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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觉醒 走过文革漫长的十年，看过战天斗地的硝烟弥漫，见

证一代知识青年从踌躇满志到深刻觉醒的过程。他们，在20

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之时，开始另一种全新的人生，

上大学、考研究生，将扎根边疆这个曾经的宿命，随剧变的

时代转化成另一种激荡的命运。 迟到十年的青春 刘允洲，《

国土资源报》前社长，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兼职教授

。1979年，他作为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考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回顾30年前的读研生活，条理

清晰，历历在目。然而说起来看似平淡，事实上却是我们难

以想象的激荡生活。 刘老师1968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红五

月农场。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豪情，使得他们这些知识青年

向往农村的广阔天地，尽管有独生子可以免于上山下乡的政

策照顾，但他还是毅然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当时下

乡是抱着扎根边疆的决心的，坚决到没有带去一本书，而在

黑河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十年，最为珍贵的青春十年。”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刘老师参

加了第一届考试，分数位列黑河地区第一名。报志愿时填了

北大、人大、复旦、黑龙江大学，结果却因为如实填写了已

婚一栏，最终只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这样，1978年3

月，这个已经30岁的年轻人，开始了迟到十年的大学生活。 

一年半的大学生活 “当时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属狗，最

大的也属狗，整整相差一轮”。刘老师在其中偏大，是不同



于应届生考上大学的一个“老高中”。 “当时是非常满意大

学的教学的”，刘老师说，“很多东西我在中学时代都学过

，像英语，本来我已经学过6年了，上了大学却还要从A、B

、C开始学起”。为了解决这种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1978年

底，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在校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

，这对于像刘老师这样情况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于是在室友的撺掇下，两人都报了名。 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

时间，刘老师早起晚睡，一边上课，一边备考，5000多个英

语单词，最后全部背会。1979年春天，刘老师参加了社科院

的新闻系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没有笔试，只有6月份的

一个面试，主考是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两名记者，问题主要围

绕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文革的经历伴随切身的反思，刘老师

的态度当然是很激进地支持，很轻松地拿到了社科院的录取

通知书。当然，这也意味着短暂的大学生活结束了。 研究生

三段式 社科院的新闻系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研究生上课

、住宿都是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老师、系主任也都清一

色的来自人民日报。 研一时，主要任务是上课，基础课包括

政治经济学、英语、专业课。刘老师的专业方向是国内新闻

业务，上课形式就是听讲座。一节课一个新面孔，讲授者全

部来自新闻业界，他们把自己鲜活的从业实践在课堂上讲给

学生听，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报道的编辑、版面的设计等

，都以非常生动的形式为大家讲授。班上一共17个学生，都

沉浸在记者们潇洒自如的课堂上，平日里只能在报纸上看到

名字的记者，如今一个个走进课堂，让他们有一种非常过瘾

的感觉。周末只有一天，主要休闲活动就是看录像。改革开

放伊始，大量新事物涌入国内，凭借报社的天然优势，学生



们便有渠道大开眼界，看了大量影片，国外的流行片子几乎

一网打尽。 研二，开始一年的实习。因为与人民日报社的特

殊关系，班上同学大多进入报社开始实践学习。一年当中，

刘老师先是在市场报写些小稿，然后进入记者部。最成功的

一次报道，是自己独自深入攀枝花钢铁厂，用20多天的时间

进行采访，采访对象从总经理到中层干部再到普通职工，最

后写出8000多字的稿子，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整版。这对于一

个实习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研三，回到“校园”，进

行毕业论文的撰写。整整半年的时间，刘老师的心思全部集

中在这篇4万字的文章上。没有工作上的焦虑困扰，每天都以

查找资料、酝酿写作思路为中心，虽然是没有工作压力的学

习生活，却也是“没有时间去玩”的紧张状态。刘老师进行

论文答辩时还有些小的波澜，他关于舆论的敏感话题引起了

保守人士的反对，不过最终还是得以通过。 毕业前夕，刘老

师分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就此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 研

究生生活对于刘老师这一代人来说，既是充实的三年时光，

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不仅仅因为学的是新闻，更重要

的是，在那个年代，各个领域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荡与变

革，每个人都面临着从思想到人生的剧烈转变。那是一段与

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岁月，十年浩劫，他们身陷其中；城市

农村，他们轮番体验；理想神话，他们自己创造然后亲手打

破。他们和国家一起觉醒，承启着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百

考试题。 80年代：除了安静学习，别无其它 20世纪80年代在

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充满青春的激情，闪烁着理

想的光芒。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散发悲天悯人的诗人气质，

肩负慷慨激昂的责任感。而在理科人的回忆中，更多的则是



安静的读书氛围，积极的求学面貌。考研人的群落，距离大

学生活，距离中学时代，远不像现在这样界限分明。 英语入

学成绩：9分 施建青，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他

的大学属于20世纪80年代，在为我们讲述那个远去年代的大

学生活时，他充满骄傲和深情。 施建青1982年考上杭州大学

理论物理专业，入学分数在班上排名垫后，与第一名的差距

有100分之多。但数理化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是“学得轻松”

，物理考到了98分的好成绩；但拉开差距的是文科，英语甚

至只有9分。如此悬殊的基础，并没有在大学阶段恶化累积，

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知识呈饥渴状态，有着强烈的学

习意识和动力。能考入大学的，本来就已经是同龄人当中的

佼佼者，读书、学习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环境塑造人

。那时的大学校园里，延续了中学时代的学习劲头，没有虚

无缥缈的诱惑，没有就业的压力，也少有浮躁之风。作弊在

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个传统”，也无需作弊

。考场和平时上课的教室布局一样，学生们紧挨着坐，谁也

没有意识偷看别人一眼。也有个别的同学会不及格，但往往

承认水平如此，绝不会借助作弊的方式自欺欺人。 终日在大

学的象牙塔里，人人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所以教室是永恒

的战斗场所，偶尔休闲，一定是去图书馆或电影院。作为理

科生活的调剂品，看小说是最美的享受。考完试后，一群哥

们也会打打扑克，消遣一番。 有兴趣，也要有追求 大二时，

施老师已下定考研的决心。一方面是对物理学的强烈兴趣，

一方面是继续深造，让自己的人生再上一个台阶的“野心”

。持续的学习习惯，使他的考试成绩稳步上升，考试排名稳

居班级前列；对理论物理天生的“好感”，使得他能一头闷



在教室写写算算而永不觉枯燥；考试时，让很多人犯愁的量

子力学，他却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答完交卷。班上绝大多数

人也都认定了继续深造的方向，求学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人

不断努力前行。 考研，在当时似乎不算什么重大的抉择。考

不考，一样是要学习的，一样不必像现在的学生一样，为工

作和各种证件而奔走焦虑。只是没有了假期，要不停地写写

算算。到了临考前的几个月，施老师却意外获知自己被保送

本校读研。1986年之前，从未有过保研的政策，这第一届保

送生的机会就这样降临到了他身上。几个月后，班上60%的

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不乏清华大学、中科院这样的名

牌院校。 三点一线的生活 当时严谨的学术氛围，培养了研究

生们踏实勤奋的学习态度，周末以外的生活全部被学业覆盖

。由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更加艰深，施老师也更加专注

，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的三点一线，描绘的是单一但并

不无聊的生活图景。研一时，课程安排得很满，整天都围着

课本转；研二时，课程基本上完，取而代之的是论文研究。6

篇论文的发表，是施老师两年学习的全部心血，有着沉甸甸

的份量。 到了周末，“和平时的生活会稍微有些不同”，施

老师愉快地回忆，有去劳改农场参观的经历，但更多的是读

读小说，这依然是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有活跃的同学组织

舞会，但像施老师这样的理科生倒很少参加。这样看似平淡

的生活，施老师并不觉得苦闷，因为欲望是个虚无的词汇，

那时的人们懂得知足和珍惜。 单纯的人际关系 整个研究生期

间，谈起交往最多的人，施老师说，“当然是导师和师兄弟

”，他们的关系非常很融洽。因为大家读书的目的都很单纯

，也就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没有利益上的斤斤计较；跟着



导师做项目也没什么经费而言，自己的生活费则来自学校每

月的津贴。那时跟校外的唯一联系，就是已经工作了的大学

同学，和他们的来往平静惬意，读研、对校园生活的留恋，

依然是那些同学的渴望。 三年研究生生活，除了安静学习，

别无其他。只是在做完毕业论文，最后在校的一点时间里，

才开始考虑工作的事。当时正值社会转型期，分配工作已逐

渐开始成为过去时，但自谋出路也没有让大家变得紧迫和焦

虑。与现在学生不同的是，当时的学生都不太热衷于进企业

，施老师最后选择了研究机构，与自己的专业始终相伴。 80

年代的绿草盎然，可能会令现在的研究生心生艳羡。在那个

纯而又纯的年代里，一门心思钻研学术研究，无暇也无需顾

及不着边际的东西，没有欲望的挣扎，没有人际的倾轧，一

切平静得像小溪流水，却又弥足珍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