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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邢根立，汝州人大概都会首先想起他是一位

著名的企业家，市新嘉诚汝瓷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主

持开发的大井陶艺投放市场后倍受消费者青睐，并三

次被相关部门作为国礼使用。殊不知，邢根立还是一

名令人敬佩的作家呢。

那是在 2013年 10月，一则奇迹般的消息不胫而

走，迅速传遍了汝州大地———瘫痪在床的企业家邢根

立，竟然写成了一部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因

此被人们誉为“汝州的保尔·柯察金”。此后他一发而

不可收，至 2017年与世长辞，4 年间，竟出版了 5 部

著作。2015年，他被吸收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1947年出生的邢根立，是一位曾经历多次人生

挫折仍坚持奋斗的传奇人物。1966年，他因政治运动

未能进入大学，后参军入伍并升至正营级干部，又因

历史问题被开除党籍复员回乡务农。1982年改革开

放初期，他尝试养殖业和零售业，成为“万元户”。1998年，他筹资 150万元

创办汝瓷企业———汝州市新嘉诚汝瓷有限公司，名声大震，后推出“大井

陶艺”品牌，年销售额千万元以上，其产品曾作为国礼屡次赠与国际友人。

然而，正在邢根立事业如日中天之时，2012年 7月 18日，他突患脑梗塞，

导致瘫痪失语。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日子里，邢根立彻夜难眠。他不能和家人交流，这

让一个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一下子从事业的巅峰跌到人生的最低谷，他开

始愤怒、悔恨，诅咒命运的不公。终于有一天，邢根立安静了，他开始用上

帝留给他的清醒的大脑和敏锐的目光，实施自己人生的又一次突围。家人

看到他双眼盯着墙上的字母表，全神贯注地看，就让护理人员找来一块 40

厘米×50厘米的长方形泡沫板，把声母部分贴在正面，把韵母部分贴在背

面，让他识别。护理人员确定邢根立盯住的声母和韵母拼成文字，然后记

录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很快，他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开始用字母

板和他人进行简单的交流，紧接着他可以成段成段地“看”字了。他不禁发

出“上帝对我已经很关照了，关上一扇大门，至少留下了一个窗口”的感

叹。

于是他决心用这样的方式“写”书，把自己的人生感悟留给世人。从此

这位企业家转身踏上了著书立说的征程，实现由企业家向作家的角色转

换。2013年春节，病情稳定后，邢根立就搬回了汝州新嘉诚厂区居住，上午

就在厂里跟员工“聊聊”工作，下午去医院做康复治疗，晚上“写作”。他说：

“我现在生命进入倒计时，每一天都不能白过，分秒必争。”

然而，他这种独一无二的写作方法非常慢，两个护理人员一人拿一块

硬纸板，纸板两面分别贴着汉语拼音字母的声母和韵母，站在邢根立前

方，然后根据他眼睛注视的方向判断他看的什么字母，拼出来获邢根立点

头认可后，让另一个人记录下来。就这样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地拼出汉字，

再扩展成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进而形成一篇文稿，念给邢根立听

后，准确无误了，再成文保存。由于同音不同字、断句等问题，邢根立“写

作”三四百字的文字，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但他不怕慢，硬是靠着顽强的

毅力，在 8个月时间里写出了 12万字的作品。这种独特的写作方法和顽

强不屈的精神感染着他的朋友们，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鼓励他顽强地

同疾病作斗争，并帮助他把写作的文章结集出版。

2013年 10月，饱含着邢根立心血的《风雨人生———邢根立心语》由河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老同学———著名作家张文欣、著名剧作家姚金成

都欣然作序。

张文欣在序中写道：“《心语》绝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出版物，它是

一个生命残缺的人，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品格，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搭建

的一座航标，用来给许多健全的生命作人生的参照和引导。”姚金成则称

他为不向命运之神低头的“西斯弗”：“根立的命运有点像西斯弗。巨石一

次次地滚落谷底，他一次次地把它推到山顶。在神话里，众神最后不得不

向西斯弗的顽强让步。在现实中，命运也给根立递过来一个沉重但魅力无

穷的环———思考与写作。这是一个值得终其一生为此劳作的使命。奥斯托

洛夫斯基、史铁生、霍金等非凡人物正在因此演绎出生命的传奇。我相信，

他们也是根立生命航程中耀眼的灯塔。”

2014年 4月 15日，洛阳市作家协会、汝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生

命·写作·精神”———邢根立作品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们一致认为，邢根立

在完全丧失肢体及语言功能的情况下“写”成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心血

凝聚而成。他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足以感动任何一位读者。他的作品感情

真挚，文笔清新，语言凝练，行文畅达，充满哲思，是作者人生经验的结晶，

更是其人格魅力的折射。他向读者奉献出的是催人奋进的励志奇书，也是

一部人生传奇。

2014年 5月，邢根立又出版了 10万多字的文集《求解生命———邢根

立心语之二》。

就这样，邢根立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每年一部著作，不停地“写

作”着。2015年 7月，他的第三部著作《岁月如歌———邢根立心语之三》出

版，同年被吸收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第四部著作《顺势而

为———邢根立心语之四》出版。2017年年初，邢根立的第五部著作《活出人

样———邢根立心语之五》杀青，未来得及出版，他就于 2 月 24 日与世长

辞，这部邢根立的绝笔之作于 2018年初才得以问世。邢根立走了，但他为

世人留下的五部警世“心语”著作，则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精神和品

格，永远激励着后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最后，用著名作家张文欣所作序言中的话结束此文吧：“立德、立功、

立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的人生三不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根立的

品格和成就，已可谓立德立功，如今《心语》出版，立言传世，也算“三立”俱

备，人生如此，也该令他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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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进 才
◎陈建国

1985年 12月 19日至 20日，是汝州大地文学艺

术界有史以来的高光时刻———临汝县（今汝州市）文

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第一招待所召开，

大会成立了临汝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并产生了县文

联第一届委员会，张进才被选举为第一届文联主席。

从此，张进才成为汝州文坛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

率领全县（市）文艺工作者，为繁荣汝州的文艺事业而

奋斗，而拼搏。

张进才，字同白，1931年生，汝州市城区人，中共

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汝州市老年诗词学会常

务会长。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区文教助理，县委办公

室干事、秘书、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信访办

公室主任等职。1982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县文

联筹备小组，任命张进才为组长。接受任命后，他带领

筹备小组成员，不辞劳苦地走访全县文艺界人士，想

方设法开展工作，胜利地召开了临汝县第一次文代

会，使全县文艺工作者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

“家”，有了自己的组织，从而使各文艺门类的工作走

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

上任伊始，张进才就和文联同仁一道，在开展

各项文艺活动的同时，筹备创办文联机关刊物，为

全县文艺工作者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通过多

方奔走，综合性文艺杂志《风穴文艺》于 1986 年底

惊艳问世，成为一个培养“文艺百花”的“苗圃”和

“展台”，为繁荣全县的文艺创作事业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张进才虽然主持全面工作，却对《风穴文艺》

杂志给予特别关注，每一期刊物定稿后，他都要挤

时间一字一句地审阅过，而后才同意送印刷厂出

版。

张进才不仅是全县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同时也喜爱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旧体诗词方面多有建

树。他在青年时代，十分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喜欢

旧体诗词。20世纪 60年代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更加激

起他学写旧体诗词的积极性。在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期

间，坚持业余时间以古体诗词的形式创作作品。1991

年，根据组织的安排，他退居二线，紧接着退休赋闲。

退休后，他没有了工作琐事的缠扰，便系统自学旧体

诗词的基本知识和《诗韵新编》，继续进行古体诗词的

创作。21世纪初，中华诗词学会提倡使用以普通话为

依据的新声韵，并发表《中华新韵》（十四辙）后，张进

才审视自己以往的作品，多有不合律者，便沉下心来，

严格按照诗词格律和新声新韵的要求，一边创作新作

品不辍，一边修改旧作。

2010 年 9 月，张进才的诗词集《晨曦集》终于杀

青，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用 16开本，分《感事抒

怀》《山河行吟》《万紫千红》《缅怀纪念》《亲情韵语》

《寄意杂咏》等 6部分，收入诗词作品 531首。出版后，

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称赞。时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

席彭忠彦在该书的《感言》（代序）中写道：

张进才先生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繁忙自不必

说。但他能在繁杂的事务中超尘脱俗，以诗、词的形；

讴歌亲情友谊；礼赞山川圣水；反映民情民意；抒怀言

志，见证沧桑巨变，盛赞和谐盛世。在其诗韵的歌唱中

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善待人生，拥抱生活，不经意间

提高了生活质量。

在汝州市文联工作多年（时任平顶山市文联创研

室主任）的作家郭进拴读了《晨曦集》，也感慨万端地

写道：

“……这部《晨曦集》，以吟颂、揽胜、抒怀、人生为

基本框架，收录了诗人多年来精心创作的 500多首诗

词作品。《山河行吟》以诗的形式记录了诗人采风、游

历祖国山川河流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他对祖国

秀美山河的游子情怀。屐痕处处，诗意盎然。《感事抒

怀》《缅怀纪念》《亲情韵语》则深情地讴歌了他对祖

国、对人民，对人生、对亲人的无比热爱、眷恋的赤子

情愫。语出心扉，诗浓情厚。他的诗，是诗人肆意泼墨、

纵情挥洒情感的雅韵心声。通览诗集，我深深为张进

才先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所

感染。诗人文笔朴实，感情真挚，一如他的为人，积极、

热情、平和、清正，于朴实中熔铸高远的诗意，于平和

中抒发挚热的情怀……”

2023年 5月 25日，张进才因病逝世，享年 92岁。

在此，笔者从张进才诗词作品中随便撷取两首，大家

共赏，并权作对逝者的纪念吧。

汝州北城门前抒怀
2006年 2月

新年漫步望嵩门，十里城墙唯尔存。

厚壁巨墙牢剥损，坚基石料破砖淋。

楼房户户穷呈富，街道条条旧换新。

岁月沧桑得见证，人生苦短老逢春。

沁园春·北约空袭南联盟一月感怀
1999年 4月

彩电屏前,狂轰滥炸,炮火连天。

忍楼房塌倒，伤亡百姓；桥梁毁坏，民众饥寒。

美霸强权，北约侵略，无故南盟降祸端。

群情怒，看万民反抗，威武当然。

人间焦虑难眠，抑大战环球火再燃。

忆帝国侵略，蓄谋挑衅；干戈大动，星火燎原。

破碎山河，生灵涂炭，倒退文明多少年！

针锋对，勇团结抵御，保卫家园！

张进才在 1990年文联工作会议上

邢根立

王 亚 东
◎陈建国

王亚东，原名王丙中，笔名肖兵、肖岚。他是中国

当代诗人，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1943年 2月 4日，王亚东出生于临汝县城（今汝

州市）的一个平民家庭。他的母亲通文墨、善刺绣，父

亲能写会画，这样的家庭教育对他影响颇深。他从 5

岁起，开始在农村读书，中学时代便能写诗。1958年，

他开始在《奔流》《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作品。1962年，

王亚东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1966年大学毕业后，他

分配到许昌市文化局剧目组工作。此后，他在《诗刊》

《河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 200多首诗歌。1976年，

他调至河南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担任编辑，后来任

黄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河南分会。

他的作品主要包括长篇叙事诗《周总理呵，我们

永远怀念您》（197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花

城行》（《叙事诗丛刊》第一期）、《凤凰台之歌》（1982年

《中岳》第 1期）、《烛爆双花》（《叙事诗丛刊》第四期）、

《小英雄闯敌营》（又名《梨树湾》）、《高歌猛进不退

却》、《千年枯树开了花》、《爸爸》、《悼总理》、《雷锋之

歌》、《献给周总理的歌》等。王亚东的诗歌作品展现了

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他的创作生涯

体现了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和贡献。

作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的一名编辑，王

亚东在繁忙的编务工作间隙，创作了一大批少儿文学

作品，为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他出版的少

儿文学书籍有：

历史故事《太平军战斗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长篇叙事诗《艾姑的传说》（新蕾出版社

1985年出版）；长篇诗歌《小英雄闯敌营》（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 1982年出版）；长篇故事《忽必烈》（河南人

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儿童文学《龟兔钓鱼》（河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年出版）；儿童文学《龟兔赛力》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年出版）；儿童文学《智斗

狐狸》（海燕出版社 1986年出版）。

王亚东创作出版的少儿读物，还有《牡丹仙子》

《魔鬼·仙女·樵郎》《捕蛇将军的后代》《案中案》等。

他出版的《历史小故事丛书》一书，书中介绍的是

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

命运动，记述了从金田聚义到天京陷落过程中比较重

大的战役，描写了太平军战士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

故事。

《艾姑的传说》是一部现代格律叙事长诗，笔者在

此抄录几段，供大家欣赏、品味：

“虎童拔走镇山宝，一阵狂风奔正东。”

爱姑喜郎抬头看，果见宝艾飞往东。

喜郎投出乌龙枪，化条乌龙追狂风；

虎童一看势不妙，收住狂风现原形。

斑斓猛虎生双翼，额头王字耀眼明。

龙虎空中斗一起，惊得山呆白云停。

虎童要咬乌龙尾，乌龙一滚落了空；

乌龙要抓虎童足，虎童纵身入云层。

…………

可以看出，王亚东对少儿读物的构思，体现在对

平凡生活中的物象进行新鲜的想象和精心设计，为读

者带来新颖独特的感受。此外，通过巧妙、别致的形

式，创造充满幼儿情趣的意境，以及设置悬念和情节，

增强了诗歌的具象性和可感性。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连环画曾经是一种最受

欢迎的儿童读物。为了满足广大儿童的精神需求，王

亚东编写了不少连环画脚本，由美术家绘制出版后受

到读者喜爱。其中，他编写的连环画《智断合同文》《双

钉冤》描写的是包公断案的故事，前者由中州书画社

1982年出版，印数达 43万多册；后者由河南人民出版

社 1984年出版，印数达 37万多册，可见其在社会上

的受欢迎程度。

《太平军战斗故事》

《艾姑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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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