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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炯华先生要我为其《朱九思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作序。
弘扬九思先生精神义不容辞，我特在李锐先生大序之后再序之。
    九思先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其
特别。
在华中科技大学，不管是朱九思时代的经历者还是未曾经历者，甚至是受到过他不公正对待的人，都
承认他的功绩和地位。
这当然在于他主政华中工学院时作出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于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九思时代，奠定了学校后来几十年学科发展的基础。
正如《评传》中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造专业，实现理工结合”。
1980年，正式提出“把华工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之华中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之发展的基础，都是九思时期所
奠定的。
    九思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
他提出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对于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他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反对把学生当做小孩
，老是抱着他们走。
他指出，“抱着走”的实质就是“把学生禁锢在传统的知识圈内，不图革新创造；它让‘孩儿’安卧
于母亲的怀抱之中，不愿自己走路”。
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九思先生也一直思考着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
1999年，他在《大学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将自己的教育观概括为“大学生命的真谛是学术自由，追
求真理”。
这些思想即便在将来也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九思先生为学校留下了宝贵精神。
他提倡而且秉持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成了华中工学院及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之精神风貌和光荣
传统。
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这所学校得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并取得今天的地位。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正如人们所言：“多年以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内无历史积蕴，外无
‘贵人’相助，取得的成绩都是‘一刀一枪’搏来的。
”笔者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希望让“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永久地成为华中大的精神风貌，即使在
艰难不利的条件下也要敢于与那些比自己条件优越得多的学校竞争并追求卓越。
这当然需要善于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把困难转化为机遇，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九思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领导风范。
他对事业的热爱与执著，他的视野与气魄，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特别佩服他的独立思考与胆略，他从不盲从上级的指示。
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华中工学院的模仿和追赶对象，就是违背当时的教育部某主要领导的指示的。
我还钦佩他的反思和反省精神。
就像其他的大家一样，他也有过失误。
80年代初，他发动批判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否定关于潘晓人生观的讨论，在华工开展批评黄克剑的
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错误”。
这些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大多数领导都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束缚，或只是贯彻上级指示，本来
无可厚非，但是他对这些都能深刻反省，足见其大家风范。
    九思先生九秩之时，我曾献诗一首，不妨录于此：    华诞九十，佳宾集，朱公伟绩历历。
树木育人，百年计，满园翠绿若滴。
    非常时期，东山再起，巨擘千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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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世界，还看英雄眼际。
崇尚研究    科技，拓办文理，休管他非议。
转化竞争，觅时机，凝聚大家气势。
功成身退，    学而时习，求是何老矣。
华中九思，世界学林当立！
    王先生的《评传》真实地记录了九思先生至今的光辉足迹。
九思先生在位时期的功绩，退位之后的思考，在书中都有全面的介绍。
作为一本评传，此书还非常客观，对九思先生曾有过的失误并不避讳，并且作了中肯的分析。
    王先生的这本书也是我们研究高等教育的很好的参考资料。
它既反映了九思教育思想，也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概貌，还简述了某些国际
名校(如MIT)的办学思想。
    此书值得高等教育研究者一读，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士一读。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使九思先生能得到他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本应该有的地位；使九思先生更
能成为华中大历史的一座丰碑；使九思精神永远成为华中大精神；使未来学校的领导者都能把九思先
生作为自己的楷模，时刻警醒自己，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倘能如此，华中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则可期待也。
    但愿此书的出版，能让人们了解中国当代并非没有教育家。
在时下社会广泛质疑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时期，在高等教育界自身也感到困惑的时期，此书将犹如一
丝清风拂面。
    李培根    2010年4月8日成于返汉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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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九思评传》全面记叙了朱九思办华中工学院的业绩，描写了他调整和改造专业，在工科院校
中率先开办文科和理科，进而提出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的理想与实践；对其教
育思想和领导风范，亦有详细的叙述和评论；对其失误亦不讳言，并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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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炯华，湖南溆浦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主要著作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毛泽东读书生涯》(
再版名《毛泽东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2004年)，《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胡汉民评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主编(与师友合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
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参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当代中国十哲》(
华夏出版社，1991年)，《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
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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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朱九思生平简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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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朱九思入党后，面对抗日救国的新形势，考虑念书已经念不下去了，他正式向武大党
支部提出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党支部反映到省工委，答复可以去学习，但不一定去延安。
当时湖北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党员干部，因北平、天津沦陷，在南下流亡人员中有些党员，但人数甚少
；国共重新合作后，从南京监狱释放了一些党员，但人数更少。
怎么办？
省工委决定办两个训练班。
一个在应城汤池，由陶铸主持，另一个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当时不知道主持人是谁。
省工委的意见是，湖北急需党员干部，朱九思可以去七里坪学习。
但是，他向往的是延安，经再三要求，省工委终于同意，七里坪与他失之交臂。
直到“文革”之后，朱九思去云南昆明，遇到武大老同学、也是武大青年救国团成员的曹诚一，才从
他的口中知道七里坪训练班主持人就是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
1938年初，曹诚一在那里学习三个月，并在那儿入了党。
朱九思后来几十年都没机会去七里坪，一直到新世纪的2007年4月下旬的一天，他的朋友漆环涛来汉看
他，才在漆的陪同下，偕夫人王静去了趟红安，了却了他七十年前的一段旧缘。
因为漆的表弟曾在红安担任县委书记，刚调任省扶贫办主任不久。
朱九思此行是由漆的表弟打电话由红安县委接待的。
耄耋之年的朱九思来到红安仍然很激动。
他说，那里的所有干部和老百姓都很骄傲地称红安是“将军县”，因为那里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号称
“将军县”一点也不夸张，当之无愧。
七里坪在红安城外，一到那儿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世界——苏维埃世界、红军世界
，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直到现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条基本完整的“列宁街”，两旁都是当年写的“红四方面军总部”、“苏
维埃银行”、“工会”⋯⋯当年的训练班就设在七里坪秦罗庄的秦家祠堂。
那儿是秦基伟上将的家乡。
秦基伟（1914-1997），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朱九思在秦家祠堂边看边沉思。
陪同他的漆环涛说，朱九思的眼泪没有掉出来，但眼睛眶内饱含着泪光！
从1937年到2007年，整整七十年啊！
他非常感谢那儿的老百姓，他们把整个七里坪包括秦家祠堂保护得很好，他们都是当年红军的后代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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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1967届毕业生。
1968年毕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农村，我被分配去湖南
邵阳县教中学。
在邵阳县二中工作半年后，邵阳县革委会决定将全县十所中学下放社办，我又去了和平公社中学。
名义上是公社中学，实际上类似于简陋的生产大队耕读学校。
校址是1958年大办钢铁留下的废墟土坯房，还与生产队社员混居。
开始连炊事员也没有，需要我们六七位教师每周轮流为六七十位寄宿生煮饭。
1970年“一打三反”，我还被打成所谓现行反革命即所谓“五一六”大头头，由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
立案审查，内定为枪毙对象。
1974年3月，县公安局同我本人见面处理我的“一打三反”问题，他们调查、搜集和整理我的“罪行”
材料装满了三个大档案袋，共686页，每份材料都标有“王犯炯华”字样的题头。
这一年我调入在衡阳市的国营二七二厂子弟中学。
1978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赴京复试后却因政审不合格未予录取。
1980年，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全国统一招考的考试，我报考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助理研究
员，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拟录。
正在我因家属户口等具体事务犹豫不决、准备去正在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
时，华中工学院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由吾师、华工哲学研究所所长李其驹先生引荐，在朱九思亲自关
心下，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于1981年4月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
这无疑是我人生事业最重要的转折。
作为朱九思“广积人”校策的受惠者，我对华中工学院始终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思
想基础之一。
    朱九思先生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和有远见的教育家，他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也是与
我同系的老学长。
但是，1984年他离开华工领导岗位前，我虽然很崇敬他，但与他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
1986年6月8日，我去张家垮冒昧造访朱府，去看望因受骗上当而落寞的他。
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时，他不无警惕地连问：“你找谁？
你是谁？
”在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才得以进屋落座。
这是我第一次拜见赫赫有名的朱九思，从下午3点谈到5点，他还送我下楼，直到我骑上自行车才转身
。
从此受到他的关爱，他每凡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派他的秘书送我阅读。
因为我常参加学术会议，结识一些不大不小的学者型京官，他们来华工，我有时也被应邀敬陪末座。
有一次，我跟朱玉泉书记开玩笑说：“我在你们领导的宴会上吃了蛮多的白食，你们究竟认不认识我
啊？
”朱书记笑着说：“谁不认识你王某人啊，老领导还要我们好好关照你呢！
”我自嘲地说：“别的并不劳领导费心关照，只是我上课讲错了话，写文章写错了字，你们领导手下
留情，不批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关照了！
”由此亦足见朱九思很重感情。
    朱九思几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办华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率先改革，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发展新潮流，
为华工的崛起、跻身国内一流和世界知名大学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他人格高洁，德高望重，无不良嗜好，不谋私利。
倾心于为他写传的人当然不止我一个，然而，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他选择了我。
    2007年暑假，我和程红先生每隔一天去朱府，听他作一生经历的自述。
每次三小时，十多次下来，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梗概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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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开始阅读他的．论著，搜集必要的资料，构思谋篇。
因为我虽然已于2003年退休，但仍在怀化学院做特聘教授，全职教学与科研，除了寒暑假在汉，我与
朱九老的联系全靠电话和书信。
他给我写过一些短信，给我邮寄相关资料，还批阅我的大部分样稿。
特别是，他以报纸总编的职业水准，增删纠错，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但是对于我在本书中的理念包括对他失误的直书却充分尊重，只字未动。
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宽大胸怀和包容精神。
    本书得到李锐老的支持。
耄耋锐老，是与朱九老三聚、共事的国立武汉大学老同学、老朋友。
他虽然在武大高九老两届，年纪却小九老一岁，身体也远不如九老康健。
他不顾身体不适，亲自为本书撰序，既是对朱九老的深情的寄托，也是对作者的奖掖。
    本书得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的支持。
朱玉泉前书记、李培根校长、路钢书记、欧阳康副书记都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和写作，并给予课题资助
。
李培根校长还应我所请，拨冗撰序，非常关心本书的出版。
    本书得到怀化学院校、系和有关处领导的支持，胡建书记，谭伟平院长，宋克慧副院长，以及杨吉
兴、周文、陈东明、杨高男、朱卫红等先生对朱九思敬佩有加，为我提供了自由研究和写作的环境。
    程红先生为本书作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只是因为他教务繁忙而未能分身本书的撰写工作。
    本书还得到王恭南、熊赟先生和华工校友、我逾半个世纪的朋友贺长生先生、李云初先生的关心和
帮助。
    本书对朱九老的高足、现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陈运超先生的博士论文《大学校长治校之道：一个个
案的分析》和姚启和、蔡克勇《华中工学院三十年》等校史资料多有引述，并从百度网等网站搜索了
相关的资料和图片。
    本书撰述期间，笔者先后访问了刘崑山、陈远、李德焕、李宜昌、朱桂林、韩守木、钱文霖、霍慧
娴、王君健、姚宗干、李爱珍等先生，还有十几位先生或因为忙碌而不能分身，或因为年事已高、健
康欠佳难以接谈，虽已列入笔者访问名单，但最终却未能一一采访。
    本书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阮海洪社长、熊新华书记、姜新祺总编辑、焦微副社长的选题支持和
责任编辑钱坤先生的精心编辑；前总编辑钱文霖先生在复审中不仅对文字多有批改，而且提出了某些
重要意见；李东明先生、徐正达先生、王晓东先生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档案馆，以及朱九老高足沈红教授为本书提供了部分照片。
    夫人和女儿许琦为本书做了不少事务工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对所有以上对本书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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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九思评传》：珞珈弃学从革命历经延安长沙艰苦而成新闻界人物；喻家兴学事高教饱尝武昌咸宁
荣辱终为教育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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