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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半生时光与书籍为伴，在浩

瀚书海中寻觅精神的瑰宝，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独特的人生篇

章。他就是市环保系统退休老干部邢国胜。

6月初，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宣传现场，展出的书籍专区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其中抗日战争类的书籍和老照片更是吸

引了来往市民纷纷驻足。而这些珍贵书籍的所有者，正是邢国

胜。在汝州的书籍收藏圈里，邢国胜早已声名远扬。近日，记者

慕名来到永乐街，拜访这位痴迷藏书的老人。

走进邢国胜家的院子，一方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摞摞书

籍，年逾古稀的邢国胜正坐在桌前，专注地翻阅书籍《永远的丰

碑》，神情投入，似乎正沉浸在书中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

“小时候得到一本连环画，能翻到纸页起毛。”邢国胜摩挲

着《永远的丰碑》书脊，记忆回到 20世纪 50年代。他的童年生

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书籍是稀缺品，一本小小的小人书就

能让他如获至宝，反复翻看，爱不释手。这种对书本的天然亲切

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69年初，邢国胜光荣入伍。部队的生活不仅锤炼了他的意志，更点燃了他对知识

的渴望。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类书籍。无论是训练之余还是休息时间，他总

是在搜罗书籍。每得到一本书，他都会认真分类整理，小心保存。书籍成了他最好的伙伴，

也是他进步的阶梯。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和不懈努力，邢国胜在部队入党提干，从战士起

步，历经副班长、班长，逐步晋升为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1986年转业时，他

的行李中最珍贵的不是衣物钱财，而是 20大箱、千余本书籍。这些书籍是他十多年军旅

生涯的宝贵积累，也是他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转业回汝州工作后，邢国胜对书籍的热爱有增无减，保存书籍的习惯更是发挥到了

极致。说起藏书，邢国胜最有发言权。工作之余，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旧书摊、书店，看到

特别喜欢的书籍，他会慷慨解囊。在他眼中，每一本书都蕴含着独特的魅力，不放过任何

一本可能错过的好书。

为了搜集更多心仪的旧书，他和朋友成了废品站的常客，时常“捡书看”。在常人看来

杂乱无章的废品站，在他们眼中却是一座“宝藏库”。隔三岔五，他们就会前往废品站，在

堆积如山的废纸中仔细翻找，不放过任何一本可能有价值的书籍。一旦发现心仪的书籍，

即使需要高价购买，邢国胜也毫不犹豫，“看到喜欢的书，就像遇到了宝贝，一定要把它带

回家。”邢国胜说，将书买回家后，他便会静下心来，仔细翻看阅读，在字里行间找寻乐趣，

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说起收集书籍过程中难忘的事，邢国胜回忆起 2003年的一天，汝州某废品回收站

内，他和朋友像往常一样弓着腰在旧书堆里翻找。突然，《中国烟草百花集》的封面撞入眼

帘。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书本，仔细查看如获至宝，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至今仍让他记忆

犹新。这样的经历，在他的藏书生涯中数不胜数。

起初，家人对邢国胜痴迷藏书的行为并不理解，觉得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收集旧

书上没有意义。但邢国胜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逐渐改变了家人的看法。如今，家人不

仅理解，更支持他的藏书爱好。“收集书籍，最大的受益是充实了大脑，增加了乐趣。”邢国

胜感慨道。

跟随邢国胜来到他家三楼，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一捆又一捆的书籍堆满了整个房

间，党史、文史、军事等各类书籍琳琅满目，数量多达十余万册，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

采访间隙，邢国胜还分享了一件趣事。前两天，一位老朋友知道他藏书丰富，便询问

是否有关于史料的书籍，没想到邢国胜真的从众多藏书中找到了相关资料，这让他十分

开心。

书架深处，一套红色封皮的样板戏话本格外醒目。《海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

鹃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等经典剧目一应俱全。翻开《红灯记》，熟悉的唱词跃然纸

上：“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这里的奥妙我也能

猜出几分。”仿佛那激昂的唱腔就在耳边回荡，将人瞬间带回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承载

着时代记忆的书籍，不仅是珍贵的收藏，更能勾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

看着满屋子的书籍，记者心中涌起一股敬佩之情。在很多人眼中，这些或许只是普通

的旧书，甚至是将要被回收的废纸，但在邢国胜眼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写

满了他的青春岁月，是他人生的精神价值寄托。当被问及是否读完所有藏书，邢国胜坦诚

笑道：“不敢说每一本都仔细看过，约莫六七成看过……”简单的话语中，透露着他对书籍

的尊重与谦逊。

从年少时对书籍的渴望，到半生的执着收藏，邢国胜在书的世界里找到了人生的方

向，收获了无尽的快乐。他的藏书故事，是对知识的敬畏，对文化的传承，更是对生活热爱

的生动诠释。 宋盼盼

近日，记者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汝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庆绍的书画室里，见到了正

在伏案书写的他。年近六旬的胡庆绍握笔的手依然稳健有力，纸上

的字浑厚古朴，一笔一划间透着岁月的沉淀。“练字就是练人，下笔

如做人”，说话间，“厚德载物”四个隶书字跃然纸上。而这份对书法

的执着与热爱，正是源于父亲胡锡平从小对他的艺术熏陶。

父亲的笔墨启蒙

1966年，胡庆绍出生于王寨乡。他的父亲胡锡平是一名中学

教师，1954年毕业于许昌师范，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胡锡平不

仅书教得好，而且能写善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少儿时期的胡庆绍，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里。家里

有成堆的颜料、纸、笔等书画材料和用具，床底下、窗台上、柜子里

到处是成摞成捆的书籍、字帖及画册等，就连二胡、板胡、坠胡、京

胡、小提琴、口琴等乐器家里也有近 20种。胡庆绍从小耳濡目染，

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父亲的书桌上总是摆放着笔墨纸砚，他写字作画时，我就站

在旁边看。”胡庆绍回忆道。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书法的基本笔法，讲

解什么是中国画，什么是西洋画。还教他识简谱，学习二胡和小提

琴的演奏技巧，让他从音乐和书画中感受韵律之美。父亲胡锡平的

艺术启蒙，为胡庆绍顺利考入高校美术专业奠定了基础。

在胡庆绍看来，书画养心，文学润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

事！”家里的藏书让他早早接触到了文学与艺术的广阔世界。上高

中之前，他除了读完四大名著，又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尤其是古

典名著。比如《东周列国志》《前汉演义》《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

唐》等历史演义类小说，以及《三侠五义》《东游记》《好逑传》《三言

二拍》《小五义》等半文言书籍，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滋润了他的

艺术灵魂。

从商场到墨海的人生转折

1987年，胡庆绍考入洛阳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开始了系统的

艺术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企业子弟学校当美术老师。后来

企业效益不景气，他调到汝州卷烟厂工会做宣传工作。后又遇卷烟

厂政策性关停，胡庆绍转行做起了销售，成了个体小商户。几十年

来，无论身份如何变换，胡庆绍始终未放下手中的笔。“书画才是我

的专业，”他说，“那些年奔波劳碌，唯有写字画画时，心才能静下

来。”

命运多舛，岁月蹉跎。生活的磨砺，让他的人生经历了起伏，却

也让他对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他书写的隶书苍劲古朴，行书清朗

洒脱，楷书瘦劲有力。他画笔下的牡丹雍容华贵，幽兰空谷自芳，墨

竹劲挺洒脱，月季风姿绰约。“生活常常使我身心疲惫，但只要拿起

笔，心就静下来了。”在他看来，书画也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不管心

中有多少烦恼、多少痛苦，多少忧愁，坐下来写一写、画一画，心情

就能平静下来！”

除了书法和绘画，胡庆绍还热爱文学创作。他写的散文，《家乡

那片水》《小北河》《老宅》《百岁外婆》等，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在

《家乡那片水》中，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记忆中的家乡的小水库，

以及水库里发生的许多故事。《老宅》则通过对老宅子的描写，回忆

了家族的过往和亲情的温暖，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厚

重。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他的艺术表达形式，也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他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底蕴。

50岁以后，胡庆绍开始专注于书画艺术事业。他博学多才，阅

历丰富，除了在洛阳师范学院学习，还先后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

法专业、郑州大学新闻专业（函授）、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学习。他还爱好摄影，在上高中时就有照

相机，至今用的是第七台照相机了。但是，胡庆绍说要学会放下，学

贵以专。“自己的专业是书画，其他方面不过是闲情偶寄，不必耗费

太多心力。春秋时期大音乐家师旷，为了专心研究音乐，居然用艾

草熏瞎自己的眼睛，就是这个道理。”

近年来，他潜心学习书画，尤其擅长隶书，作品多次入展“2022

中国书法·年展”、“2020中国书法·年展”九届新人新作展，以及全

国“青川木椟杯”隶书展、全国“仰韶文化彩陶坊杯”书法篆刻作品

展、首届全国“卫夫人奖”书法篆刻作品展等展览。他说：“书画不仅

是艺术，更是一种修行。”如今，书画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既是精神寄托，也是修身养性的方式。

砚田耕耘传薪火

最让胡庆绍自豪的，不是他获得的奖项，而是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学生。作为我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胡庆绍深知传承国粹的重要

性。他创办的书画培训班，坚持“根基扎实重于速成”的教学理念，

从最基本的笔画、结构开始教起，让学生们了解书法的历史和文化

背景。

“书法是艺术、是文化，”他说，“学书法急不得，要认识到书法

的文化内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在他创办的书法培训

班里，常有学生一坐就是大半天，专注临帖的样子让他想起当年的

自己。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的书法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学生

的作品多次获奖并在市级展览中入展。

此外，他还常年组织并参与进乡村、社区、学校开展的文艺志

愿服务活动，推广书法艺术。“艺术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要走进大

众。”作为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庆绍经常组织书法家们下乡

进社区。他说，“最难忘的是春节前下乡义写春联的场景。看到乡亲

们争先恐后地排队求对联，还能与当地书法爱好者挥毫切磋，那份

质朴的热情，再冷的天也让人心里暖暖的。”

无论是给孩子们上课，还是开展书法志愿服务活动，胡庆绍都

乐此不疲。他常说，要当真正的书法家，要创作出群众所喜闻乐见

的书画作品。在他看来，这才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张沛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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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国胜查阅收藏的书籍

堆满书籍的房屋

6 月 27 日中午，天气炎热，记者踏入陵

头镇第一初级中学，跟随校长陈军涛走进他

的办公室。他赶忙打开空调，略带歉意地说：

“空调一直没开，有点热，主要我平时不常在

办公室坐，一般都是在各班级转转看看。”扎

根乡村教育 28年，他始终心系学生与教学一

线。

28年教书育人，陈军涛从一名普通青年

教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校长。然而，唯一不变

的，是他那颗“让农村孩子享受优质教育”的

赤诚初心。“没有什么可采访的，都是这样干

的。”他朴实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对乡村教育

事业的满腔热忱与执着坚守。

2015年，陈军涛接任陵头镇第二初级中

学校长时，学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优质

生源大量流失，教师队伍涣散，教学积极性不

高，整个校园弥漫着一种低沉的氛围。对此，

陈军涛立下誓言：“只要我在一天，就决不会

让这所学校垮掉！”

在新学期家长会上，陈军涛满怀信心地讲

解自己的办学思路与教育模式，充分获得了家

长的支持。在日常教学中，他提出“激情教育”

理念。每天清晨，他会组织学生站立激情读书；

课间跑操时，采用“口号 +步伐”的激情跑操模

式。他以校为家，用行动诠释着对教育事业的

忠诚与热爱。“校长不走，老师就有信心；校长

在拼，老师就不会懈怠。”这句话道出了他作为

校长的担当。

在陈军涛的严格管理下，加上老师的

积极配合以及家长的大力支持，教学成效

很快显现。第二年，学校的面貌大有起色，

教学成绩稳步提升，校园里重新焕发出勃

勃生机。

2018年，陈军涛调任陵头镇第一初级中

学担任校长。面对新的环境与教师队伍，他再

次展现出教育创新者的智慧与担当。学校 30

岁以下的青年老师有 20多位，每年还会有三

四名新进老师。为促进年轻教师成长，他主导

实施“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等方式，让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与年轻教师结成对子，进行

一对一指导与帮扶。“青蓝工程”的实施，不仅

为年轻教师提供了成长平台，而且为学校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教育的薪火得以

传承与延续。

陈军涛的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

各类奖牌证书，而是墙上挂着的一面面锦旗。

“师恩难忘 真情永存”“春风化雨 恩重如

山”……每一面锦旗背后，都藏着一个感人至

深的教育故事，都是学生与家长对陈军涛教

育工作的认可与感激。

几年前，家住陵头镇西街村的一名女生产

生厌学情绪并开始逃学。陈军涛得知后便开始

踏上家访之路。第一次去，学生没见他；第二次

去，学生态度有所转变；第三次去，学生逐渐打

开话匣子。一次又一次家访，陈军涛用真诚与

关爱敲开了学生的心门。学生慢慢开始转变，

后来顺利考入了汝州市二高。

陈军涛常对老师说，不要吝啬自己的教

育，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不要放弃任何教育

的机会，有时从学生的外在表现看不出来变

化，但其实学生的内心已悄然改变，给学生一

段时间，在路的尽头总会等到花开的一天。这

不仅是他对教育的理解与感悟，更是他多年

来教育实践的真实写照，他用耐心与爱心，为

每一位孩子照亮成长的希望。 李鹏程

转自 7月 2日平顶山日报

扎根乡村沃土 点亮希望之光
———记陵头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陈军涛

胡庆绍指导学员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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