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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室蹭课、跟学生们聊天、放风筝、打乒乓球、路灯下看书……

郑大有个草根明星
学生毕业喜欢找他合影留念
大家称他“风筝哥”、“老顽童”、“爱因斯坦”

“也许你未曾与他交
谈，但他的身影你一
定熟悉；也许你曾听
过有关他的传言，但
你对他本人不一定
了解，很多人的大学
生活中都有着这位
老人的身影。”百度
贴吧郑州大学吧里，
有个帖子的关注度
很高，里面描述的人
叫李雪成，今年58
岁。他脚上永远穿
着拖鞋，8年未变的
发型长至脖颈……
李雪成是郑大校园
里的草根明星，比教
授知名度还高，毕业
前很多学生都会
找他合影留念，“老
顽童”、“风筝哥”、
“爱因斯坦”都是他
的名字。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文 马健/图

百度贴吧郑大吧，李雪成是同
学们热议的焦点，在他们眼中，李雪
成是个传奇：

从 2008 年入学到现在，一直看
到他在放风筝。上次同学放的风筝
总是栽，他帮忙给风筝加了个尾巴，
风筝就稳稳飞起来了。

我们寝室的人都管他叫“爱因斯
坦”。一个教室上过自习啊，很飘逸。

哈哈，和他打过乒乓球，老见他
穿拖鞋，很有意思。

我不是郑大的，但我也认识他
哦。跑去跟他放过他的大龙风筝，
好怀念上学那会儿啊。

一道别致风景，有艺术和文化
的味道。他是个艺术家吧。

身为郑大人，怎可不认识他！
他是传奇！

去教室蹭课、跟学生们聊天，上
午放风筝、下午打乒乓球、晚上高兴
了就睡在假山旁的凉凳上……这就
是李雪成的生活，他说校园让他心
情舒畅。

可就是这样一个热爱校园生活
的人，却在 37 年前的高考中“主动”
选择了半途而废。

1977年高考，学习一向名列前茅的
李雪成，语文考了个郑州市第一，可
随后他放弃了化学考试，原因是：

“我想搞创作，得体验生活，那时候
觉得校园的日子不是真实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李雪成一直坚
持着“要为喜欢的生活而活”的人生
观，这份坚持让他一生特立独行、洒
脱不羁。他曾因痴迷于读书，3 天粒
米未进，为买书卖过房；他做过会
计，也要过饭；他保留着为初恋姑娘
写的情书，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和
一双儿女；他因为给村民争取土地
权益入狱 3 年，却自嘲“有幸体验了
监狱生活”。

“岔路口太多，生活不过是在做
选择，而这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李
雪成很豁达。

李雪成的家在西郊堂李
村，2001 年郑大新校区开建
占去他 4 亩多地，拿着赔偿
款，李雪成在学校附近盖了 3
间房子，开始了与郑大的不
解之缘。

“社会上都是先敬衣冠后
敬人，可在学校里却不是这
样，我跟学生们在一起很开
心，郑大就像我家一样。”从
2006年11月至今，李雪成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白天，他
会到文科教学区蹭课，最喜欢
听的课是哲学和历史。曾经

有老师把他“请”出过课堂，但
时间久了就成了朋友，有时候
下课了，还会一起讨论问题。

“我只听讲得精彩的课，遇见
照本宣科的老师，我就走。”晚
上，他会在教学楼前路灯下看
书，遇见找他攀谈的学生，会
高谈阔论，拥有了不少“粉丝”。

聊 QQ，玩 网 游 ，摇 微
信……李雪成是个很潮的老
人，他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也 喜 欢 同 学 们 叫 他“ 风 筝
哥”，“网上都是这个哥那个
姐的，听着亲切”。

经常和大学生们坐在一起聊天，他是校园的红人。

风筝哥手机微信上有很多大学生朋友。

郑大新生校园手册上有两页专门介绍他。

郑大贴吧里的风云人物

“风筝哥”一生传奇

2006年，在郑大找到“家”的感觉

风筝哥在郑大操场放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