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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的 故 事 ， 折 射 历 史 的 变 迁 。 ” — —
《77&78——我们的故事》一书，汇集了主要来自印州
及周边地区的二十多位77、78年高考亲历者的故事。

该书由《亚美导报》出版，计划于3月底正式面
市。

《77 & 78 —— 我们的故事》 序

▲ 3月3日，印城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志愿者们。 （摄影：张喜顺）
第一排左起：王大鸣、范立新、陈可跃、黄乃佳、韩先明、黄飞、陆达伟；

第二排左起：董丰、胡红、胡红、李盈、张辉、唐露、陈艳艳、李维华、范丽、岳新民、吴速、张彦涛、尹宏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改变了亲历者
的命运，也对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历史进程产生了深
远影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社会中下层读书人
进入上层社会的捷径，“鲤鱼跳龙门”依然是当今低端人口
中的年轻学子的梦想。这个梦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寒门学子至
今仍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现在实行的高考制度脱胎于古代的科举，尽管这
一制度本身弊端重重，但它在选拔人才时体现出的公开、平
等、公正以及对知识的尊重和弘扬等积极意义则是显而易见
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考试文化经久不衰，至今在社会中
仍然影响重大的原因。

科举考试从隋朝开始实行，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
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西方国家现代
化进程中，英国率先采纳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加以改造，
制定出英国的文官制度，通过公开和竞争性手段招聘官员。
此后，其他欧美国家也都接受了这种考试制度，告别了基于
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并且结合当时工业革命的需求和民主运
动的形势，将科学技术、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和心理素质等
内容纳入考试范围，使这一考试制度在现代国家中得以普
及。因此，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
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有很多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包括四大发明。当西
方国家将中国的考试制度发扬光大时，中国自己的科举制度
却日益走向衰败。这主要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范围局限于“四
书五经”，排斥自然科学为奇技淫巧，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文
明的走向，造成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
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
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等人更
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以时务命题，严
禁凭书法优劣定高下等改革建议。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后，
科举考试的改革也随之流产。但没过几年，清政府不得不顺
应潮流，废除靠科举直接选拔官员的做法，接纳西方的现代
教育体制及其考试制度。从此，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便取代
了科举考试， 但同时也为官僚选拔时的腐败打开了大门。

可以说，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
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中国历史
上不乏科举场上屡试屡败但留名青史的艺术家和诗人，但我
们亦可认为是科举避免了他们沦为平庸官员，而给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科举到高考，尽管考试的内容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考试制度本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姑且不论科举制度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导向及其在维持中国皇
权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作用，仅就历代朝野对它的重视程度而
言，便知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由于科举考试的重要
性，中国历代统治者及民众都对科举考试给予极度重视，学
而优则仕成为对教育成功的衡量标准，使科举考试成为中国
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只有在改朝换代的兵荒马乱的年代，科
举考试才出现过中断现象。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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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科举考试一度中断，这是因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中国
文化的无知造成的。后来，元朝皇帝还是接受了许多儒臣的
建议，恢复了科举制度。

然而，中国在文革爆发之初，主动废除高考制度，则不
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而是反智主义和敌视中国传
统文化造成的恶果。废除高考、高校关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等都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一战略部署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业荒废，老一代知
识精英被劳改下放，人才断代无以为继，“知识青年”缺少
知识，“读书无用论”风靡一时，最终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
溃的边缘。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无学可上，没书可读，社会阶
层按意识形态固化，每个人都成了阶级斗争机器上的一颗螺
丝钉，几百万青年人的命运和前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中被无情耗费。

“十年动乱”结束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中国历史出
现拐点。1977年，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
学系的查全性教授直言针砭当时大学靠推荐和政治表现录取
学生的弊病。在座者有人替他担心被打成右派，也可能有人
要把他打成右派。但作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邓小平当场拍
板决定立即恢复高考。一个人的建议，一个人的决定，一瞬
间改变了历史，改变了千百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这种事情
能够发生，本身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的特色，也表明了这一事
件的重大历史意义。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
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日内传遍神州大
地。不到两个月，挤压了十年的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被关
闭了十一年的考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会是唯一一次
冬天的高考。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
录取率仅4%。1978年，又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
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1978年
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这在中国大学招生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高考的恢复，不仅为中国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
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而且改变了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命运。
参加这两次高考的考生，除了小部分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外，
大部分都是中断高考期间失去学习机会的有志青年。对这些
人来说，高考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因此，
对这些亲历者来说，当年恢复高考这一事件无论如何都是永
远难以忘却的。

从《77 & 78 ——我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
时考生们听到恢复高考消息时的惊喜，准备考试时的彷徨，
等待考试结果时的焦虑，接到录取通知时的狂欢。通过他们
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那段历史中很多
个人的喜怒哀乐。

当年的许多考生，或在工厂做工，或在农村插队，青葱
岁月，任时代蹉跎。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
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人被时代的洪流席卷而下，直到高
考这道分水岭，一代人的人生历程才得以改变。如今，这些

人大都两鬓斑白，但对40年前那场高考，却都记忆犹新。
听他们讲述参加高考的经历，您不仅能为他们的故事所感
动，与自己的经历相比较，而且能更加真切地了解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

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这本《77 
&78——我们的故事》将77和78年高考参加者的亲身经
历，他们所见所闻的人与事，以回忆录的方式保存下来，
将丰富我们民族的记忆，无论对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后
人，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看现场 同学相聚 情深意切
三月初的印城，已是生机盎然，春回大地。3月3

日下午，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印州七七级、七八级同
学举行的恢复高考40周年的纪念活动。116街华人教
会宽敞明亮的地下室大厅被布置一新，十张铺彩色桌
布的大桌上摆满了精致可口的茶点。在77位来宾中，
既有熟悉的老同学，又有第一次相识的新朋友。大家
围坐在桌旁，一边亲切地交流，一边享受桌上的美
味。有一丝小遗憾的是，我家建英同学因为回国探亲
未能出席这次盛会。

这是印城纪念恢复高考的第二次座谈会。10年
前，同学们曾经相聚，共同纪念改变他们人生道路的
历史事件。今天，朋友们再次重逢，又一次让大家回
顾那段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光。会议开始前，在主持人
的建议下，参加者默哀一分钟，缅怀四位英年早逝的
同学。面对会议上沉默的气氛，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
回忆。

 忆往昔 艰苦岁月 道路迷惘
悠悠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场“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

国的每一个家庭和个人，也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动
荡不安的年代。1969年，身为“臭老九”的父母从北
京的国家机关下放到大西北——宁夏“五七干校”进
行“劳动改造”。我们全家也随之辗转大江南北，漂
流奔波，最后回到父母老家——长沙定居。1974年底
高中毕业后，由于唯一的姐姐已经“上山下乡”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侥幸留城。一年的临时
工，我扛过沉重的货包，拉过人力平板车，后来被招
进长沙市一家集体纺织厂当学徒工。每天面对的是震
耳欲聋的发电机和轰鸣嘈杂的织布机。虽然曾经幻想
当一名工程师，但没有丝毫上大学的机会。

我家的女主人也有过光荣的“知识青年”经历。
她虽然出生于“八路军”老战士的革命军人家庭，但
同样卷进了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革命的洪流里。 
三年广阔天地的艰苦劳动，使她学会了插秧、割稻、
种菜、养猪和喂鸡。从娇嫩的城里大家闺秀，成为一
名人民公社社员。

我们曾在那片土地上留下辛劳和汗水，也度过
一段宝贵的青春。我们有青年人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
盼。但是，在“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年代里，我们有的是无尽的困惑、迷惘和失望。    

想当年  改革春风 云开雾散
座谈会上，有同学向大家讲叙了当年恢复高考

台前幕后的人物和故事。随后，同学们也依次介绍了
各自高考时的情景和感受。听到同学们一桩桩感人心
扉、不同的经历，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当年的那
场考试，不仅改变了我和妻子人生的轨迹，也将千万
个渴望知识的青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7年，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了神州，拨乱反
正、恢复高考的喜讯震撼了大地。统一考试、择优录
取的高考制度的恢复让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春天。我们也欢天喜地从工厂和农村考入高等院
校，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座谈会中，我和印城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登台高
声欢唱。一首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把大家带回
昔日美好大学生活。想当年，为了夺回曾经失去的时
间，我们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寒窗苦读。曾记得，
每天从寝室、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的固定的生活方式
使我们回味无穷。回想起，晚自习同学们轮流占位子
情景让我们引为笑谈。大学的生活已成为我们生命中
永远抹不掉的一个片段、一缕记忆。
                                             （下接第B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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