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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顾秉林：我早就听说过陈小悦教授的一些轶事，最近几年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也常见到身着运动服、
朝气蓬勃的陈小悦。
万没想到，2010年3月19日，年仅63岁的陈小悦，在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终因不治，在广
州去世。
他的英年早逝，让我们扼腕叹息！
至此陈小悦逝世周年之际，《清华之子——陈小悦》一书出版了。
他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学生撰文赋诗，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他们与陈小悦交往的难忘往事，全方
位地反映了陈小悦曲折精彩的一生，无尽思念充盈于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深受感动。
在清华同仁中，陈小悦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
这与他鲜明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有人赞誉他为“清华一条龙”，细细思忖，恰如其分。
陈小悦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母均在清华任教。
他从小就在这种书卷气氛中耳濡目染，历代清华先贤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进入清华附中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氛围使他如鱼得水，成为众多同学的学习榜样。
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是他终身的信条。
他始终受到百年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滋润和熏陶，从青少年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顽
强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一切为他日后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6年，陈小悦本来可以沿着清华附中——清华大学一条龙的教学体系顺理成章地进入清华大学，但
“文革”打乱了那一代青年学生的人生轨迹。
陈小悦由标兵人物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在 “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因“出身不好”被北大荒
逐出，后辗转到陕北插队落户。
但厄运没有将他击倒，在艰苦的劳作中，他仍挤出余暇苦读不辍，求索真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
神在他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
1977年，陈小悦以“文革”后陕西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几经周折，进入清华大学汽车系，成为班里
年龄最大的学生。
但他凭借自己扎实的学习基础与超乎常人的努力，跳跃式地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业。
以陈小悦的学术功底及专业水平，本可以在汽车专业上有所发展和建树。
但他凭着几十年对社会运转的分析，敏锐地发现，中国产业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差距，更重
要的是管理方面的落后。
他以清华人“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之人生价值观，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为己任，毅然改学经
济专业，并出国深造。
    自此，他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经济学领域的学习与探索之中。
从1989年起，陈小悦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助理、副院长兼会计系主任，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穷理求真，
追求卓越”的治学精神，在现代财务学领域、会计学领域中挑战传统、探索新径，进行了许多开创性
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他秉承“行胜于言”、“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教书育人，淡泊名利，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桃李满天下”，不愧为一代师表风范。
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先贤为学之道，善于思索，勇于挑战，先后主持了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硕果累累。
 他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在财经会计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先后担任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会长、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同时，还担任多家大型企业的独立董事。
在他逝世前，还依然关注着对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希望进一步深入开展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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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盼望能在有限的时日内完成夙愿，只可惜“耳顺”即逝，壮志未酬。
在百年清华的历史上，陈小悦可能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直到博士都在清华受到教育的
唯一一人，其后他又在清华教书多年，为清华做出了杰出贡献。
清华精神培育了陈小悦，从陈小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经百年锤炼所形成的清华精神的光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小悦可谓名副其实的“清华之子”。
今天我们纪念陈小悦教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清华精神，使其薪火相传，与时俱进。
如是，这份献给清华百年校庆的礼物，这本名为《清华之子——陈小悦》一书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
2010年12月15日注：顾秉林院士系清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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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陈小悦生前亲朋好友至其周年之际文字撰文赋诗，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他们与陈小悦交往的
难忘往事，将其生前低调充实的人生和病重期间同病魔作战的勇气和信心描述得历历在目。
让人在惋惜的同时油然而生出一种钦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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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们共同的时光——和小悦相处的一些片断在小悦和死神搏斗的那些日子里，所有的
人都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但它最终还是没有出现。
小悦走了，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
回想和小悦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浮现出来，但在这些场景中，小悦的形象只是一幅幅剪影
，只是偶尔有生动之处，这可能是由于小悦深沉不露的脾气使然。
由此我想，与其单写小悦，还不如把他放到一个较大的背景中去写，放到我们的活动背景中去写，这
样可能更好，可能更有利于使小悦较晚时期的朋友们对小悦成长的那个环境以及小悦的某些品质特色
有所了解，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话。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年春天转学到清华附小的。
由于过去长期在干部子弟学校过着住校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同学们的家庭背景也都相似，
再加之天性使然，所以，和这里的同学比起来，我显得很傻。
好在很快就和陈小悦、钟虎、吴昕等男同学结成了好朋友，和黄安平、张美怡、石宏敏等女同学先后
也成了好朋友，从此我不再有孤独感。
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里，我个头比较高，只记得到了六年级毕业时，我已经长到了一米六零，小悦只
比我矮一点儿。
我的性格比较张扬，而小悦则有些腼腆，和吴昕一样，都有个手摸后脑勺的习惯动作，尤其是在犯了
错误时。
清华附小当时是和附中一同坐落在清华园的西南角上，附小的旁边有一片低洼地带，人们称之为“大
沟”。
这条大沟南面的高坡之上林木茂盛，鸟叫虫鸣，沟底则是一片湿地，中问流着一条小溪，夏天的每个
早晨，茫茫的雾气中，布谷鸟都在这里叫着，清脆的叫声回荡在清华的西南角上。
从五年级开始，显然是受到班主任马老师的影响，我、陈小悦、钟虎、梁国英和吴昕等五个人经常在
一起打篮球。
由于不懂篮球规则，我在过人的时候，往往是把球撩起来，越过对方的头顶。
如此成功的“过人”常常使我得意洋洋，奇怪的是，这样的错误当时竟然没有人指出来过，其实这正
说明我们大家谁也不懂。
由于经常打篮球的缘故，我们这五个人就自封为五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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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之子:陈小悦》编辑推荐：执着做事，本色做人，不求有功，但求有信。
人在理先，理在事先，事在情先，情在利先。
道导之，德载之，利驱之，人驭之。
人活着的意义在于创造价值；如果一个人全身插着管，无法下床，无法为社会，亲友创造价值，而只
消耗资源，那么这个生命不再有意义，是不值得活的。
（他在生命的最后，实践了他对生命的这一理念）诚实是最好的对策。
因为对诚实的人可以预期他的行为，诚实的人也可以纯化他人心灵。
做正派人是做正派事的前提。
既然得了病，就得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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