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乎加

回应考生上学要求
津京试办分校扩招

其一是林乎加，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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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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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
津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
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
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
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
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
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
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
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
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
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
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
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

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
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
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
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
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
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
!&

所分校，扩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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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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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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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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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
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
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
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
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
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
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
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
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
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
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
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
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

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
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
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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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

月开始酝酿，到
!"'"

年
(

月开学，短短的
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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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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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
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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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凡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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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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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青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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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就规模而言，北京
市
+"'$

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
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
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
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可惜，当时的教育部对此并不欣
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
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
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
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赵凡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
推动终结上山下乡

其二是赵凡，
+"'$

年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兼
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恢复高考以后，
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
到强烈的质疑，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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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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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
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
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
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当时，中国实
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
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就在全国知青工
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
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
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
更加激烈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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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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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
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
火车。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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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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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给云南三条指
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
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
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同时，派赵凡飞往
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的干
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
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
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

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
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
民内部矛盾。不仅要解决知青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
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
的。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在农
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当
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

)

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
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赵凡参加革命
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难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诸
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
间，工资也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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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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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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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
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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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
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
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
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
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
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
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
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

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
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
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
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
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
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
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
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
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
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
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议，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
续，分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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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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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云南农场知青的
"&/

以上都返回
到原来的城市。到

!"$&

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
)&&&

多
人。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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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
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回
城以后，就业又成了问题，这又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消失多
年的个体私营经济。

林乎加、赵凡不是惟书惟上，而是从实际出发，开拓新
局。他们推动实施的举措，完全是顺应民意，而不是借改革
之名，行盘剥百姓之实。正因为有他们的敢闯敢试，才有后
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转载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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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书不惟上 顺民意破陈规

勇于改革的省部级官员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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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一个人

心思变、除旧布新、兴利除弊的关口。当时

不只是中央最高层有一批立志改革的领

导人，在省部级官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敢

于从实际出发，突破陈规的杰出人物。

近日，随着“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著名气象

学家陶诗言的相继辞世，大师，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字

眼，又一次引发热议。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下，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一个人往往依靠一首歌、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个

事件，就一举成名。但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感到，名人

遍地，大师难觅！

在人们心中，大师往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

才学识兼备。他们是灵魂守护者，是专业卓越者，是

道德引领者，是文化

传承者。名人重出

名，大师则重学术；

名人显于“器”，大

师则显于“道”；名

人影响一时，大师则

影响一世，甚至数

世。一个时代越文

明，越发达，越进

步，越应该产生更多

的大师。

事实上，社会不

是缺少大师，而是缺少成就大师的风范和品格。一些

人“学而优则仕”、“成于名则商”，无暇也无意“坐

冷板凳”、“写真文章”。一些专家教授为追名逐利行

剽窃之风，一些文化名人被商家绑架出卖声望，一些

普通人秀出之后就丢掉本色。这样的人，被物欲蒙蔽

了远眺的双眼，被功利阻碍了奋发的脚步，被世俗遮

蔽了纯洁的心灵，当然也就不具备成就大师的特质。

相反，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抱负，遗世独立、横而不

流，为而不有、敢于担当，心无旁骛、埋头苦干的

人，才无愧大师的称号。

如果说名人是精品，大师则恒久不衰的经典。

大师总是胸怀理想，秉持坚定信念。
!""$

年，

“袁隆平品牌”经评估，认定其价值约为
!&&&

亿元人

民币。而这一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才
!*&&

元。但他

依然心平如镜，过着朴素无华的生活，坐冷板凳搞研

究，卷着裤腿下田，执著追求水稻亩产
!&&&

公斤的

梦想。

大师总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著名翻译家、作

家杨绛先生新作出版后，出版社准备召开作品研讨

会，她谢绝出席。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

份野心”。称她的作

品畅销，她说，“那

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

尖上的短暂间”。她

唯一要求的是多留给

她时间写作。

大师总是把自己

放在低处，把灵魂放

在高处。中科院第一

位女院士、中国第一

代核物理学家何泽慧

先生，一生低调。她

$*

岁时，还坚持每月几次到高能物理所上班，晚了

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回去吃。家住中关村，所

里要派车接送，但她坚持挤公交，从不计较物质条

件。

大师，不朽之名誉，独存于美德中。“但看古来

盛名下
0

终日坎壈缠其身”。杜甫这句名言告诫人们，

追名逐利难成大师，心浮气躁

难立大业，好高骛远难有作

为。唯有那些坚守理想、钟情

事业，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

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

名人遍地
大师难觅
桑林峰

被誉为“知青之父”的赵凡

龙年岁尾，在中国影协和台湾著名
导演、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
行的共同努力下，已在北京举办了六届
的华语青年影像论坛第一次走向海峡
对岸，在台湾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及相
关活动，又移师北京完美收官。

率团实现破冰之旅

时光回溯到
!""&

年。当时，有感于
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隔绝了

1&

年的
两岸电影人都有了了解彼此的心愿。
中国电影家协会顺势而为，成立了台
港电影研究会，准备邀请台湾电影人
访问大陆。经专家介绍，正式邀请人
选锁定为台湾著名导演李行。

李行的祖籍是江苏武进，
!")&

年
生于上海，童年在西安度过，

!"

岁到了
台湾。上世纪

,&

年代涉足影坛，至
$&

年
代共导演作品

,&

余部，是台湾“健康写
实主义”电影的开创者和台湾电影近

半个世纪的见证人。有学者把他和大
陆的谢晋称为华语影坛的双子星座。
其《街头巷尾》、《养鸭人家》、《哑女情
深》、《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
《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原乡人》等
影片多次荣获台湾电影金马奖和国际
电影奖项。其时《汪洋中的一条船》正
在大陆火爆上映。因此，李行成了台
湾电影人正式访问大陆、实现零突破
的最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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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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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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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以台湾电
影导演协会理事长、“金马奖”执行委
员会主席李行为团长的台湾电影代表
团一行

$

人终于跨过海峡，抵达北京。
在盛大的欢迎酒会上，李行讲的第一
句话就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在北京期间，他们参观了北京电
影制片厂，拜会了电影局领导，参加了
“台湾电影观摩座谈会”，国台办有关
领导还出面宴请了他们。然后代表团

又去西安和上海“寻根”。在
西安，李行郑重地对负责接
待的原中国影协秘书长张思
涛说，本来我想到国民党中
影公司做总经理，现在不去
了，有生之年我就做两岸电
影交流工作。

弃官推动两岸交流

回到台湾后，李行果然
一诺千金。本着“交流就要
你来我往”的初衷，他利用自
己“金马奖主席”和“台湾导

演协会理事长”的身份，为大陆电影人
出席“金马奖”积极奔走斡旋，但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电影人几经周
折均不能成行。李行也受了不少磨难
和委屈。转机出现在

!""(

年，在李行的
艰苦努力下，四批影人先后踏上了台
湾的土地。用著名剧作家苏叔阳的话
说：“我们是踏着李行的脊背跨过海峡
的。”而以谢晋为团长的“大陆电影代
表团”由于影响大，被两岸媒体认定是
大陆电影代表团第一次正式访问台
湾，入选

!""(

年十大影事之一。对于谢
晋访台，李行后来回忆：谢晋到了台
湾，我请他看我导演的《唐山过台湾》，
他看完后很兴奋地说：“李行，我跟你
讲，如果这个电影的片头字幕把导演
名字换成谢晋，我的《芙蓉镇》导演换
成李行，那根本分不清。”

“金鸡”“金马”合作良好

今天，大陆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和台湾的“金马奖”已有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双方每年都互派代表出席相应
活动。几乎每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李行
都带团出席，每年电影节的台湾影展，
也都要请他介绍和推荐影片。

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前夕，他提
出了“大中国电影史”的理念，于是一
部由三地电影人齐心协力共同编著的
《中国电影图史》正式出版。

(&&"

年起，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项
目，每年在两地举行海峡两岸优秀电
影展影活动，迄今连续举办了四届。

李行

两岸电影交流第 一 人
柳秀文

谢晋（右）生前和李行情同兄弟。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在大陆巡展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

中国大陆巡

回展首展日前在海南省开幕，共展出了星云大师书

法作品
,,

件。下图为星云大师现场挥毫。

骆云飞摄（中新社发）

李肇星当选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外交部前部长、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

员李肇星当选为会长。 刘 震摄

《摄影大师陈复礼》在香港出版
《摄影大师陈复礼》 特刊日前在香港举行发行仪式。已

届
"*

岁高龄的陈复礼（右坐）先生亲自到场主礼 （上图）。

陈复礼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

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他有
(&&

多件作品在国际摄

影沙龙获奖。 任海霞摄

马云周星驰“巅峰对话”笑料足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马云（左）和著名导演

周星驰日前现身中国传媒大学，带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跨界”巅峰对话。两人在现场

笑料不断，马云还兴起教周星驰秀了一段太极功夫 （左上
图）。 李学仕摄

林乎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