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切可能性面前，“命运将发现自己的

道路”。当许多年后的阳光再一次照亮一段令

无数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让我们把历史的镜

头闪回到１９７７年。
那一年，日子平常又有许多的不寻常。国

家百废待兴，中国人怀揣新的梦想，皱着的眉

头慢慢开始舒展。自然的音乐虽带有忧伤的

旋律，却处处回荡着美好。希望，在春天的树

上长出让人欣喜的青枝绿叶。

１９７７年，千百万中国青年个人命运回转
的时间和空间，也是交织着痛苦和欢欣的历史

的时间和空间。多少人曾在蹉跎中心灰意冷，

而今却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默默地捡拾着信心。

感恩生活馈赠的人永远不会忘记 １９７７
年。一片一片阴霾散去，这一年，生活的秋天竟

和下一年的春天不可思议地连在了一起。这一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部署

下，关闭了１０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一
项正确制度的选择，给了这些人珍贵的机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

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

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受

惠于制度所带来的命运安排，彷徨的人不再

长声悲叹，无力的人增添了力量。这届考试，

共有５７０多万人报名参加。１９７８年春天，２０
余万手持通知书的录取生，带着父母亲朋、同

学同事、夫妻恋人及温暖季节的祝福，跨进了

他们心驰神往的大学校门。

高考制度的恢复，书写了中国高教史上

神奇的一笔，并使得“７７级大学生”这几个
字，在之后的 ３０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
涵。２０余万大学生，从十年的历史断层、人才
断层中脱颖而出，他们是青年中的佼佼者，是

时代选中的幸运儿。生活曾在别处，他们以不

同的身份在纷乱的社会中考问过、确证过自

身。他们的全部知觉，他们的所有痛感，融入

了时代的风风雨雨。１９７７年，他们既以集体
又以个体的方式，站在了历史新的开端。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国家和时代命运的

一个有益的拐点。”这是一个亲历了那场制度

变革的人说出的话语。应该说，历史的前景，

所关涉的是一个个人的命运，高考的恢复，更

是亲身参与了这场制度变革的几代学子及他

们家庭命运的拐点。这些人当中，有在田野里

挥洒汗水的下乡知青和农家子弟，他们揩掉

腿上的泥水，拿起了久违的书本；有在矿井

下、机床边劳动的工人，他们带着满身的疲

惫，夜晚时分坐到复习的课堂上；这些人当

中，有士兵，甚至还有中学尚未毕业的在校

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那个年代全社会

所普遍接受的教育伦理。强调分数面前平等，

打破了出身论，也使那些遭受歧视的有志青

年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从原有的高招制

度被毁，到重建教育公正与公平，隔着漫长的

十年，几十万学子得到的机会是如此不易如

此艰难，以至于心灵受到震撼，几乎人人都有

生命重新开始的感觉。

一项教育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中国。１９７７
年，知识彻底改变了那些进入大学的学子们

的命运。知识，成为他们生命的饥饿感。求知，

成了他们生活本身。“知识比力量更有力”，知

识还成了他们飞到新的生活高地的一双强有

力的翅膀。高考，改变了中国。这种改变，其实

质意义是社会重新构建教育文明，进而“凤凰

涅?”，中国构建新的社会文明。汤因比说，文

明是一种运动，不是状态。中国从十年动乱的

噩梦后苏醒，不断地加速着改革进程。社会的

进步，使人们的整体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

社会文明。知识改变命运，这是 １９７７年中国
人的集体意识。高考改变中国，从 １９７７年开
始，整整 ３０年，千千万万从大学校门走出的

学子，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直接见证者，也是

参与了中国翻天覆地巨变的最重要人群。

弹指一挥间，３０年过去，但 １９７７年，在
许多中国人的记忆里恍若昨天。它是昨天，却

是决定了中国命运的昨天，是让无数学子改

变人生方向的昨天。无法想象，昨天缺少了确

立高考制度这条路径，我们的今天会是什么

样子。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

二次投入同一河流中去。”而历史，更不可能

出现对过往的模拟或重复。１９７７年，已成为
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３０年，高考制
度的改革与社会变革同步行进，但直到当下，

高考仍是多数人群体中的个体向上走的有效

通道。他们的价值取向将持续影响社会，他们

的未来也将影响国家的未来。

１９７７年，一个制度的推力，启开了社会进
步的命运之门。从突临的历史际遇里，我们唤回

了热忱，找到了变革社会的力量，确认了文明的

价值。３０年后，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又一次的
选择会是什么？秉持探索的精神，让我们继续上

路。让我们的步履更稳实，意志也更坚定。让我

们相信，建设社会文明、构筑制度文明的远景可

期，命运之门会再次为我们訇然洞开。

本报编辑部

开启命运之门
高考恢复３０年

特刊

１９７７～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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