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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叙述那些“远去的事”的传记，是拥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典籍，它们是
传承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记是兼有文学和历史特点的作品，就人与事的生动描写来说，无疑是指文学；论事实真相的记
述，那当属历史。
这正如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所说，回忆录是要“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
 　 传记是人们比较喜爱阅读的一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长知识和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少年——
他们希望从中受到启迪，寻求、借鉴和获得前进的动力。
 　 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从一个人所喜爱阅读的书，便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性格。
一般来说，爱读传记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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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
位校长。
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
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
”“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
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
”正是他的这种 “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
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
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
，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
南有武大”的说法。
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
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
史细节。
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
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
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
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道玉，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的一系列大学制度改革以今天的眼光看，仍然
相当大胆。
本书是刘道玉出版的自传小说。
书中，他追忆了自己主政武大的岁月，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位勇敢的教育制度改革者的形象。
当您购买本书后，您就同时捐出了2.2元给刘道玉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将把您的爱心传递给每一个位贫困学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简介

　　1955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
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统一高考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
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
大影响。
在教育面，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等十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文章。
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
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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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戴河的会见(226)五 厦门大学的盛情(230)六 海南岛之行(232)七 “官贵民贱”的真相(236)八 为何
不当官?(239)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242)一 一切从零开始(242)二 开拓新领域(247)三 承担重点科研
任务(250)四 培养研究生(254)五 国际学术交流(258)六 我的最大遗憾(268)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273)
一 美国西东大学的突破(274)二 中法交流中心(277)三 法国国家荣誉勋章(284)四 耶鲁大学的盛典(287)五
哈佛大学的印象(290)六 中日大学校长会议(294)七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298)八 春兰秋菊裨益于
我(303)第十章　梦魂萦绕系教育(309)一 我的教改情结(310)二 甘作铺路石(319)三 爱的学校(326)四 太
平洋上空的一个梦(331)五 给中学生开选修课(334)六 创造教育三部曲(338)七 “实验田”的辍耕(340)八 
人生无怨无悔(345)跋(350)附录：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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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
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指望毕业后能上紫金山天文台工
作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1953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
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
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有很多“下山”的机会，但由于我太挚爱这一片被“仁者”和“智者”所乐道
的山水，以致与它结下了终生的恋情。
　　比往年新生注册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大约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
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我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仙山琼阁，
是人间的天堂！
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
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
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
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
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
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
型麦克风上课。
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
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
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
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
费的。
就拿伙食来说，那时的大学生吃包伙，8个人一桌，按班分组入席。
早餐备有豆浆、牛奶、稀饭、馒头、肉包、油条，小菜有盐蛋、香肠、咸菜、油炸花生米。
中晚餐是四菜一汤，主食有米饭也有面食，各取所需，不限量，吃饱为止。
每天的食谱不重复，花样不断翻新，富有营养，味道也十分可口。
我记得，早餐剩下的花生米，女同学们把它包起来带回宿舍当零食。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但是那一段连农村地主恐怕也不
能比拟的优越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一个调干生，另一名是
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要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
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审查关，要查祖宗三代有无政治历史问题
，查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意识；二是学习关，既要看高考的成绩，又要参考平素的学习成绩，要求
门门功课优秀；三是身体检查关，要求五官端正，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应当是一个“完人”。
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
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脚气会影响留学呢？
这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规定，抑或是应苏方的要求呢？
　　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
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
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
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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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
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
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
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
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
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
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
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
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
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
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
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
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
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
客。
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
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
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
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
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
婚后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
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
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考试后，
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
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
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
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
，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
按标准国家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
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
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
，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
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
，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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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道玉教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在他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担任高等教育领导工作长达24年，他
执著地研究教育改革的理论、创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并始终关注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
在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部分校友的支持下，他于1994年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
2004年基金会根据国务院新颁发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进行重新登记时，经批准将该基金会正式更名
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的宗旨：积极开发教育公益事业，推动创造教育的实施与普及，奖励富有创造性的优秀人
才，推广研究教育改革的优秀成果。
　　基金会的人文精神：为教育改革铺路，为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铺路，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铺路！
　　中国的教育公益事业需要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参与和帮助，基金会竭诚希望用我们的爱心为教育
事业共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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