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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钩沉

历 史 犹 如 滔 滔 大 河 ， 奔 流 至 1977
年时，拐了一道弯。水花四溅的拐点，

就是恢复高考。

每个飞溅的水滴都是一个被改变的

人生，无数水滴托举起了时代巨浪——

很多亲历者把恢复高考看作是个人命运

的拐点，时代的拐点。

“改革来得如此彻底，超出想象”

1977 年 全 国 恢 复 高 考 ， 一 度 被 认

为是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彼时十一

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恢复高考让年轻

人看到人生与国家的希望。

“ 春 雷 声 ” 最 先 从 广 播 和 报 纸 传

出 。 很 多 人 的 记 忆 中 都 有 按 捺 不 住

喜 悦 的 年 轻 人 骑 着 自 行 车 奔 走 相 告

的 情 景 。

“那种感觉可以说期盼之中，又意

料之外。”世界工程组织联会主席龚克

清晰地记得 40 多年前的那一天，自己

年轻的心被希望揪起时的悸动。

当 时 ， 22 岁 的 龚 克 已 在 798 厂 当

了将近 8 年工人。“文革”中，他被迫

中 断 学 业 ，15 岁 就 到 了 工 厂 ， 青 春 流

逝 在 车 床 边 ， 越 想 把 工 作 做 好 ， 越 发

感 到 知 识 不 足 ， 内 心 深处对知识的渴

求越发强烈。

恢 复 高 考 前 ， 他 连 续 5 次 申 请 上

大学 （有 3 年工龄即可申请），可总是

得 不 到 机 会 ， 最 让 人 感 到 无 望 的 是 ，

“ 并 不 知 道 怎 样 才 能 得 到 机 会 。” 当 时

上 大 学 ， 没 有 透 明 的 规 则 ， 更 没 有 凭

自身努力去争取的可能。

邓 小 平 复 出 后 主 管 科 教 工 作 ， 人

们 预 测 着 将 在 科 教 领 域 发 生 变 化 。 邓

小 平 主 持 的 科 教 座 谈 会 ， 发 出 了 高 考

要 恢 复 的 强 烈 信 号 ， 龚 克 和 身 边 的 年

轻 人 都 坚 信 ， 这 一 天 一 定 会 来 、 一 定

会来！“可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改

得这么彻底！”龚克一连用了几个“没

想到”。

速 度 出 乎 意 料 。 那 年 7 月 16- 21
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中

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

谋长等职务，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教

工作，随即于 8 月 4-8 日连续 5 天与科

教 界 代 表 座 谈 。 虽 然 已 近 正 常 开 学 时

节，但邓小平毅然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就刊

登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

报道。

力 度 出 乎 意 料 。 不 论 家 庭 出 身 、

不 需 单 位 批 准 ； 基 础 学 历 、 年 龄 不 受

限 制 ， 已 婚 照 样 可 以 报 考 ； 本 省 市 招

生 的 学 校 和 专 业 登 在 报 纸 上 任 申 请 人

选报⋯⋯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意愿，能通

过考试，没有任何人能剥夺你上学的权

利。”龚克说，大学的大门重新向所有人

打开，一个公平竞争的时代到来了。很

多人感慨，前进的方向盘又回到了自己

手中。

冬天的高考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1977 年 高 考 是 在 寒 冷 的 冬 天 进 行

的，但在很多亲历者的记忆中，那个孕

育出无数青春梦想的冬天里，尽是希望

的色彩。

高 考 前 ， 新 华 书 店 门 口 排 起 了 长

龙，最紧俏的就是中学课本，有的人端

着小板凳半夜就去排队。每个人脸上都

挂着幸福的笑容。

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龚克参加了

考试。屋里没有暖气，玻璃还透着风，

龚克戴着裁绒的帽子，穿着棉大衣，带

着手套答题。考完试排队买饭，和同学

讨论考题的快乐情景仍在眼前。

“1977 年高考是在一个遍地金黄的

季节。”武汉大学中文系校友雷喜梅对

高 考 的 回 忆 美 如 一 幅 斑 斓 的 水 彩 画 ：

晚 稻 在 田 间 刚 刚 收 割 ， 野 菊 花 还 没 完

全 凋 谢 ⋯⋯ 初 冬 的 校 园 ， 洋 溢 着 融 融

春意。

少 年 张 维 一 直 在 嘉 陵 江 畔 等 待 春

天。他喜欢坐在川北小城里位于半山腰

上学校操场边，望着粼粼波光，将手中

的石子用力扔向远方，仿佛看着梦想渐

行渐远。“我长大了一定要上大学！”他

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同伴说。终于等到了

春天的消息，他每天在临建棚里的昏暗

灯光下苦读至深夜都不觉疲倦，终于从

千军万马中突围，后来成为天津大学管

理与经济学部主任。

1977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全

国范围有 570 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年走

进了高考考场，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

同场，还有的兄弟叔侄一家同试⋯⋯一

时间，洛阳纸贵。

河北省永清县一中教师庞金富参加

了 1978 年高考物理阅卷，他记得考生

中，更多的是在那个岁月中蹉跎多年的

知识青年，很多题答不上来，偶尔要是

碰上一张答得不错的卷面，阅卷老师都

兴奋不已。

与此同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

形象仍留存在个别学生心中，一名考生

在物理试卷上作诗：“儿子出题难，孙

子监场严，老子不会做，白交五角钱。”

而这样的举动已经为当时的师生所

不齿。恢复高考让历史的车轮指向了新

的方向，中国重新迎来尊重知识、尊重

科学、尊重人才的时代，这个意义远远

超出高考本身。

“恢复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得到

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龚克认为，这

场历史性的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

思想藩篱，改变了一代代人的命运，也

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为

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

群众基础。

虽 然 那 一 年 仅 有 27 万 人 如 愿 考 上

大学，但这一巨变让青年一代看到了希

望，赢得了民心、提升了民气，使之后

的改革开放顺理成章。“它看起来只是

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但恰恰就从这个环

节 上 体 现 了 一 个 国 家 治 国 理 念 的 转

变”。不再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

为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利益为

中心，才能让一个国家充满力量的再次

出发。

时代的大路正在越走越宽

考上大学之后，让龚克“没想到”

的事，还在继续。

他 入 学 不 久 ，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他没想到，自己这一届还

没有毕业，中国就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

的国家学位制度，形成了从学士、硕士

到博士的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使

他们成为第一批拿着学位毕业的新中国

大学生。

他没想到，在对外交往很少、外汇

紧缺的情况下，邓小平下大决心“成千

上万地派”留学生，龚克有机会经过考

试选拔，成为最初出国留学中的一员。更

没想到，当自己在国外完成学业时，中国

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龚克则成

为最早的中国博士后之一。

邓小平提出，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不

仅是教学中心，也要成为科研中心。龚克

认为，这一主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学的

面貌，让一批研究型大学迅速兴起，高等

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从根本上得以提升。教

育的变革成为全国变革的先导，为改革开

放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支撑。

很 多 人 都 经 历 了 从 老 路 走 上 新 路

的 转 折 ， 亲 历 和 参 与 着 社 会 各 个 领 域

的 风 景 变 化 ， 感 受 到 时 代 的 大 路 正 在

越 走 越 宽 。

武 汉 大 学 中 文 系 校 友 陈 晋 是 在 北 岛

的 诗 歌 、 刘 心 武 的 小 说 、 徐 迟 的 报 告 文

学 以 及 评 论 界 关 于 文 学 与 政 治 的 关 系 的

讨 论 中 ， 打 开 了 思 想 的 新 天 地 。 当 时 潘

晓 提 出 “ 人 生 的 路 为 什 么 越 走 越 窄 ” 的

讨 论 ， 切 中 了 当 时 无 数 年 轻 人 的 彷 徨 、

苦 闷 、 迷 惘 和 怀 疑 的 心 态 ， 引 起 了 一 场

关 于 人 生 观 的 大 讨 论 。 陈 晋 看 来 ， 走 过

老 路 又 经 历 了 转 折 的 青 年 人 ， 更 知 道 新

路 的 来 之 不 易 ， 他 们 知 道 新 路 到 底 新 在

何 处 ， 更 珍 惜 这 条 新 路 ， 愿 意 以 己 之 力

参与这条新路的塑造。

回望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天津大学

天津校友会原会长张元龙形容，就像一群

人进入了一个大森林。每个人都有一条小

路 ， 有 的 人 欣 赏 了 美 景 ， 有 的 人 跌 落 山

崖，有的人始终没有走出那片森林。幸运

者成功登上了七七高考这块高地，开始新

的选择，来到另一个世界。

龚 克 抓 住 了 时 代 的 一 次 次 机 遇 ， 成

长 为 一 名 大 学 校 长 ， 经 历 了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沧 海 桑 田 的 巨 变 。 当 年 他 留 学 回 国

时，“海归”还凤毛麟角，而在今天的大

学 里 ，“ 海 归 ” 教 师 比 比 皆 是 。 近 年 来 ，

中国高校的学术地位快速提高，“我们的

毕 业 生 已 是 世 界 生 源 和 就 业 市 场 上 的 佼

佼者”。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恢复高考开

启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科

教兴国的大路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高考制度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选拔培养了大

批高素质人才，为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

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从恢复高考开始，我们走上了一条

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以适应人民群众发

展需要的改革之路，”龚克说，今天人民

群众期盼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高考也要

适应新要求、引领新发展，就要求教育工

作者按照教育的规律积极去探索，以当年

恢复高考的胆识和决心去改革，“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向不变，改

革始终在路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2018 年，天津大学 123 岁生日之际，适

逢 77 级、78 级校友入学四十周年。这些恢

复高考后的首批学子，把对母校的情意化

作浪漫的举动——“摘颗星星”送给她。

一 颗 在 火 星 与 木 星 轨 道 附 近 的 8917
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天大之星”；天大

北洋园三问桥畔，由 77 级建筑学校友、中

国工程院院士崔愷设计的纪念雕塑“天大

之星”，嵌于湖面之上，熠熠闪耀昼夜不息，

寓意“学府银河，星汉灿烂”。

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追星之举，映出

了这一代人在时代的星空中追寻人生轨迹

的经历。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也是其

中一位。

中学时代，李家俊随父母从江苏无锡

市被下放到苏北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务农，

开 始 知 青 生 涯 ，直 到 1978 年 考 入 天 津 大

学 机 械 系 。李 家 俊 感 慨 ，77、78 级 的 大 学

生 ，格 外 珍 惜 来 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普遍

勤奋学习，立志报效祖国，被称为“七七、七

八现象”。

一张高考准考证，对那个时代的年轻

人来说，珍贵如天上星。天津大学 77 级机

制乙班宋磊至今保留着两张高考准考证，

两张残破发黄的纸片见证了新中国高考制

度的中断和复活。

1965 年 ，宋 磊 高 三 毕 业 ，第 一 次 参 加

高考。他平日成绩优异，但因为出身问题，

他的档案里被加盖了“不宜录取”的印章，

第一次高考莫名落榜。

随后的 12 年里，他是一名工人，从没

奢望过还能迎来第二次高考，再次坐进考

场，他年过三十，已结婚生女。准考证上照

片记录了岁月的痕迹，唯有眼中那道追梦

的光，不变。

很多人都是在惊喜和慌乱中，站到了人

生的另一个跑道上。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

时，30岁的张海文是天津市纺织局下属麻纺

织厂的汽车司机。他一边跑车、一边复习，可

快高考了才发现，自己还没有领到准考证。

后来他直接找到天津市委主管教育的领

导，又转去招生办，招办干部陪着他跑了一天，

最后手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顺利参加高考。

那张与众不同的准考证，落款是天津市招生

办公室，并加盖了公章。据张海文回忆，他应该

是当年天津市最后一个拿到准考证的考生。

“ 准 考 ”二 字 ，改 变 了 无 数 人 的 命 运 。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就不可能

有我的今天。”李家俊说，1977 年恢复高考，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十年动乱，百废待

兴，恢复高考一锤定音，不啻平地响春雷，

久旱逢甘霖，唤发起多少年轻人或者不太

年轻的人的希望和信心，唤起了全社会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

他道出了那一代人心中的感慨：何其

幸运，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能够

亲身经历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巨大变迁和进

步；又何其幸运，我们赶上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吾辈当继续努力。

同学当年意气风发立志振兴中华言犹

在耳，77、78 级校友四十年再相聚，有人写

下诗句，第一句便是，“宇宙阔、繁星多，熠

熠闪亮有一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1977 年 夏 天 那 场 科 学 和 教 育 工 作 座 谈

会，对当时心怀大学梦的莘莘学子而言，是梦

开始的地方。

那 之 前 ，我 国 现 代 高 考 制 度 已 中 断 10
年。上大学，遵循的是“自愿报考，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

很 多 亲 历 者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

“自愿”听上去是谁都可以报名，但加上“领导

批准 ”就一下子卡住了很多人 。没有统一考

试，招生过程也不公开，依靠“推荐”来选人的

规则，导致“走后门”的风气日盛。

彼时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人才匮

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

约。1977年 5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他还提出，要经过严格考

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同年 8 月 4 日，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

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吴文俊、

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科技工

作者、教育工作者接到通知，从全国各地赶

来，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82 岁的小麦育种专

家金善宝。

会一开就是好几天。时任北京大学副校

长 沈 克 琦 在 笔 记 本 上 记 下 了 邓 小 平 的 开 场

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

里入手呢？我的想法是从科研、教育入手，不

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

对招考“推荐制”的批判迅速引起了与会

者的共鸣。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举手发言，

情绪有些激动，直陈当时招生制度弊病：“连

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

有个好爸爸⋯⋯”查全性提出，“十六字方针

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一番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

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建议党中央、

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个大改革。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今年就要下决心

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

搞群众推荐。把已经发出的招生报告收回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查全性被认为是“倡议恢复高考的第一

人”，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

想法，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8 月 8 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关于科学和

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著名的“八八”讲话使

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

先声，也为下一步对科教战线治理整顿和长

远发展战略部署指明了方向。

当年 12 月，570 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这

扇年轻人通向梦想的大门从此打开，无数人

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的吴镇柔亲历

了那场历史性的科教座谈，她回忆，座谈会解

决了许多“老大难”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解除

了套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

恢复高考：拉开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2019 年 9 月 20 日，北京展览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上，观众在恢复高考模拟场

景前驻足拍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1978 年，宁铂、施林、陈师从（从右至左）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届学生。被视为“神童”的 88 名少年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份，最小

的 13 岁，最大的 15 岁。当时，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人才奇缺。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摆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迫切问题，

少年班的成功曾掀起创办少年班的热潮。 铁矛/摄

武汉大学中文系 1977 级一班三组的同学在校园里合影留念。1977 年重新

恢复高考，570 万考生走进尘封 10 余年之久的高考考场，不少青年因此改变了

人生命运。 谢湘/供图

“准考”二字，
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天津大学 77、78 级校友为母校捐建的“天大之星”雕塑。 资料图 1978 年高考复习大纲。 资料图

一场为知识分子
解除“紧箍咒”的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