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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刘道玉再次鼓呼大学去行政化

78岁老人的
教育呐喊

□人物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

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

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

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

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校中

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因“任

期已满”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六、停止大学办分校；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八、实行教授定编制；

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

他依然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高校之殇》付梓。在该书的

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实乃良心驱使。

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寸步难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
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

记者：您的新书《中国高校

之殇》，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您

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

亡之意，我是借用“殇”字来形

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

所受到的伤害，用“殇”字来形

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

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

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
都荡然无存了。学风乃是学术

生命之源，学风正，则学术兴

旺，而学风坏，则学术凋零。我

国高教上的种种弊端，都与大

学精神丧失息息相关。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

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

么问题？

刘道玉：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的乱

象又是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

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

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

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

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

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

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

几天前，我与复旦大学前校

长杨福家先生讨论高教问题

时，他说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

里居然没有教育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才设立了教育部，但

在 其 管 理 职 责 上 ，都 是 不

管……而中国教育部恰恰相
反，其职责是要管、统统管，甚

至连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能

否在校外租房，大一学生能否
买电脑等，也都要发个文件。既

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

济，难道大统一的计划教育部
能够振兴中国的教育吗？教育

部放权了，就会出现我国教育

改革园地里百花争奇斗艳的大

好景观！

记者：在推动教育改革中，

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

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

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
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

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

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

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

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

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

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权力，制定
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

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

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

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

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

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

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

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

侧重点，办出各校的特色。

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
批准专业设置，这不又重蹈老

路了？

记者：近来大学改革最受

关注和期待的，当数朱清时先

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

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

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朱清时提出了不

少好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

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

“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

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
素质的教师”等。对于这所新办

的大学，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
充满着期待。

最近，从媒体上得知国家

教育部批准了筹建南科大，并

同意把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

田。我不禁担心,今天批准学校
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再后

来还要批准研究生授予权，最

后还得接受它的检查和评估，

这不又重蹈大学体制的老路

了？请问：哈佛大学先于美国建

国，它是由谁批准的？以色列建

国前，于1932年创办了希伯来

大学，它又是谁批准的？我国的

西南联大又是谁批准的？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

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

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

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

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我国高教领域的实用主
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完
全替代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

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
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

盛极一时。

记者：不少学者提出“教授

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

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

是尊重教授地位的表现。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既不

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
校长治校，核心问题涉及政治体
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

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

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
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比

如汪晖事件爆发已这么久，清华

大学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查清事

实真相，却久久没有组织调查，

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孰是

孰非，绝不能靠批汪和挺汪的人

数之众，而只能依靠事实。

过去发生在另一所大学的

学术抄袭，群众纷纷要求身为院

士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调查，但他

却说：“没有党委的指示，我不能

调查。”这就说明，学术委员会的

权力受到了掣肘，也就是说，学

术腐败涉案人员，受到了错综复
杂的关系网的保护，所以清查腐

败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无论是

清查经济腐败或是学术腐败，都
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委员会，秉

持“只认得真理而不认得利害”

的大无畏精神。

记者：不少学者言必称西

南联大。您认为西南联大的办

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

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是我国

高等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典范，

也成了绝唱，其教训十分深刻。

既然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

那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它的

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把包

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

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

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

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
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

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

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

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

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
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
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

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

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

喋不休地高喊改革、创新，但只

打雷，不下雨；天天喊要建世界

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

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
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它

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

不避刀俎，为教育改革呐喊。

记者：您有不少学生都是

在教育部或者大学任职的，他

们怎么看您对中国大学的激烈

批评？

刘道玉：近年来，我发表过

许多教育评论和访谈，说是批

评也好，或是炮轰也好。但是，

我既无意取悦谁，也绝不想伤

害谁，只想根据教育规律，说自

己想说的话，仅此而已。当然，

我知道自己发表的某些看法，

肯定会引起在位的某些领导者

的不快，目前我还没有明显地

感受到压力和麻烦。

但是，遭受不公平的事是

有的，如我该享受的待遇被剥

夺了，我应该参加的活动不被

通知，学校也一直在致力于“淡

化”刘道玉的影响或“去刘道玉

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基层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我
十分友善，在他们权限内帮我
解决了不少困难，我衷心地感

谢他们。

一个人的志趣、个性、信仰

和价值观一旦形成，那是很难

改变的。为了坚持真理，我不顾

个人利害。为了坚持自己的信
仰，我不避刀俎，永远做一个真

实的自我，依然不停地为教育

改革而呐喊！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