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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考 "#年的历史记忆

新旧招生制度的分水岭

在新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 !

/756

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它

成为新旧招生制度的分水岭!标志着

"高考时代#的开始$

高考制度不是在
/756

年突然产

生的!它有一个演变过程$

&787

年新中国建立后!为稳定全

国政局!使高等教育平稳过渡!各高

校仍沿袭民国时期多数时间的做法!

实行单独招考$ 但北大%清华%南开
1

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北洋大学

&现天津大学' 分别采取了联合招生

的形式(上海市则率先成立)上海市

国立大学% 专科学校统一招生委员

会*!采用统一招生考试的办法!上海

交通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

等
/0

所高校于当年
9

月
//

日使用

统一试卷同时进行考试$

/75:

年
5

月! 当时的高等教育

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
!

年

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 实行各大

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

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

考试科目定为国文%外国语
;

英语或

俄语
<

%政治常识%数学%中外历史%中

外地理%物理%化学$除各系科共同必

考科目之外!各校还可根据系科之性

质!分别加试一些科目$ 结果!全国

6:&

所高等学校中!有东北%华北%华

东三大区
=1

所大专院校联合招生$

为进一步改变各校自行招生所

产生的混乱状况!减少人力%物力及

时间上的浪费!

&75/

年又规定各大行

政区争取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

统一或联合招生!如有困难!得斟酌

情形!允许各校单独招生$该年!五大

区普遍实行联合招生!统一招生的规

模迅速扩大$ 但东北%西北地区的高

校无法招足额! 大区统考成绩不可

比!难以彼此调剂录取$

在分区联考和统考的基础上 !

/756

年
0

月
/6

日 ! 高教部发布了

+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

招收新生的规定,! 明确规定自该年

度起! 除个别学校经高教部批准外!

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

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

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为了便

于组织统一招考工作!成立了全国高

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756

年
9

月
/5

%

/0

%

/=

日
1

天!

举行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每个科目

考试时间为
/

小时
8:

分钟! 每个单

位时间考两科!国文%数学%化学%中

外史地%物理%政治常识%生物%外国

语&俄%英'!每个考生必须参加所有

9

个科目的考试$

/=

日安排加试笔试

和术科$ 报考文法财经等院校或系!

政%国%外%史四科分数之和占
0:>

!

数%理%化%生四科分数占
8:>

(理工

农医等院校或系采计分数的科目比

例则正好相反$ 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制定统一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各

大行政区招生委员会组织考试 %评

卷$

从此!统一招生考试的方式直至

/700

年$

高考制度创立的缘由

统一高考制度从民国时期的统

一招考%联合招考和过渡时期的联合

招考制度一步步发展而来$ 在各种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完成量

的积累之后实现质的飞跃!并沿用发

展至今$

新中国于
/756

年在世界上率先

走上大学统一招考之路!有特定的政

治%经济%文化原因!并受大学招考发

展的内在动力驱使$ 具体分析!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缘由$

计划招生是宏观调控的产物$统

一招考是在清末民国时期高校各自

招考出现不少问题之后才做出的改

进措施$原来各校完全自主招生存在

一个问题!便是导致高等教育畸形发

展! 易于开设且报考人数较多的文%

法%商科专业数量偏多!而社会经济

建设所急需的理%工%农%医类专业却

发展缓慢$ 为了纠正文理专业失衡!

民国政府教育部曾于
/711

年起实行

计划招生$高考制度诞生于新中国建

国初期特定的历史时期 !

/756

年
=

月
6/

日!高教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

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

指示,! 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

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

计划的关键$高考在计划经济初创时

代建立!不过!高考制度并不一定是

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不是学习苏联的

产物$ 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就

从未实行统一高考$倒是在实行市场

经济之后的俄国!近年来也借鉴中国

的高考!实行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招考制度发展演进的结果$统一

招考制度的建立!部分是受传统文化

中大一统观念的影响!部分是由于考

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从

分散走向统一!以达到公平%高效和

具有可比性$ 在单独招考的情况下!

考生必须自费前往高校所在地或少

数几个考点参加考试!这对许多偏远

地区的考生尤其是家境清寒的考生

而言是沉重的负担$ 另外!当时名牌

大学经过一次或两次招考!即可招足

学额!而许多高校虽经多次招考仍不

足额$由于有的学生被多所学校同时

录取等原因! 新生入学报到率很低!

造成了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且

各高校单独招考新生质量参差不齐$

为改变这一情况!才开始实行联合或

统一招生$

抗战时期统一招考的示范 $

/719?/78:

年间!适应抗日战争的需

要! 曾实行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考

试$虽然此统一招考制度存在时间不

长!而且是在民族救亡战争特定历史

条件下所出现的制度!但这是中国自

清末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后第一次统

一招考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学按课

程标准组织教学!督促中学教学目标

的实现$ 它为上世纪
5:

年代初中国

走上统考之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示

范$

科举考试文化传统的影响$为什

么统一招考制度首先会在中国而不

是在其他国家出现!有其深层的文化

和传统因素$从考试形式以及作用影

响等方面来看!高考与科举确实明显

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当然!上世纪
5:

年代初!科举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还是一种落后反动的取士制度!建立

高考制度时不会有意去模仿科举!但

我们却可以说高考制度的建立至少

间接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因为传统文

化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不论对

科举制
/1::

年中的功过得失如何评

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观念或多

或少都留有科举文化的烙印$即使建

立高考制度时没有直接考虑借鉴古

代的考试形式!但科举文化作为民族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

积淀下来!因此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

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

传因子$ 高考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正是因为中国具有考试文化传统!统

一高考制度才会率先在中国出现$

高校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

高考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高

校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是体现历史

发展方向的重大改革!在世界高校招

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高考制度建立以来!在促

进中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民族文化水

平%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等方面起了

巨大的作用$ 经过高考的公平竞争!

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人

才!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

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但是!有利必有弊!选拔性统一

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积极作

用充分发挥的同时!高考的消极影响

也日渐显现-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

求高考升学率! 考试使学生负担过

重!学校办不出特色..于是!)分数

挂帅*%)白专道路*等批评不绝于耳$

/700

年!已有
/8

年历史的高考制度

被废止$

选拔性考试就是这么奇怪!当你

身处其中时!会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

力!恨不得赶快解脱出来$ 可是当你

挣脱考试的锁链以后!往往会发现连

同公平竞争的机会一同失去了!平民

百姓更没有上升的渠道了$当陷入依

靠权力%金钱%关系来进行无序的恶

性竞争之后!你可能变得很怀念过去

那么痛恨的考试制度了$ )文革*前后

)老三届* 中学生对高考的看法转变

就是这样$ 因此!

/7==

年恢复高考!

便成为当时的人心所向$

恢复高考
6:

%

1:

周年的时候!全

国媒体都陷入)集体性怀旧*!发表了

大量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然而!由于

0:

年前建立高考离我们过于遥远 !

且没有戏剧性的转折故事!加上多数

人甚至不知道高考制度创制于
/756

年!所以出现了)集体性遗忘*$

其实!虽然创立高考制度没有壮

怀激烈的记忆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

传奇书写!许多参加第一次高考的人

又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追溯高考制

度的源头!就不得不回到
0:

年前(要

真正理解高考的利弊得失!就要明白

创立高考制度的缘由(要展望高考制

度的未来!就应理清其来龙去脉$

对于埋藏在历史深处的
/756

年! 我们不应忘却! 终究也不会忘

却$ 摘自!光明日报"

从
!"#$

年建立高考制度# 至今整整
%&

年$

%&

年前# 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
'("

万人%

%&

年后#

$&)$

年参加高考的考生
"&&

多万

人$

%&

年前# 第一次高考后只录取了
'(*$

万人%

%&

年后#

$&)$

年高考录取人数将达
%&&

多万人$

%&

年前# 高考只是与一小部分人相关的

招生考试%

%&

年后# 高考成为全民关注的大规模招生考试$

如果现在要人们在中国各种教育制度或措施中举出最为重要& 影响最大的一个# 高考无疑会成为多数人的选项$ 无论你是否喜欢# 高考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教育与社会的重大存在$

历史上有些事物创制时轰轰烈烈# 不久后便销声匿迹# 迅速成为历史陈迹$ 有些事物却是如古语所说的 '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巨(#

当其初出现时# 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在意# 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 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 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 高考制度

便属于此类 '始简终巨( 的事物$ 中国传统纪年#

%&

年为一个周期$ 在高考制度建立整整一个甲子的今天# 回顾高考制度创立和发展的历

程# 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12

扶沟县吕潭乡林寨村$

李子木向一位农民模样的人问

路后! 直奔一座用麦秸搭成的草庵

子$

一个麦草棚子下!李子木年迈的

母亲正在案子上擀面条$李子木径直

跑到母亲跟前!喊了一声-妈妈!我回

来了/

母亲看着李子木!呆了好大一阵

子!眼里的热泪夺眶而出-木儿!你真

的回来啦/ &一把抓住李子木的手!颤

巍巍地'回来好!回来好$ 艾珊呢!艾

珊怎么没回来0

李子木-妈!艾珊在医院里该生

了!您老人家快要当奶奶了/

老人眼中流露出喜悦的目光-真

的0唉!我今年快八十岁了!真盼着早

点抱孙子孙女啊/可..可..可就

怕赶不上那一天啊/

李子木-妈!你一定会赶上好日

子的/

李子木动情地拿着擀杖!擀起母

亲没有擀完的面条来$

老人慈祥地看着儿子- 黄水退

后!咱家在这里开垦了一点地!种了

几亩麦子!今年长得还可以!家里人

都去收麦子了$ 你跟着共产党!跟着

魏县长干事!我放心$我知道!你的事

还没完!还得干下去!等会儿见见家

里人!就放心走吧!不用挂扯我!也别

挂心家里人! 等到太平了再回来!公

家的事要认真$俺吃大雁屎的日子都

熬过来了!啥也不怕了$不过!就是想

抱一抱我那孙子孙女呢/

听着母亲的话! 李子木鼻子一

酸!热泪也扑簌簌掉了下来$

/82/780

年初!郸城集西张柿园!

张笑南家$

张笑南扮成商人模样!敲响了家

门!一佣人模样的人开门!他是张笑

南的外甥$

外甥露出半拉脸-你找谁0

张笑南-这是俺家!我找我爹$

外甥-我咋不认识你0

张笑南-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

你$ 一走八年了!你姥爷身体咋样0

外甥-噢!你是俺大舅/

外甥对着堂屋欢叫-姥爷!俺笑

南舅回来了$

屋内!年过八旬银须齐胸的张永

福还没站起身来!张笑南就大步走上

前!扑通跪地-爹!我回来了/

张永福赶忙拉起张笑南-起来起

来/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待笑南坐下后! 张永福又问道-

听说你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又去太行

山打日本鬼子!还当了个团长0

笑南-是哩!我这次回来!当的是

鹿邑%淮阳%太康三个县的中心县长$

张永福简直不信- 是团长大!还

是县长官粗0

笑南说-爹!共产党不讲这!现在

讲民心多少!地盘大小$

永福-那你当县长在哪办公0 咋

不坐轿敲着锣回来!给我撑撑面子0

笑南说-爹!共产党打江山不容

易!眼下有困难!周围也不安全!我得

先在咱家办公!另外和你老人家商量

个事! 我想叫咱的五百亩地卖掉!买

枪买子弹!先把队伍拉起来$

张永福-想不到我这家有一个当

共产党县长的儿子/ 笑南!我就你这

一个儿子!我也老了!家就由你来支

管!你就看着办$

笑南说-爹!你就放心吧!笑南决

不给你丢脸!要干!我就干出个样儿!

给你看看$ 噢!我还带一个警卫回来

了!他叫金钟$

永福-啥警卫呀0

笑南说-就是腰挎盒子炮!我的

跟班哩/

永福-跟班的就是跟心的!快叫

他进屋!咱去郸城集上摆一桌!叫亲

戚朋友喊上!我儿当县长了!一当就

是三县县长..

/52

路上$

半月后$张笑南带人截获一辆国

民党军车$

金钟开着军车!张笑南坐在副驾

驶位置上!对金钟说-魏司令说的对!

在这大平原上!靠着人地两熟!摆开

擂台!以快打慢$

金钟-再打掉汲冢镇公所!咱十

天就拔十三个镇公所了$

/02

鹿邑县汲冢镇$

汽车进入汲冢镇!前面镇公所的

牌子遥遥在望!只见镇公所所长领着

一群人站在镇公所门口! 摇旗呐喊-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汽车停下来!王大海等化了装的

战士跳下车$张笑南走上前去!问道-

谁是镇长0

一个身材硕健的大块头走过来

说-我就是$

张笑南手起枪响!结果了这家伙

的性命$

随行的战士随即下了对方的枪

支$

张笑南- 你们都是本地农民!富

家子弟也不干这差事$你们今后各回

各家!都不许干赖事$ 有人问谁不叫

你干了!就说是鹿%淮%太三县县长张

笑南!听懂没有0

众镇兵喏道-懂了/ 懂了/

王大海和金钟拉着一个镇兵-你

快去给巴集% 宜路两个镇公所打电

话!就说国军八十一师一个连在他们

那里吃晚饭$ 打完电话!就把通往巴

集和宜路的电话线剪断!电话机我带

走$ 快/ 快去/

)

)&&

* 待续

策 划+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 梁祖文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节选*

!!!!!!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

大学生

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