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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快速无争议离婚

1977年：竞争最激烈的全国高考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
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
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
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
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
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
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30余年来，这一“国考”深刻影
响了 3千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
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就国
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
社会现实。

1977年 5月 24日，第三次复出
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 10年
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

经过 44天的争论，当年 10月，
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
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
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
动。

翌年，招生车轮加速转动，春、
秋两季，各开一科。

决断：邓小平一言拍板恢复高
考

在历史低谷中断层了的高考
在讨论和申辩中得以恢复，十年积
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
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
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
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
展史》中这么总结。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
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
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
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
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

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
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
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
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
中国自 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
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
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
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
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
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 1/5。在辛

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
界 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
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
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
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
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
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
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
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
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
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
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
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 4月 6日～14日，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
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
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
结合的办法。同年 6月 18日《人民
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
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
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
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
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
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
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
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
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
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
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
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
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
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
治运动就开始了。从 1966年 6月
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
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
学生工作。

1966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
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
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
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
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
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

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
展，在 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
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
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
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
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
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
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
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
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
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
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
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
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
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
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
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 10月 14日，周恩来接

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
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
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
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
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
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
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
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
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
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
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 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
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
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
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
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
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
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
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
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
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
月 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
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
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
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
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
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
每年的招生中，分出 1%～5%的名
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 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

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
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
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
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
年 5月 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
对 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
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
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
人才。

1977年 8月 4日，那本来只是
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
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
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
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
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
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

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
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
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
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
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
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
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
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
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
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
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
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
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

“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
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 8月 13日开始，教育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
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
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
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
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
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
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
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
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
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
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
届高中毕业生，年龄 20岁左右，不
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
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
的，年龄可放宽到 30周岁，婚否不
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 1966
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
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
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
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
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
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
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
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
的报考人数是 570万，录取名额为
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 29：1。这
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
1，降到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的 3.5：
1，直到现在的2：1。

历史，无法倒转，也无法假设，
留存的只能是唏嘘，还有感慨。

那年我也高考过
1977年的全国高考，是特殊年

代举行的特殊考试,它创下了几个
之最：

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首
次恢复的高考。1966年文化大革
命兴起，废除了高考制度，1971年
起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
做法。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高考，
并延续至今。

2、准备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一
次全国高考。1977年 10月中下旬
公布全国首次恢复高考的消息，12
月10日至12日正式考试。1977级
新生于1978年2月入学。

3、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全国高
考。1977年全国总共有570多万名
考生，拼搏 27万多个录取名额，录

取比例为291，约4.8%，真正是千军
万马争过独木桥，可谓空前绝后。

4、考生来自社会各界最多的
一次高考。当年的考生来自工厂、
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等各行各
业，年龄最大的是1966年高三毕业
生，最小的是1977年初中应届毕业
生,年龄跨度 10 余岁。我所在的
1977级班级，出现了叔叔与侄子成
为大学同窗的“奇观”。

5、由各省市自治区单独命题
的一次高考。如我经历的辽宁省
高考，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和史
地(历史、地理一张考卷)，理科考政
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理、化学一
张考卷）。文理两科考生的政治、
语文、数学三门考卷一样。个别省
市自治区加考外语，但不计入总
分。

6、改变社会风尚的一次高
考。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不
但使27万多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
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
新风尚，从而在整个神州大地上掀
起学知识、学文化的热潮。1977年
的全国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对当时乃至后来中国的发展走
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回头看，1977年的高考试卷有
点“名不副实”，好像只有今天的初
中水平。不仅辽宁，其他省市自治
区的高考试卷也彼此彼此，不相上
下。这是为什么?

当年大多数高考生的知识点
都属空白，具有扎实基础的凤毛麟
角。

有些人报着随大溜、撞大运的
想法报名参加考试，由此一来，结
果就天上地下了。每道考题的答
案只有一个，考生给出的却五花八
门。比如，史地试卷有一题：“中国
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的考生答：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
有的答：“长矛、大刀、火箭、原子
弹。”再比如，语文试卷有一题：“将
下面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夫夷以
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
者不能至也。”有的考生答：“姐夫
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
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
德的……”如此笑话，层出不穷。
当然，这笔账全算到林彪、“四人
帮”身上了。

也有一部分考生在“读书无
用”的年代里坚持自学，积累了一
定的知识，又“临阵擦枪，不快也
光”。他们在考场上如鱼得水，充
分发挥，最后达到或超过了当年高
考录取分数线，成了时代的幸运
儿。

还有些人虽然知识功底不浅，
却因种种缘故错过了这一难得的
机遇，从而抱憾终身。1978年全国
高考于 7 月进行，属过渡性质。
1979年之后，全国高考逐步转入正
轨。

今天阅读 30多年前的高考试
卷，恐怕很多人都难以置信：这是
高考试卷吗?然而，它白纸黑字，千
真万确。

这，就是历史，无法倒转，也无
法假设，留存的只能是唏嘘，还有
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