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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7
年12月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国运的改

变，也标志着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个普

通人命运的改变。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入

学40周年。回顾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看清

未来。

高考决策

“小平您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

志，也是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心声。我在

清华读研时，在校团委兼职工作，参加了

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带领前后两任校

学生会主席，抬着巨大的气球条幅，提前

一晚到了正义路口。我们要等清华的游行

队伍来到时，跟上他们到天安门广场上空

释放。国庆那天清晨，小平同志的阅兵车

从我们眼前驶过，看得很清楚。我们随清

1977 年高考那些事

○管晓宏（1977 级自动化）

华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就

看见前面离我们不远的北大游行队伍一阵

骚动，有人打出了一个条幅，我们那个位

置看不清条幅上的字。第二天看报纸，才

知道是“小平您好”。北大同学完全是自

发行为，这个条幅成为历史定格，载入了

史册。 
清华的1977级本科生学制4年半（为

调整到秋季毕业增加了半年），毕业生

参加了两次毕业典礼。我们先是在1982
年1月与其他学校的同学一道去人民大会

堂，参加1977级首都大学毕业生大会，听

薄副总理的报告。1982年6月我们再次在

清华大礼堂参加清华1977级的毕业生大

会，听清华老领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

昌老师的报告。何部长告诉我们说：同学

们，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把报给

国务院按老办法招生的文件追回来，你们

这一届就吹了。

谁能考

教 育 部 原 来 的

方案是80%招应届高

中生，20%面向社会

招。小平同志命人调

研，结论是当时应届

高中毕业生的在校课

程学习内容，平均只

能达到文革前初三的

水平，不如在农村下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1984 年国庆大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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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和工厂工作的“老三届”毕业生。所

谓老三届实际上是6届毕业生，即应该在

1966、1967、1968年毕业的高中和初中学

生，绝大部分人经历了上山下乡。而文革

复课之后，普遍实行小学5年制，初中、

高中各2年的学制，中学生要参加很多学

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应该在课堂学习

的内容严重不足。于是，小平同志提出面

向全社会招生，不设置比例，改变了教育

部原来的方案。

对考生的年龄限制也关乎千百万人的

命运。教育部原来规定考生的年龄限25岁
以下，而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初1968届的

标准年龄已经过了25岁。为了能把老三届

招上来，还是小平同志决策把年龄限制放

宽，正好是年龄最大的高1966届报考时的

年龄。

报考看似是个技术问题，其实不然。

教育部原来的文件规定，考生要通过所在

单位或公社大队报考。但由于左的影响还

未消除，这个规定实际上卡住了相当一部

分人报考。

我比老三届低好几届，年龄不是问

题，但我们工程队的指导员不同意我报。

他知道我这些年一直想推荐上大学，但因

为家庭出身不好，每年只能过“个人报

名”这一关，根本过不了“单位推荐”和

“领导批准”。因为推荐上大学无望，我

一直在自学。“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布

置我写大批判文章，批评我不像学数理化

那么积极。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他

想抽调我去画法家像，我说不会，他认为

我故意推脱。其实这件事，他完全冤枉了

我。我确实不是推脱，是真不会画画。缺

乏画画和三维轴测图的感觉，是我后来决

定报考信息类专业而不是机械专业的重要

原因。但指导员不相信，在工程队的大会

上批过我走“白专道路”。现在，“白

专”小车工居然可以不通过他，就能考大

学，当然不同意。

指导员找了很多理由，最荒唐也是最

致命的理由是我已经上过大学了。他有所

指。在推荐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下，1975年
我找机会上了一年单位办的“七二一大

学”建筑机械班。

虽然绝大部分“七二一大学”“五七

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其中的很多学

生非常努力。很多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入全日制大学，只进了“七二一大

学”“五七大学”电大、夜大、自学考

试，自学成才，成了各行各业成就斐然的

专家。我对他们始终心怀敬畏。

拿我进过“七二一大学”为理由，不

让报考十分荒唐，但那个时候没人敢公开

说一年制的“七二一大学”不是大学。指

导员还真就以此为理由找公司政治部不同

邓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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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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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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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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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报考。公司政治部管报考的吕干事恰

好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一开始想搪塞过

去。可指导员一再说他代表一级组织（其

实就是他个人），吕干事也不敢不理。我

能否报名就成了问题。报名的最后关头，

公司政治部接到了关于高考报名的补充文

件，吕干事告诉指导员，考生可以不通过

单位，直接到县招生办公室报名，他这才

怏怏作罢，我这才报上了名。

后来才知道，小平同志针对下面反映

有些考生报不上名的情况，指示下发了补

充文件，考生如果在单位报不上名，可以

直接到县市招办报名。1977年高考，我能

报上名，完完全全仰仗这个补充文件！

谁能上

小平同志指导下定的原则是“自愿报

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如何择

优，还有政审一关。

在文革还没有被否定的情况下，当时

的领导受“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卡下

他们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单位“表现不

好”的考生，易如反掌。还有个别考生的

家庭涉及文革中的“大案要案”，要小平

同志和中组部直接干预才被录取。

我报上了名，考试成绩上了分数线，

被初选上了。能不能被录取，还要看政审

能不能通过。总公司教育处从业绩出发，

希望单位能多考上几个。教育处的王干事

真是个好人，他大概已经从华阴县招办得

知我考得不错，大胆为考生说话。他看了

安装公司政治处给我写的政审材料，说这

样不行，我的家庭出身不应该影响我的前

途，要政治处重新写，一定要写清楚我的

家庭出身与我没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这

是最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王干事。

高考志愿

总算报上了名，要填志愿。我请教了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老师，报什么专业

好。老师了解我自学的情况，也了解考生

们水平，觉得相比之下，我的基础不错，

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

这个专业当时代表科学的前沿，竞争激

烈。我考虑再三，鉴于我已经在工厂工作

7年多，还是学工科最适合我。

是不是报我已经有些基础的机械制造

专业，也挺伤脑筋。我当过多年钳工和车

工，上过一年“七二一大学”建筑机械

班，有点机械基础。但是，我不擅长也不

太喜欢画图，这对学机械专业很不利。另

外，如果我学机械，我已有的基础不算什

么，进了大学就会被淹没。但如果我学其

它专业，我的机械基础就会成为加分。所

以，不如报机械专业保底。

我最后报的三个专业是：清华大学自

动化、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陕西机械学

院（今西安理工大学）机械制造。这个选择

后来证明很正确。本科期间，因为有当车工

和在“七二一大学”学机械的基础，我通过

了非机类专业机械制图课的免修考试，还得

了优。我后来研究制造系统建模和优化，当

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微

薄的机械基础都帮了不少忙。

复  习

1977年夏天的招生季节没有招生，各

种传言四起。但直到十一，我才有了确切

一点的消息。从不满15岁起，我在第十冶

金建设公司先后当过民工、宣传队乐手、

木工、钳工、车工，已经工作7年多了。

我母亲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位在省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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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工作的阿姨。十一假期，母亲带我到这

位阿姨家，想打听一下文革结束后，大学

推荐招生的政策有没有变化，看看我还有

没有机会上大学。或者，有没有可能调到

离家近一点的单位。虽然我们单位直属冶

金部，但招生名额由省冶金局分配。这位

阿姨的先生恰好是西安市教育局的领导，

叔叔对我说，招生办法还没有公布，但肯

定不归冶金局管了，而且可能要考试。我

问他是不是类似文革前的高考，他说有可

能，但还不确定。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彻

底活了。

确切知道1977年高考是1977年10月21
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同

时发表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

望》的社论，1977年高考的大幕正式拉开。

因为时间紧迫，1977年高考由各省命

题和组织。陕西的考试时间是12月9日、

10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

正式开始的复习准备时间只有1个月18
天。数学、理化的复习，有多年积攒的笔

记、要点和做过的作业，语文可以练一

下常见的作文题。关键是政治该怎么复

习，太没底了。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的

过渡期，很多提法都在改变，政治题的

答案也在变化。就在这时，陕西师范大

学政教系出了一本政治复习提纲，有不

少例题，特别实用，起了关键作用。我

已经记不得在哪里买到或者借到了这本

复习提纲。

能不能在上班时间复习，要看单位。

有的单位希望多出几个大学生，专门给考

生复习时间。我们工程队有这样的指导

员，加上工段长觉得我干活不错，不想让

我走。我本来一直在C620和C630车床上

工作，被调去干没人愿意干的落地车床的

活。这个直径2米的卧式落地车床是用旧

汽车变速箱自制的土车床。因为设计不合

理，期间出了卡盘碰刀架的事（手动车床

常见的小事），被指导员抓住，也作为不

让我报考的理由之一。所以，我只能业余

时间复习。倒霉的是，那一个多月晚上总

停电，白天又不停（否则，可以在上班时

间合法复习）。我买了一箱蜡烛，挑灯夜

战，从此落下近视眼。考前一个星期，我

想用多年攒的调休请假，没有批准，不得

不谎称病了，第一次泡病号。

考  试

我的考场在我们单位的职工子弟学

校。进考场时，着实吓了一大跳。考场外

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考生的家人和朋友。

考场四周，单位的基干民兵背着半自动步

枪巡逻。我从没正式考过试，更没见过这

阵势，心情加倍紧张。

当
时
的
《
人
民
日
报
》
社
论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23辑 103

进了考场的教室候考，心像是要跳出

来。据说试卷前一天送到华阴县，县领导

派县中队的解放军守了一夜。因为印考卷

缺纸，用了印《毛选》五卷用纸的传言后

来也得到证实，这在文革中无法想象。

考卷箱终于送到教室。监考老师多有

过文革前高考的监考经验，看得出监考老

师们非常兴奋和激动，仿佛也是他们期待

已久的时刻。老师拿出密封袋，对我们

说：同学们看好，省招办的密封条完好，

我们监考很有经验，大家一定要独立完

成，不要作弊。

第一场是数学，出了考场想一想，跟

其他考生交流一下，觉得没有考好，非常

沮丧。题目并不太难，主要是太紧张，太

慌。那时考试书写用自来水笔，我带了两

支。一开考，笔就不小心掉地上。我紧

张到顾不得捡，赶快拿出另一支。有些题

一题多问，有的小问没有看到；有的题多

个答案，没有做全。附加题超出中学数学

内容，是一道简单的微分方程应用题，我

会做，但前面没有控制好时间，没时间做

了。虽然附加题不算分，但重点大学肯定

要参考，太亏了。想想还有保底的学校，

还是好好准备下一场吧。

第二场是政治。拿到考题，我的心就

定下来了。考题的范围，基本与那本陕师

大复习提纲的范围一致。特别是论述毛主

席“三个世界”理论的题目，几乎与复

习提纲的例题一模一样。我有点儿记忆

力的优势，在乐队工作时，排练几遍就

能记住乐谱，演出时从来不用谱架。最

担心的政治考试，我感觉考得还可以，

信心又来了。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运气来了。作

文题是《难忘的一天》和《给全国科学

大会的一封信》，二选一。《难忘的一

天》几乎是所有中小学生都做过的作文

题，大部分考生可能也都准备过，关键

是谁准备的好。

我问过其他考生，大部分人都写一年

多前几位伟人逝世，还有聪明人写参加高

考的这一天。我写的是百万人十里长街送

周总理的那一天。

1976年1月15日的北京，上百万人在

没有得到官方通知，也不知道具体时间的

情况下，通过口口相传，冒着零下十几

度的凛冽寒风，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等待

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有的人从一大早一直

等到下午，靠跺脚御寒。送总理的事也口

口相传到了外地，不少人在这一

天自发遥送、遥祭。这件古今中

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四人帮”倒台之前，媒体竟然

没有报道。我的好朋友出差到北

京，就在百万人中，详细描述过

当时的情景。1977年1月，周总理

逝世一周年之际，媒体特别是影

视报道铺天盖地，不乏感人的文

学描述。我选这个题材，写了一

点感人的细节。监考老师在我旁管晓宏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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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了很久，好像觉察到他点头。这篇作

文，有可能打动了阅卷老师。

最后一场理化考试，我已经放松了。

题目不难，我不再慌张。仔细看题，认真

作答，相信没丢多少分。

初  选

考后的等待，度日如年。焦虑中，

1978年来到了。元旦假期回家，家人和邻

居都在问考得怎么样。我实在不想回答，

因为我比他们还想知道。我干脆进城到街

上闲逛。

陕西省的高考录取有个初选程序，先

选出多于录取名额的考生参加体检，再从

中正式录取。1978年1月5日，考完已经快

一个月了。上午10点多，总公司教育处王

干事打电话到安装公司，让人通知我初

选上了，2天后到华阴县城的部队医院体

检。我赶快跑到公司行政楼，问清楚具体

情况。我们总公司一共初选上5个人，包

括一位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

高考恢复之后，社会舆论发生了很大

变化。国家正在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华主

席号召重新向科学进军，重视科技人才，

成了媒体宣传的主调。初选上的人，一夜

之间成了单位的荣耀。我们单位离华阴县

城有十几里路，体检那天，单位派车送我

们去。

华阴是古城。离县城不远的华岳庙，

就是水浒里写的“杨志卖刀”之地，多少

年地名都没变。华阴县的古城墙和城门楼

像是明清留下的。高考初选的名单，写在

红纸上，贴在城门洞的上方，颇有古代

金榜题名之势。我在榜单上找到了我的名

字，才觉得一切都是真的。

体检虽是例行公事，但惊弓之鸟当惯

了，怕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因为紧张，

血压量出来，高压128，比标准值高了一

点，想让护士再量一次，人家说在正常之

内，不给量。我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

关系，才作罢。查外科碰上了尴尬事。一

位男大夫和女护士长，要检查我们有没有

疝气，腿脚有没有残疾。他们大概是用征

兵体检的办法，要我们几个男生一组，脱

光衣服，做几个动作。我们看了看女护士

长，面面相觑没有动。护士长生气了，训

斥我们说：我儿子跟你们差不多大，有什

么好害羞的，抓紧时间，快脱！

录  取

体检完，几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心里

抱有希望，但过去太多希望破灭，焦虑日

益见涨。虽然感觉考得还不坏，但让人担

心的事太多，家庭出身，数学没考好，能

不能录到陕西机械学院都很难说。单位的

好朋友中有西安交大的子弟，跟我开玩笑

说，如果你进交大，我回家到学生宿舍帮

你占个好床位，如果你进陕机院，我就到

对面帮你占。

我们单位是建设单位，工程项目的乙

方，大部分人在野外作业。快过年了，职

工们纷纷到周围农村买年货，是单位惯

例。因为考试请了一周病假，耽误了工作

进度，我一直守着土车床，一个接一个车

着近2米直径的法兰盘。我们工程队的工

会女组长看不过去了，悄悄告诉我，别干

了，他们都去买东西去了，你歇歇吧。我

不是觉悟高，而是只有工作才能排解我心

中的焦虑。

离春节不到一个星期了，又是平常的

一天。早上9点多，安装公司党委办公室

的刘秘书突然打电话到队部找我，值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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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把我从车间叫到队部接电话。刘秘书问

我，你家谁在清华大学革委会工作。我很

惊讶，说没有呀。她说你到公司机关来一

趟吧，清华大学革委会给你寄了一封挂号

信。我们队部离公司行政楼不远，我胡思

乱想了一路。清华大学革委会能给我寄什

么信呢？会不会是来外调我家庭出身的，

那说明清华大学在考虑我。又一想，外调

信怎么可能寄给本人？

到党委办公室拿到信，颤抖着拆开，

先是几张行李托运票掉了出来，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抖出来的是一张录

取通知书，通知书的抬头是我的名字。没

错，录取我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

1978年3月3—5日凭本通知到清华大学报

到。我真的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的脑门

像是被电击了，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记

得旁边有人。我一下就跳了起来，不知跳

了有多高，然后夺门而出，拿着通知书在

公司外面的大路上狂奔了几百米，好像有

熟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理人家。等我

醒过来，返回办公室找掉在地上的行李托

运票，平时对我很好的办公室周副主任对

我说：小管，你太不懂事了，你怎么就跑

了，赶快去感谢公司领导啊！

我立刻被拉回了现实。是啊，手续还

没有办，如果单位不同意，我能不能走

啊。我赶快拿着通知书，到王书记、张经

理和其他相关领导的办公室，报告说我能

被清华大学录取，都是公司领导教导和培

养的结果。

当晚，我彻夜未眠。有了周副主任的

提醒，我不再轻易将录取通知书示人，也

生怕丢了。第二天出门，我把录取通知

书的信封装进贴身的口袋，装得若无其

事，但隔一会就掏出来看看，牛皮纸信

封就是这样揉坏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报

到时交了，这个信封留了下来，成了永久

的纪念。

入学须知的条文看似乏味，但我仔细

读了好几遍，备感亲切，因为学校给我

们写这个须知的口气，已经拿我们当清

华人了。

好朋友们知道了，真心为我高兴，要

我打电报给家里报喜，只是他们大部分都

在外地的施工现场，没办法聚个餐。我没

有打电报。还有几天就放假回家了，不如

留给家里一个惊喜。

我花了半天时间，给我小学附设初中

班教我的庄老师写了一封信。是她当年要

我用文革前的课本自学，现在终于有了好

结果。我写满了感恩的话，挂号寄给她。

大年三十，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火

车，准备迎接崭新的人生。

管晓宏，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
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我国
系统工程领域的知名专家，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IEEE  Fellow。

管晓宏入学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