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2014年10月10日 星期五 名流1010

查
全
性
与
恢
复
高
考

傅
振
国

查
全
性
与
恢
复
高
考

傅
振
国

查全性先生，武汉大学教授。祖籍安徽泾县，出
身书香世家。祖父查秉钧，清朝翰林。父亲查谦，早
年赴美留学攻读物理，后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第
一任院长。

查全性生于南京，长于武汉，1950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留校任教。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回国后继
续在武大任教。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武汉

大学化学系主任，最高的“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最高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
查先生大脑袋亮堂堂。治学严谨，做人认真。说话办事，一丝不苟。
我问：“查老师，您今年高寿89吧？”他摇头：“多点。”“90岁？”他又摇头：“少

点。”“啊啊，您现在是89岁零四个月！”他这才微笑，点头。
他生于1925年4月。我采访他，是在2014年8月5日。
查先生是电化学家，本职工作是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
奖”的获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撰写
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1976年出版，此后 30年，一直是我国研究
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研究生们称之为我国电化学的“圣经”。

让查先生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
事。他在邓小平面前慷慨陈词，建议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从善如
流，当场采纳他的建议。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界拨
乱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查全性记不住具
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
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
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
有多长。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
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既然
不知开会内容，他也没有为发言作准备。

8月 1日，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
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刘道玉在调任教育部之前，
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著
名的唐敖庆教授住在一个房间。此时，他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
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
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
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
七十岁。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份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
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正在把查全
性拉近这件大事的中心。

高考在冬季。
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唯一的一次。
1977 年冬季高考，
录 取 新 生 27.3 万
人。1978 年夏季考
试秋季招生，录取
新生40.2万人。

恢复高考，邓
小平从1975年第一次复出就开始酝酿，1977年
第二次复出就抓紧筹划，准备1978年恢复。查全
性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关键的建
议，打动了邓小平，使得恢复高考提前到1977年。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
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
1977 年、1978 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
大最直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为日后中国社
会的栋梁之材。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邓小平，慷慨陈词提出
具体建议的镜头。但是，有关查全性在发言前
找南开大学杨校长了解生源情况，则是虚构
的。查全性说，他发言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
没有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当然，这是电视
剧，基本事实准确就行，细节可以虚构。

在采写本文的时候，笔者有一个问题萦回
在脑际：为什么是他？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
而不是别人提出那个伟大的建议？

历史的必然性在于：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

偶然性在于：因为有从武汉大学调到教
育部当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教育部才知道有
个并不出名但敢讲真话的查全性。但是，能够
参加座谈会、能够见到邓小平的有 33个人，都
是专家学者，都是科学教育界的行家，对恢复
高考都有强烈的要求，但为什么等到第三天下
午，才有查全性一语惊人？

当时，压力还是巨大的。这一年的 3月，华
国锋主席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
是”。“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
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
翻。而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
倒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
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许多人顾左右
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后来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
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
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
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
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
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
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于是，历史便选择了
查全性。

（本文有关历史资料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
卷，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编发的一九七七年八月
七日《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九），查全性采访记
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龙平平、张曙文章《邓小
平决策恢复高考，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年轻人看到本文题目《查

全性与恢复高考》，可能好生
奇怪： 恢复高考？难道有不
要高考的时候？ 有。从1966
年至1969年4年，大学停止招
生 。 大 学 老 师 到 “ 五 七 干
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

命”，然后上山下乡。这4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

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
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
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
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 1970 年到 1976 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
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
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学
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
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
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
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
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
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
差异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
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
度占 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 20%。大学上课，学生 80%是
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
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
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他开展
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他准备在中
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
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
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
正多么着急。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
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
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
能“走后门”。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7月29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
汇报时，谈到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
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
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
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 33位专家学者。教育界 15位，由高
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武汉大学谁来？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

1977 年教
育工作座谈会
后 的 合 影 ，邓
小平右侧为刘
西 尧 ，左 侧 为
方 毅 ，第 三 排
左起第八人为
查全性。

1978 年 2 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
校门。图为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1977 年 8 月 4 日，人民大
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

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
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说：“ 这次请大家来，就
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

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
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

法，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可长
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

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
沒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

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

见。5天座谈，只有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
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

尾。
查全性回忆：参会的都是著名

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
们讲。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

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
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

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讲话
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

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
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

中学课程。

邓 小
平插话：那

就干脆叫“清
华中学”、“清华

小学”，还叫什么
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
子触动了查全性，久

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
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

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
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

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
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

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
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

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
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

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
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

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
年中，招收 20 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

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

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
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

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
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

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
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
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
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
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
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完全不同于前几天座谈会上
平淡的发言，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

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

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
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
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
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
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
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
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
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
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
跃 ，气氛热烈。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
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
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
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
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
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
批准，学校复查。”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
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 5天前的 8月 1日，邓小平在听取
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
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
理工科。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邓小平的想法，1977 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
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
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 1966年、1967年、1968年
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来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
业的初高中生。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

教育部长刘西尧。
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

高考，不然，又招来 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
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
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
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
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沒有高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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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的独特贡献查全性的独特贡献：： 邓小平原打邓小平原打

算从算从19781978年恢复高考年恢复高考，，查全性一番慷查全性一番慷

慨陈词慨陈词，，邓小平改变主意提前一年从邓小平改变主意提前一年从

19771977年恢复高考年恢复高考，，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几十万青年从此改

变命运变命运。。这一年招生这一年招生2727..33万人万人，，其中其中

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他们之中有他们之中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高人民法院院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长周强、、外交部部长王毅外交部部长王毅。。

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因为他因为他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敢想敢讲敢想敢讲、、善抓机遇善抓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