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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5日
星期一菏泽高考记忆

两份珍贵的高考招
生档案

“这是 1977年建立菏泽地

区招生委员会的通知，这是一

份当年的招生工作总结。”6月 2
日，记者走进菏泽市档案馆，工

作人员展示了两份保存完好的

1977年高考招生档案。

1977 年的冬天注定要载

入史册。当年 10月 21日的《人

民日报》被人们争相传阅，恢复

高考的好消息犹如一声春雷，

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激动不

已。他们在田间地头、在工厂

车间、在牧场矿山重拾书本，看

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当

年，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搞好

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我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春天。

10年积压，使 1977年高考

成为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届高

考，全国考生达到创纪录的 570
万人。报名者中既有“文革”期

间的历届高中毕业生，也有一

部分“文革”前的“老三届”毕业

生。考生年龄跨度相当大，师

生同场、兄弟同场的现象普遍

存在。

市委党史委原主任田浩存

当年 29 岁，已经结婚，并成为

三个孩子的父亲，当时在曹县

古营集（联办)中学担任民办教

师。在亲人的鼓励下，他决心报

名应考。几年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市第三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刘秋英回忆，她当时接到学校通

知返校准备高考，是在 1977年

11月。而 65岁的市直部门退休

干部靳鸣则备考较早。靳鸣的

父亲是中学教师，他敏感地意识

到当时恢复高考的传言绝不是

空穴来风，便动员儿子重新拿起

课本，复习迎考。

“高中两年其实没有学到什

么东西。”1977年，靳鸣从郓城四

中高中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里，他们这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整天忙于拾粪、养猪、放羊、种

菜、学开拖拉机等所谓的“开门

办学”，几乎没有上过课，以至于

到高中毕业时，有的同学还闹出

“1/2+1/2=2/4”的笑话。

靳鸣高中毕业时，“四人

帮”已被粉碎，社会秩序也相对

稳定下来，民间便有了高考可

能要恢复的传言。靳鸣兄弟四

人，他是老大，家中生活十分困

难，他也意识到只有通过高考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暗

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

考大学。由于当时恢复高考的

通知还没有正式下达，靳鸣的

复习只能悄悄进行。

6月 2日下午，记者在菏泽

市档案馆见到了一份 1977 年

11月 10日印发的《关于建立菏

泽地区招生委员会的通知》。

通知中写道：“为了加强我区

大、中专招生工作的领导，根据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经研

究决定，建立菏泽地区招生委

员会。”当年的菏泽地区招生委

员会由两名地委副书记、一名

地革委副主任和有关办、局的

负责人组成，共 17名同志。

一场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报名之后，距离那场特殊

的冬季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

了，田浩存又翻出了高中时的

课本。白天要上课，他只能利

用晚上的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

下复习。“一晚上也就睡两个小

时。有梦想就要奋斗，有奋斗

就有快乐，那时浑身有用不完的

劲。”几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田浩存回忆，当年他激情澎湃，

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正在脚下延伸。他当时在曹县

普连集八中参加考试，两名考生

一张书桌，考场秩序非常好。他

还记得，那年的考生特别多，有

的监考老师是他同事。

在相关书籍和复习资料极

为缺乏的情况下，靳鸣白天照

常出工，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

下读书。青春的心脏在奋力地

跳跃着，他毫不顾忌被煤油灯

熏得黑乎乎的鼻孔和熬得通红

酸涩的眼睛。1977年 12月，靳

鸣作为全国 570万考生中的一

员，走进了高考考场。也许他

当时没有料到，他和中国的命

运都将因这次在冬天举行的高

考而发生转变。

6月 2日，记者还在菏泽市

档案馆见到了一份 1977 年招

生工作总结。这份总结是使用

蓝色钢笔手写在一张誊写纸上

的，46年过去，这份总结依然保

存完整、字迹清晰。这份珍贵

的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当年的

报考人数是 80686 人，其中报

考 大 专（含 本 科）的 为 26761
人 ，报 考 中 专 的 为 53925 人 。

从报名情况来看，当时的文科、

理科报名人数不像后来差距那

么大。就拿报考大专（含本科）

的 26761 人来说，其中文科为

11395人、理科为 15366人。

当年的高考阅卷工作是分

地区进行的，在高考之后，菏泽

地区招生委员会从全区抽调了

409 名教师进行集中阅卷。由

于基础差，复习时间短，考生的

文化课尤其是数学和理化成绩

普遍较差。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从一份当年的考生成绩统计

表中看出，高考数学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全地区只有 2 人，而

人数最集中的分数段为 20-30
分，有 1 万多人，0-10 分的有

3000 多人，有的考场甚至全场

数学试卷全是 0分。阅卷统分

之后，菏泽地区招生委员会划

定了体检和政审线。

高考成为永不磨灭
的记忆

考试之后，靳鸣全家人都

静静地等待高考结果，可这表

面的平静却掩盖不住大家内心

的焦灼和期待。

1978 年春节过后的一天，

靳鸣的父亲再也沉不住气了，

他说：“不行，我得去看看。”说

罢，他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就去

了县城。那天正好张榜，靳鸣

的父亲挤在人群中，眼睛仔细

地搜索着，终于，他看到了儿子

的名字。“考上了！”他二话没

说，扭头骑上自行车又匆匆地

向家赶去，来回 30多公里的路

程一点儿都没感觉累。

“考上了！考上了！”靳鸣

的父亲一进家门就大声喊道。

多年后，靳鸣仍能清楚地记起

父亲当时的语气和表情，他只

能用“欣喜若狂”这个词来形容

当时的父亲：“或许因为我身上

承载了他太多的希望吧，所以，

他才高兴成那样。”顿时，靳鸣家

沸腾了，左邻右舍都来祝贺。

很快，他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

1978 年，靳鸣被山东工学

院内燃机制造专业录取，毕业

后被分配到菏泽一家企业从事

技术工作，1988 年晋升为工程

师。1989 年，靳鸣因工作成绩

突出，调入原菏泽地区某机关

从事企业管理工作。“高考改变

了我的命运，感谢党和国家。”

采访中，靳鸣激动地说。

退休之后，靳鸣在家安度

晚年。他身边的同事很少有人

知道他是一名“77 级”大学生，

不过 1977 年冬天的那场高考

已成为他永不磨灭的记忆。

3182人金榜题名

档案资料显示，1977 年高

考录取工作一直到 1978年 3月

才结束，菏泽地区共录取大中

专生 3182 人，录取比例为 25：
1，略高于全国 29：1 的录取水

平。截至 1978年 3月 10日，大

专（含本科）共录取 1024人，中

专录取 2158 人。在 1024 名大

专生中，26 岁以上的有 400 余

人，其中已婚考生为 384人。

当年菏泽考生在填报高考

志愿时，多数选择本省院校，而

很少填报中央、部属院校和外

地院校。在 1024名大学生中，

被本省院校录取的有 759 人，

占 74%。尽管如此，还是有一

部分优秀考生得以进入名校学

习，其中 2 人考入清华大学、2
人考入北京大学、2人考入中国

科技大学、2人考入复旦大学、9
人考入同济大学。

对很多人来说，命运的钟

摆因 1977 年那个别样的冬天

而发生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

制度,不仅改变了无数青年和

家庭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国

家和民族的航向，国家由此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应本人要求，靳鸣为化名）

高考是一场特殊
的成人礼,也是一段
令人难忘的人生记

忆。2023年高考即将来临，怀
抱梦想与期待,广大学子将开启
人生崭新的一页。

从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
到今年已经46年。作为中国最
重要的考试之一,高考承载着无
数人关于青春、汗水和理想的记
忆。1977年,高考的恢复给当
时的青年带来了别样的希望和
未来。1977年的那个冬天,蕴
藏着哪些生机和活力？又有多
少菏泽学子在那场独一无二的
冬季高考中“鱼跃龙门”？今年
高考前夕，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进行了采访。

重温1977年高考的“菏泽故事”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
▲1977年关于建立菏泽地区招生委员会的文件。▲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展示当年的高考招生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