，出身于耕读之家的王广亚
的人生理想是当个老师，传道授业解
惑，走教育救国之路。但阴差阳错，他
成了政府公务员。1947 年，王广亚背
井离乡，别妻离女，随所在机关去了台
湾，这一去就是 30 多年，再回大陆时，
已由当初的青年才俊变成了古稀老
翁。而他也由一个普通公务员变成了
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

1990 年，他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
故乡。这个海外游子带着回馈桑梓的
心情，经过多次考察论证，首先在家乡
海上桥投资兴办了一所小学，还了自
己一个心愿。看着一个个孩子背着书
包走进窗明几净的课堂，听着孩子们
一声声“王爷爷”的银铃般的欢呼，他
的心都醉了，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还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呢？他在
想。后来，在与河南省及郑州市的领
导谈及河南省的教育状况时，他了解
到，河南虽地处中原，人口密集，但高
等学校太少，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少，这
直接影响人才的培养，制约着家乡经
济发展，于是他就萌发了在河南建立

全国一流大学的愿望。
说干就干，在反复考察比较后，他

把目标锁定在新郑双湖开发区。当时，
选择的校址是一片荒芜之地，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野草丛生，沼泽遍地。在很多
人眼里，这里根本不适合建校，但经验丰
富的王广亚先生对大家说，比这更艰苦
的环境我都经历过，事在人为，我们一定
能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一个奇迹。

1993 年，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正式
奠基，旋即开工。当时已 71 岁高龄的
王广亚先生，不仅精心策划，设计蓝
图，而且跑前跑后，许多事情都亲力亲
为，使得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作为育
达教育事业机构总裁，他还有其他多
家学校需要打理，他不辞辛苦，每个月
都要乘飞机往返于海峡两岸数次。每
次一回龙湖镇，他都是不顾旅途疲劳，
一头扎入工地，不是检查施工进度，就
是解决各种问题。拥有着数亿资产的
他，每次来升达学院的施工现场，都是
和员工们一起在工地食堂里就餐，常
常是和大家一样的一碗面条、一个馒
头，吃完就回到尘土飞扬的工地，令身
边的员工们感动不已。

就这样，一座现代化大学以最快的
速度崛起在新郑龙湖镇。学校占地面积
1100亩，房舍整齐，设施齐全，教学手段
先进，校园环境优美，现有教职员工
1400余人，在校生24000余人，已为家乡
培养了数万名优秀毕业生，学生遍及全
国各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知名度。

历经千辛万苦，升达学院建好后，
大家都以为王广亚先生该歇歇了，他
辉煌一生的教育事业该画上句号了，
即便他从此什么也不干，他的人生也
对得起那句“做几件可流传的事震古
烁今”的豪言壮语了。可是没想到，王
广亚先生毫无歇手的意思，他的眼光
又投向自己的家乡巩义。2004 年 1

月，在寒风料峭中，他精心筹划的郑州
成功财经学院又破土动工了，其时，他
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然老当益壮，没日
没夜地出入于建设工地。不禁让人想
起曹孟德那句名诗：“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在王广亚先生的带领下，建校速
度出奇地快，各种难题都被一一化解，
成功学院最终实现了当年建校、当年
招生。2004 年 9 月，学院迎来了第一
批 700 多名学生。看到朝气蓬勃的新
生高兴地住进宽敞明亮的宿舍，走进
窗明几净的教室，王广亚欣慰地笑了，
他觉得自己并不老，心还很大，还有很
多事情等着他去做。

有人一生追求财富，有人拼命追求
权力，有人沉溺于物资享受。而对于教
育家王广亚先生来说，投身教育是他最
大乐趣，创办学校使他充满成就感，因
而，他心甘情愿用尽一生精力去创办教
育，这是他的工作与事业，更是他的理
想与生命。他曾说过：“人生最大的快乐
是从工作中产生的。或曰，无利不早
起。也有人私心揣摩，王广亚先生这么
大劲地创办学校，肯定有自己的“小九
九”，要不然他图什么呢？面对这些猜测
疑惑，豁达的王广亚先生只是淡淡一笑
说：“升达不是我个人的私产，我创办升
达大学完全为报效国家，培养人才，回馈
社会，不图个人一分一厘的回报。人生
天地间，日食不满半升，夜卧不足七尺，
赤条条来，干净净去，浮名浮利，何足挂
怀。升达是属于国家的，属于社会的。”
正是因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
命感，使他超越了功利追求，超越了自
我利益，诚如他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定
位：“少年重学习，青年重修养，壮年讲
功力，老年讲境界。”他已跃上了一个人
生更高境界，造福桑梓，奉献社会，“做几
件可流传的事”才是他的终极追求。

2014年12月28日是郑州博物馆建成对
外开放 15 周年，我拿出 15 年前写的一篇心
得体会以示庆贺：

在这近20年里，我自认为有两个成功的
作品，是合著，不是独著，但我是其中重要作
者之一，感到非常高兴。

20年中两个成功的作品之一是有一位自己
满意的女儿。她是我和丈夫30岁才有的唯一
的孩子。年龄大才有孩子往往娇惯，但在女儿
20年的成长过程中，只有上小学和上初中时我
陪她到学校报过到，除此之外，再没有接送过
她。可以这样说：自从女儿出生后，洗洗涮涮、
做吃做穿都由母亲和丈夫承担，女儿的爷爷、
奶奶、小姨和姑姑都曾帮忙带过她，我所做的
事只是给她母乳。女儿一岁多上幼儿园，是她
爸爸把她送到厂幼儿园。开始的一周，她站在
幼儿园大门后能哭到爸爸去接，即使那样，我
从没有给过她一次可以不去的机会。女儿两
岁时，我出差27天，晚上9点多到家，她已经睡
了，叫醒后，睁开眼，看了看，叫了声“阿姨”，那个
声音以及她认出是妈妈后那种不以为然的表
情，使我始终无法忘记。女儿六岁到中原路小
学上学前班，离家有两里多路，都是她爸爸上
班前绕一段路把她送到学校，下课后自己走路
回家，我从来没有接送过一次。就是那年的冬
天，有一次突然下起了大雪，路面结冰，女儿放
学回家，路上一步一滑，摔倒多次，哭着不敢
走，是一位好心人看她实在走不成，拉着手把
她送到家门口我都不知道。送她的人走了，下
班后女儿告诉我经过，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如我
单位一位同志说的“不是一位合格的妈妈”。
就是这样，在丈夫、家人及社会的合作培养教
育下，女儿顺利地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还
考入了统招大专，尽管学校档次不高，但我已
经非常满意。以我的付出而论，是大丰收的成
果。由此，深深体会到了我的师长教给我的“身
教重于言教”的道理，我深信，我的女儿从我的
言行中一定能够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

另一个作品是建成的郑州博物馆。年底
将要对外开放的这座以郑州出土的商代铜方
鼎为原始造型，上覆圆形钢制屋面，形成“天
圆地方”效果的建筑，是党中央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的结果。1997年市政府把建设博物馆列
入为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在市计委、市规
划局及财政等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设计单位及各施工单位的通力合作，经
过两年的建设，以她独具本地区古文化特色
和现代文明巧妙结合的新颖别致的建筑风格
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作为建设单位的郑州市
博物馆，为这座建筑能拔地而起，经历了不少
磨难，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从1988年准
备建文物仓库开始，经过规划、征集方案、立
项、设计、先期征地10亩多，到1991年建成文
物库房。1992年突接停建消息，并且一停就
是五年，这五年中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做工作、
不断争取，终于在1997年又获准开始进行可
行性研究、规划、征集方案、拆迁等工作，并于
年底奠基进行主馆展厅建设。这中间前后经
历了三任书记、三位副馆长及全馆同志共同
齐心协力的工作，作为馆长，由于11年中都由
我主持参与，大家多把功劳记到我头上，我非
常感谢。但我知道，这是多少人辛劳的成果，
更是社会大环境，是机遇，是我们遇到了一位
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市长。我不会忘记，
是市长到北京时，曾几次亲自到国家文物局
去争取资金；是市长到上海后，参观上海博物
馆后对郑州博物馆的陈列布展提出了要求；
是市长在博物馆布展中出现资金困难时，提
出了请在郑的房地产公司冠名布展的主意，
并一举获得成功。这样既解决了博物馆陈列
布展的资金问题，又使有关企业获得了广告
效益，还为今后筹资办公益性事业走出了一
条路子，并取得了经验。

郑州博物馆的建成使我真正体会到了
“老生子娇”这四个字的情感和含义，我现在
每天早上起床后及晚上睡觉前不转转看看
这座建筑，就心中不踏实。那种感觉就是五
十岁得一娇子也不过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