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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六月，毕业季。
6月8日这天，李文超提

着帆布包和笔记本，回到清
华大学西边的水墨社区家
里，对着小儿子兴奋地喊道：

“你看！这是我的博士同学
送给我的！”

今年，已经是李文超在
清华和北大旁听博士生课程
的第 7 个年头。他口中的

“博士同学”，来自清华。
76岁的李文超，并不仅

仅因这么多年坚持在清华北
大旁听而出名，事实上，59
岁时的他，已经名满全国。
2001年，国家取消高考年龄
限制，已退休的李文超报名
参加当年高考并以286分的
总成绩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
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求是
学院录取，一度被媒体称为

“花甲状元”。
这么多年来，“花甲状

元”一直没有放弃学业。本
科毕业后，三度考研未遂，又
重返贵州师大旁听三年硕士
课程，然后就是七年北京之
行。

坚持这么多年，他的信
仰是：“学习是人间正道。”

“花甲状元”的学习人生

书香

1942年出生的李文超，1964年曾
参加过高考。

那时候的他，高中毕业证书上都是
5分的好成绩。但那次高考，结果没有
人去问，也没有人通知他，他连考取没
考取都不知道。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时单位
只有一个考试名额。领导希望李文超
能参加，但是单位里竞争也激烈，你争
我抢，把领导惹烦了，最终谁也没得到
这个机会。

直到2001年，李文超才又一次走
进高考考场，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不光李文超，他的家人对于读书的
追求也有着外人看来比较神奇的共
性。老伴儿徐长虹，48岁时从党校大
专毕业；大儿子李宁，读了三个本科，小
儿子李成田读了俩本科。

在贵阳李文超的家里，100平方米
左右的房间，好几个书柜都装满了书。
李文超没有书房，老伴儿徐长虹说，他
在哪里都能看书。

徐长虹也退休了，她说当年和李文
超在一起，是因为特别欣赏他“写东西
写得精干”。但徐长虹一直不觉得老伴
儿是书生，“以前他挑粪，能挑两三百
斤”，“不怕吃苦，再重的活儿他不怕，再
大的雨他不怕，再大的风他也不怕”。

“街道办事处多次评我们家为书香
门第，我父亲坚持不要。”李文超的小儿
子李成田说。李成田回忆起家史说，奶
奶在处理问题上也很有智慧，希望后代

“读书要勤奋，要讲天理和道德”。
76岁的李文超，至今仍把母亲的

名言挂在嘴边，“要讲天理和道德”。最
近他在研读西方文学史，读《巴黎圣母
院》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

“我的母亲也是圣母。”他说。

尊重

在清华大学西门圆明园东路水墨
社区，李文超和小儿子李成田住在一
起。38岁的李成田，如今从事的工作
和大学念的两个专业都没关系。他念
的是计算机和中医，从事的是金融行
业。不过，他很赞同父亲的选择。

这个600元租下的棚户区的房子，
比起原来的中国地质大学家属院地下
室，住宿条件并没有改善多少。李文超
花的是每个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老
伴儿会定时给他打过来。

他痴迷地说：“我的爱好和兴趣，不
在居住和生活上，在于学习给我带来的
快乐。”

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李文超要先
到圆明园锻炼两个小时，风里来雨里
去，雷打不动。上课学习的时候，他觉
得时间过得飞快，“一个上午的课程，怎
么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简直把周围
的一切都忘掉了”。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喊他是“老李
同志”，评价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研究德国哲学的黄裕生教授，喊他“李
先生”，还赠送他书和笔记本。曾就读
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方麟觉得他是“精
神贵族”。

“他们尊重我，不是对我的尊重，是
对学习爱好的尊重。”李文超说。

6月12日，李文超给记者发来一封
感谢信，他感谢父母乃至国家，表明对
学习的心志，称读书是天下第一人品。
信中写道，“撼山易，撼乐学难”。

他说，读书使人生更加自在，达到
一个美和善的境界，使自己内在的心灵
不断完善，在不断地认识问题，达到一
个新的境界以后，返回现实生活，一切
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李文超的理想是，只要身体允许，
就一直读下去。（南都 嵇石 苏海伦）

在清华大学，你总是能在通往
教室的路上遇见李文超，左肩背着
的帆布袋是他的标志，里面装着他
做的笔记。如果在教室里遇见他，
你总能发现头发稀少且花白的李文
超坐在第一排。

李文超退休前在贵阳铁路局教
育室工作，早年因为写字好、听写
快，还在单位搞过宣传。他很得意
自己的笔头功夫，钢笔写字声音刷
刷的，老师讲完一节课，他能写满好
几页白纸。

最近他在上的一门课，是清华
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平讲述的《尚
书》。这门通识课面对清华大学新
雅书院的学生，属于精英教育，阅读
量大，课业繁重。对李平老师来说，
李文超是个熟悉的面孔。

三年前，李文超还上过李平的
《孟子》和《论语》。李平说，“老先
生”是学生里最认真的一个。

“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很多时候
都更有深度一些。比如《尚书》，其
他学生一般就集中在《尚书》里提
问，最多也就关联一下前后的篇
章。他会联系到《孟子》《老子》，这
都是三年前学过的内容了。”

谈起《尚书》，李文超回忆起课
堂内容，大禹的父亲治水靠堵，大禹
本人治水靠疏。他觉得这门课的主
题思想就是：“要按照天理，按照道
办事。”

“我走在人间的正道上。”李文
超扬起了声音说，“学习是人间正
道。”

数年下来，自2010年进京，李
文超已经在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共
旁听了140门博士生课程，记下了
2000多万字的笔记。

曾报道过李文超的清华大学校
园记者万宁宁认为，“他真的信仰

‘学无止境’”。
李平老师直言自己很佩服他，

“到了这个年纪，还有学习知识的热
情，我感觉到他很快乐”。

快乐

在“北漂”之前，李文超
早就火过。

2001年5月，退休在家的
李文超和老伴儿看报纸时，一
条消息让他欣喜若狂——教
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
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
过 25 岁”的限制，首次允许
25 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
加高考。

李文超跃跃欲试，并在
同年报名参加了高考。

时隔多年再回忆，李文超
说自己是“裸考”的，没怎么复
习。但最后他以286分的总
成绩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

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
院破格录取。他的“花甲状
元”名号由此而来。

在贵州师大，李文超读
了他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
业。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
毕业时，他从入校时的最后
一名，跑到了全班第十九
名。本科毕业之后，他三次
报考上海师范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一方面他英语成绩太
低没有过国家线，另一方面
学校认为他年龄太大。三次
报考都失败了。

求学之路从未停歇。他
重返贵州师范大学开始旁听

研究生课程。三年下来，他自
认为达到了硕士毕业水平，于
是心中冒出了一个想法：要去
北京，要到最好的学校去。

2010年秋天，已经68岁
的李文超挥手告别送行的老
伴儿。27个小时之后，火车
缓缓抵达北京，他从西客站
出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清
华，他急着想看一看这个让
他憧憬多年的地方。

李文超进京“读博”的想
法得到家里人的一致支持，
至今没有变过，家人甚至没
有讨论过他要去多久。他这
一去，就是七年。

出身中医世家的姜老太——姜莉蔚，用
家传秘方专门解决皮肤问题、皮肤瘙痒。脚
气钻心痒、湿疹糜烂痒、皮炎灼热痒……抹上
姜老太修肤堂的家传配方，可达到去痒效果。

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解决瘙痒
不反复必须拔毒。姜老太修肤堂遵循“循经

拔毒、托毒内出”疗法，使用者还会感觉从皮
肤里冒出丝丝凉气（祛风邪），或渗出珠状液
体（祛湿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
或出现些异味黏稠物（杀菌虫）。

老中医秉承家训定下的规矩：皮肤瘙痒
者无论是何种原因、时间长短，均可当场体验。

皮肤瘙痒姜老太有方法

姜老太修肤堂寻找100名皮肤瘙痒者

谨遵家训，
不进店不卖，
不体验不卖，
不满意不卖。

市区内地址：矿工路老汽车站东100米路南姜老太修肤堂 电话：0375-2287866

皮肤问题 免费试用

“读博”

李文超
在教室学习，
笔 记 摊 了 一 桌
子。

李文超的“书香家庭”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