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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传》

内容概要

《刘道玉传》内容简介：一所全世界最具特色的大学，春光秋色，樱开枫谢；一位全中国曾经最年轻
的校长，风流云散，潮起水落。八十章精彩文字，八十年传奇人生，石琢成玉，玉化作石，为理想的
教育垫基，为精彩的学子铺路。他眼里的学生没有身份之别，只有青春、学子、人才；他的心中没有
高官、大权、重利，只有百年武大、学者风骨、教育改革。誉之者称其为中国的罗素、当代的陶行知
、武大的蔡元培⋯⋯在百年武大的历史上，他成就一段传奇岁月。在魂系母校的学子记忆中，他永远
是“我们的刘道”；他的全名叫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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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首届作家插班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迄今著
有系列长篇小说《庸国》五卷、《纸厦》、《阿洋的别墅》、《荒诞斯人》、《行色仓皇》、《王先
生》、《云飞雨散》等，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
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另有影视作品《祝你好运》、《高爸再见》以
及其他著作《诗经选译》等，共计四十余部，一千多万字，部分作品获国内文学奖，被翻译成英、法
、日、俄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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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83的夏天，身为中文系学生从来不听中文系教授讲课，却一头钻进图书馆里研究美学著
作的，中文系险乎儿不让他毕业的本科生彭春富，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与李泽厚并称为南刘北李
的美学家刘纲纪，要到自己名下做了一名哲学系的教师。这件事在珞珈山传为奇谈，有人说是荒唐，
有人说是胡闹，有人说是张冠李戴。还有人打谜语让支持刘纲纪的校长来猜，问他说“一虫落凤窝，
一鸟飞出来”是一个什么字，意思是让一个不合格的中文系学生来教合格的哲学系学生，还想把一个
本来合格的教师给挤走不成？ 两年以后，彭春富报考中国社科院美学研究所，考取了中国首席美学家
李泽厚的研究生。临行之际，他到他的伯乐刘纲纪家告别，接着又到全力支持伯乐的刘道玉家告别，
他对校长说：“请校长相信，三年以后我还会回来的！”刘道玉说：“也请你相信，你回来我会破例
让给你一个副教授，让你真正成为刘纲纪教授最得力的助手！” 现在三年到了，李泽厚门下的彭春富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美学硕士学位，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又回到了他的母校武汉
大学。但是，刘道玉在他硕士毕业的前五个月已经不再是校长，信守不了自己的诺言了。新的校长上
任，当年把中文系学生彭春富留在哲学系当教师一事说是胡闹，荒唐，张冠李戴，虫落凤窝的人重新
抬起头来，放开中间的刘纲纪，对刘道玉和彭春富上下二人一起进行猛烈的攻击。在职称评定委员会
上，看见彭春富的申报表上填的是当年学校许诺的副教授，他们放言，让过时的校长给他一个过时的
副教授吧。彭春富孤家寡人，无力声辩，最后竟连讲师也没评上，重新又回归到三年前的助教职称，
这三年李泽厚的研究生算是白读了。岂止白读，简直不如不读，与他同一年来校任教的教师，最好的
已经晋升为副教授，最次的至少也是讲师了。 一门心思研究美学的彭春富百思不得其解，已经对丑有
所研究的刘道玉心里明白如镜，毫无疑问，彭春富是受了他的连累。他第一次失信于自己钟爱的弟子
，觉得今生今世生欠了彭春富的，早知如此，只恨当初没有劝其毕业以后另投明君。 彭春富绝对不会
对因故不能守信的校长心生怨恨，相反把对他的体贴和同情化为更加的敬重。但是又没办法忍受这份
胯下之辱，于是决定再一次离开这里，这次要走索性走得更远，走出国门。德国堪称是世界哲学的故
乡，发誓此生一定要献身哲学的彭春富，收拾好他从北京带回的行装，毅然走下珞珈山，踏上遥远的
德国之旅。 除了被卷、衣服和书，他的所有东西都留在武大，那是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东西。档案关
系，一只用牛皮纸糊着的袋子里密封着当事人此前的历史，好或不好，清不清白，有哪些事情需要随
着生命的终结进入火葬；工资关系，含学历、职称和工资表，中文系本科，哲学系助教，每月薪水五
十六元；户口关系，性别生年，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五族三代；粮油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国人吃饭没有这个不行，读大学每月三十三斤粮食，半斤菜油，一两香油，教大学每月二十八斤粮食
，油量不动，粮食少了是因为活动少了。 德国不要这个，所以他没有带，也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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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非写不可的后记迟至今日才写的原因，是我直到昨天还不知道它的出版者到底是谁，不知道它今
生到底能不能见天日。我以作者的尊严珍惜着留给本书的最后一点文字，哪怕它不过一百多行，我不
许自己谢错了知音，如同在传主的八十大寿上不能走错了宴席。龙年以来，我在新居迎来了一个又一
个叶公式的好龙者，他们看见书中的只鳞片爪之后，就捂着头部像黄鹤一样杳去。    现在好了，我终
于可以点出两个人的名字：华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学博士李红强，激情燃烧的湘女谭笑。后者打电话
告诉我说，社里已经作出庄严的决定，不容我再有任何怀疑。    我还必须说出本书的起源，为此我的
学妹李为博士应该从幕后走出来，是她与几位在京的同学运筹帷幄好了此事之后，就迅速的群体隐身
，让武汉大学一切活动的积极分子许金龙在一天夜里，用一个电话诱使我踊跃上钩。那一年许金龙刚
把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从东京请到北京，继而以大江《别了，我的书》的译者身份获得本届鲁迅
文学奖的唯一翻译奖。他立誓要把我写的这部传记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让传主的海外朋友和知音
，日本及其全世界的著名教育家池田大作先生也能读到。    金龙布置完了任务，我请教他怎么写，电
话里传来他诡谲的笑声，他说不管怎么写你都要准备挨骂，写得草率同学骂你，写得圆滑读者骂你，
写得尖锐当局骂你，写得太好不仅校长的对立面骂你，校长本人也要亲自骂你。而且写了能不能够出
版，能不能够及时地出版和完整地出版都是一个摆在现实面前的问题。我说，但是如果不写我会自己
骂我自己，即便不能问世，藏之名山我也认命。    他们在暗中进行的作者选举，我想一定是性情的因
素多于才华。出自珞珈山上的才子才女如过长江之鲫，其中一秒钟也不犹豫根本就不考虑后果为何物
的人可能是我。果然我像他们料定的那样接过钢枪，写完春秋时代一个古国覆灭的故事《神鸟》，我
就开始了收集和阅读写传的材料。我说的是正式，其实还在写上部作品的同时，我已经蠢蠢欲动，吃
在碗里望着锅里了。    他们的秘密策划只是在校长八十大寿的时候出版一本有关他的书，至于是一本
什么书居然还没来得及定性。我打电话问北京的同学，大家都是校长的爱生，浪漫的女博士李为大力
主张写成长篇小说，翻译家许金龙则倾向于写评传，经济学家杨向群连书名都替我取好了，但他说只
要是写校长，什么体裁都行。再打电话到武汉征求出版家周百义的意见，这人不出我之所料地认为，
传记比小说更有价值，而比评传更有市场。我重视的是他前面一句，李为却心有不甘，她说传记要写
小说也要写，写完传记再写一本小说，她负责把它搬上荧屏。    我回忆着此前我读过的人物传记，傅
译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它们是西书传记的榜样，比起我
马上就要开展的工作，其间的区分显而易见。以上三位传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雕塑家兼画家
、小说家，他们已经离去久远，盖棺定论，而将要出现在我的传记中的这位被免职的中国大学校长，
其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因故没能推行之前，他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甚至他在二十年前就
惨遭主流的否决，直至今日还备受争议。同时，巨人三传是后人写前人，生人写逝者，两者出生相距
近四十年乃至四百年，我和我的传主却是一对健在的师生，三个月前还重逢于北京。此生褒贬，身后
毁誉，一切尚是未知。    中国最早的人物列传，顺藤摸瓜应溯到《左传》《战国策》和《史记》，太
史公本意记史，后世读者记住的却是史中千百人物，上至尧皇舜帝，下至刺客游侠，远非后来曾经有
过的传记必写伟人之说。只要传奇，只要不凡，只要是自己心中的英雄，无论成败皆可立传。但我仍
然发现，传记的写法是不一的，纵然是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名世的伟大小说家罗曼·罗兰，当他
摇身一变为传记作者的时候，就几乎不肯给传主说一句话的机会，因为据说，传记若像小说一样描写
对话，会严重影响人物和事件的真实。于是每到重要细节，传主欲发言时总是由作者跳将出来代为言
之，偶或对话一次，也必须抄自本人的著作、书信、日记、创作谈，以及亲友知音的回忆文章，用句
尾加注的方式将这些布满文学色彩的书面文字兑换成引号中的口语。这是大作家罗曼·罗兰狡猾的发
明，然而应该承认，传中人物都是文如其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改为被湮没在抽象符号中的科学先驱
，这样的严谨是行不通的。    本传的传主是化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除了唯一的自述，余者多是不
可换为口语的化学分析和教育理论。我不敢想象，一部长篇传记里面没有一句对话怎么能够得到大众
读者的容忍。因为巨人三传是傅雷的美译，我便再读同是傅译的另两部传记，又发现莫罗阿写的《服
尔德传》打破了这个体例，莫罗阿写到服尔德的口吐鲜血，死期将至，有人提议要给他请来一个忏悔
师，他却不肯在声明书上签字时说：“今天这样已经够了，不要把事情弄得严重。”    这句话谁能证
明是他说的？接着他又奇迹一般活了过来，一副老朽的骸骨穿着皮边丝绒外衣，拄着手杖，坐着绘有
金星的蓝马车，到剧场去看他第六次上演的悲剧。学士迎到门口，路人喝叫闪开，卫兵搀扶下车并且
拥护着他送进包厢，观众高呼万岁，全体演员每人将一支桂冠戴在他的塑像的头顶，无数女人要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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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在怀里，服尔德说：“夫人们，你们叫我欢喜得要死了！”又有人喊：“成千成万的人对您喝彩啊
！”他又回答：“要是我临刑的时候，也有成千成万的人来观看呢。”    同样，这句话谁能证明是他
说的？这简直是小说，伟大的小说家罗曼·罗兰也不敢写的小说，莫罗阿却这样写了。而举我们祖国
的《史记》为例，且不说《刺客列传》中荆轲临行前的情绪数变，仅《项羽本纪》一篇就可听到，这
位西楚霸王年少时在会稽见秦皇对项梁说的“彼可取而代之”，鸿门宴对樊哙说的“壮士复能饮乎”
，兵败垓下对乌江亭长说的“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那时候没有电子监控，也没有
访谈录音，司马迁跨着时代而且身被宫刑，极其不方便实地采访，句句话谁又能证明是他说的？    便
是狡猾而严谨的罗曼-罗兰，为了传记必须的文学性，也用了有人攻击的艺术夸张。在《贝多芬传》感
人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
替他合上了眼睛。”那一场大的风、雪、雨可能会是绝对的真实，然而那一声雷，那一口正好在雷声
中咽下的气，是绝对真实的吗？他却不能继续虚构那一只手了，读者可查，那一只替贝多芬合上眼睛
的陌生的手的主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希顿勃兰纳，这只手是不可以虚构的。    我决定胆大包天
地使用夸张和对话，这是从属于文学的传记的需要，也是大众读者的需要，我要让这部传记像小说一
样好看。当然，拉伯雷的《巨人传》，菲列伯·苏卜的《夏洛外传》以及我最喜欢的鲁迅的《阿Q正
传》不能成为我的参考，因为那是货真价实的小说。在传主的理论著作、生平自述、大事年表和爱生
挚友们的大量回忆文章中，我将小心地抽取他的心灵之音为口语表达，力求达到真实而又理想的效果
。    此时我才想起，大学期间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考取插班生后因为单位强留不放，时过两周我以
私奔的方式到校报到，错过了开学典礼上亲聆校长的训导；到校后我们班级根据省文联的愿望成立了
一个文学组织，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那天夜晚本来要邀请他出席讲话，唯这一次，学生有请必到的校
长因有外事活动而向我们请了假；直到毕业前夕，我们才在夏日的东湖之滨拍了一张全班合影作为纪
念，五个月后就收到一纸神秘电传，五十四岁的他，目光深邃地坐在被我们环围的前排正中。    倒是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出版，让我和这位已被免职十八年的老人有了太迟的亲近。  我第一个写
了评论文章《夜色下的凝思》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接着在他主编的集体回忆录《创新改变命运
》一书中，我又是第一个写了纪念文章《我与我梦中的那一座仙山》。这次写完以后我才正式收到征
稿通知，发现篇幅是他规定的五千字的五倍，赶紧向他致歉，要求重写一篇短的。他回信说，那你就
再写一篇短的吧，不过这篇长的也要。他把我的长文从网上发给我的同学们，让他们也这样肆无忌惮
地写。    我们就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网上通信。无话则短，有话则长，最长的稍作整理就是一篇随笔
，此类信件不下一百封。我发现校长原来是很时尚的，他上网，下载文章，发电子邮件，只是坚决地
不开博客和微博，害怕匿名粉丝的打扰。他还会发手机短信，速度之快，一分钟内能够和我进行两个
回合。春节时我们互寄贺卡，兴致所至还在卡上赋诗，深情厚谊远远超出当年在校的时候。这些都成
了我的传记资源，彼此用灵魂进行的交流，使他在我心中的崇高影子一点一点地血肉丰盈起来。    传
主是创新教育家，我曾想以创新的结构来写这部创新者的书，但我最终觉得，做人还是本分点好，按
照传统模式从出生的那一天写起又怎么了，人类未来的房子也未必会从顶层或者中部动工，所谓创新
的终极价值并非形式。我打电话问我母亲，1933年出生的人是什么属相？母亲说她没有记住，我降了
一个甲子问，1945年的人呢？母亲说她也不会计算，我又降了一个甲子问，1957年呢？这次母亲一口
就报出来了，属鸡！    这是母亲为本书做的最初也是最后的贡献，几天后她因为医院的责任事故意外
丧生于一次极小的阑尾手术。当时我刚写完第一章，大约六千多字，属鸡的传主被取名福娃，闻讯我
只觉得天塌地陷，哭着奔回老家去见殡仪馆里的母亲一面。回京途中我从学生的短信中得知家人刻意
向我隐瞒的真相，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追究医责，眼前日日夜夜都是母亲冤逝的景象，第二章没法再写
下去了。清明节前，我第二次回乡，把从此孤身一人的父亲接到身边，让他离开与母亲共度晚年时刻
都会触景生情的那间旧房。    作出这个决定，依然是我根本就不考虑后果的习性所致。父亲到京当日
，我立刻变得忙乱不堪，妻子上班，儿子上学，我家没有雇佣什么家政助理，此前一碗剩饭一盏残羹
，微波炉里一转中餐足焉，现在是父亲大悲大恸万念俱灰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我必须以最快速度接
过家庭主妇担负的一切，干完这些还有余暇，再打开电脑看看关心我的朋友给我发来的邮件，然后撰
写讨伐罪医的文章贴在网上。    距离金龙为我设计的年底完稿，还有七个月，我的电脑里依然只有那
六千多字，我开始发慌，但我不能把这糟糕的情况告诉给任何人，甚至连母亲的事也没让他们知道，
担心因此而遭到误会。重新动‘工是在五月中旬，我下决心让自己由悲痛和愤怒变成疯狂，每天做完
琐事之后写到深夜，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三个月过去，我的心中有数了，自觉得再有一个月就可进
入尾声，因为全书已有了四十万字，书中的重要事件也由别人转向自己。    这是我初定的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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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悲剧而结束全传。    九月，在京同学相约小聚，听我汇报写作进展，得知我几乎快写完了，大家一
片呐喊，理由是传主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他的生命尚在，他的战斗未止，传记要和传主同步，
应该与时俱进地写到当下。隐到幕后的李为每到重要关头又在手机里发表讲话，她把壮丽的结尾都安
排好了，要写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那一天，收到一封校长自谓“逆耳忠言”的公开信。    我承认大
家都说得对，于是回去再读资料，又续写了免职后的第四部分。这么一来，总数就差不多有了七十万
字，一册变成上下两册。    在中国作协的春节联欢会上，《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
知道了此书，他让我写完给他看看；接着在北京作协的元宵茶话会上，他又对我旧事重提；再接着广
东《作品》杂志来京宴请作家，我们第三次见面，这次他具体地要求我从书稿中精选出五万字的章节
，发到他的邮箱里。回家后我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北京文学》2012年第7期作为报告文学的红色头
题：《刘道玉：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    晓升要求我在篇前楔入一个引子，由时下引
到遥远的二十年前，我也这样做了，并且就是李为博士倡议的那封致清华百年校庆的逆耳忠言书。我
们这样合作的原因是，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有诸多貌似，譬如都是取自真人，取自真事，不同的无非
是一个现实一些，横向一些，事件一些；一个历史一些，纵向一些，人物一些。虽然也有不似的地方
，譬如，相比当今许多被冠以报告文学的作品实际上是只作报告，前者更新闻一些，后者更文学一些
。    选章在社会上产生反响，晓升向《北京文学》广大读者发布消息的当日，他的微博中就收到两方
对立的意见，我的微博也来了不少。两年后的事实证明，策划者许金龙当初的预言是英明的。在有人
爱屋及乌地对我进行赞美的同时，我也受到了有人恶其余胥的谩骂。我从匿名博主的已知信息里分析
着他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本人以及关乎者是否在当年的教育改革中有所失去，抑或无从得到，因
而迁怨于发端教育改革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其另有宏观的思考，深刻的研究亦未可知。但我尊重骂
者的勇敢，如同感激赞者的真诚。    我借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
献花传主，同时羞涩地供认自己只写了他的长江一粟，珞珈山上一粒微石。我还想说，作者之于传主
，并不仅是愚生之于恩师。曾经近距离的听琴人，自己受惠其声，妄称知音，如今弦断琴台，却还依
稀记得当年弹奏者的欢乐与痛苦，风采与壮志，假若正直，尚且又没丧失说话的功能，趁着记忆犹存
而不计得失地告诉后来的人，这也未必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拙传行世之日，我再发表一个宣言，人
若动容，那是因为传主；人若动怒，那是由于作者。我将以视死如归的姿势拥抱骂名，也迎接批评，
同时还希求一些人的涵谅，在这本传中，我不仅引用了传主及其亲人、学生、朋友、同事的诗歌、文
章和书信，还引用了别人写他及其亲人、学生、朋友、同事的这类文字，另有社会名流对于有关他们
的时代和事件所作的精彩记录和评论。因为他们比我表达得完美，与其装模作样地从事改编，还不如
老老实实地照本相抄，后一种做法的道德，是可以对原作者致以磊落的谢意。    同学们，以李为与许
金龙们为主的，我写完了，我的心灵从此安定。    2012年7月16日深夜于北京竹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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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道玉传》编辑推荐：武大学子魂系母校的记忆音符，百年武大精神薪火的风骨传承，中国当代教
育改革的别样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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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事实错误甚多，不过还是讲了一些好故事，作者感情笔触太浓
2、就是抄自传，根本没有深入研究
3、我为传主刘道玉的气节所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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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刘道玉，这位锋芒凌厉、敢作敢为、心高志远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在这个教育园地耕耘者的群体
中之所以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议论，正是因为他的经历和遭遇，更深地打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更
强烈地汇聚了这个时代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和叹惜。据说这部《刘道玉传》的策划者，是一群当年曾受
惠于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成果的莘莘学子，他们从自己在学期间的收获成长和进入社会后事业发展、奋
斗成功的经历中，深深感念于老校长刘道玉所领导的教育改革对自己人生定向、受育成才所起的重要
作用，所以他们热切希望将这位在新中国培养下、历尽艰辛、不管当年在位和今天的不在位，始终执
著于、痴心于教育创新事业的教育家的人生“传奇”告知世人。我想，这不仅是为了感恩，更主要的
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寄望于后人从前人的足迹中醒悟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未来走向。当曾受业于武汉
大学的作家野莽毅然接受众议进行这部传记的创作时，无疑也会想到这样的一种使命，所以他才会搁
下自己原有的写作计划，花去两年多时间完成这部七十余万字的著作。这部传记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
，作者不是孤立地去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奋斗、挫折与成功，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将传主刘道玉的人生
经历、命运跌宕与时代紧紧相连，从而使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及作为获得深深的理解。
是新中国的阳光照亮了刘道玉这个出生在穷乡僻壤的放牛娃渴望当一名化学家的朦胧理想，并且为他
铺就了进入高等学府的平坦大道。知恩图报的质朴感情，锻铸了这个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
事业的绝对忠诚，自然也使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驯服地“听将令”，尽管内心略有犹
豫仍处处冲锋在前，成为各级组织重用的“天之骄子”，尽管他极想专心于在化学专业的王国里漫游
，但也不可抗拒地卷入到一些历史错误中。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灭顶之灾，才使他自幼养成
的“逆向思维”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质疑精神。当十年浩劫过去，新的时代在他面前开启，拨乱反正、
改革创新，这汹涌澎湃的时代新潮流，终于使刘道玉那种“逆向思维”、质疑精神、开拓意识获得了
尽情发挥的天地。在传记作者对刘道玉漫长曲折的人生经历书写中，使我们领悟到，正是我们国家改
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才使这位当代教育界的传奇人物得以创造了人生的传奇。作者对人物与时代关系
的处理，不仅为人物的人生起伏、命运跌宕提供了真实的根据，也大大增强了这部人物传记所具有的
广泛的、富有启悟性的社会意义。陈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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