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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龙平平　 张　 曙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

重大举措, 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为中国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

才。 这批人后来都是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 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

坚。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是 1977 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

的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 这个重大决策, 是扭转 10 年 “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 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 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 开辟

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这个重大决策, 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 30 年过去了, 当年直接受惠于这一

决策的 1977、 1978 两届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 可以说, 1977

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恢复高考决策的酝酿过程

恢复高考的决策, 是 1977 年 8 月 6 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根据教育、 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 但是, 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一些想法, 早

在 “文化大革命” 结束前就开始酝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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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不久, 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1966 年至 1969 年, 中国内地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 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 高等教

育陷于全面瘫痪。 1970 年, 为落实毛泽东 “大学还是要办的”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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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 北京大学、 清

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1 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 高等学校

恢复招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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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自愿报考,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查” 的原则,

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 94 万人。 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

很大。 据 1972 年 5 月北京市 11 所高校的调查, 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 初中以上的占

20% , 初中的占 60% , 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20% 。 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

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 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 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

1972 年 10 月 14 日, 周恩来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提出,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他

说: “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 中学毕业后, 不需要专门

劳动两年, 可以直接上大学, 边学习, 边劳动。” 但由于 “四人帮” 的干扰, 这个建议被

指责为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而未能实行。 1973 年, 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

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 结果因为一场 “白卷英雄” 的闹剧而夭折。

1975 年, 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 领导开展全面整顿, 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

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 他说: “我们有个危机, 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把整个现代化水

平拖住了。”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 培养什么人? 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 何必

办成大学?” “一点外语知识、 数理化知识也没有, 还攀什么高峰? 中峰也不行, 低峰还有

问题。” 为此, 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邓小平当时设想, 搞一些试点,

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 遗憾的是, 由于 “四人帮” 的干

扰和很快发生的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 教育改革怎么搞, 大学怎么办,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此时, 人才匮乏已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 1977 年 5 月, 尚未复

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 “同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 20

年。 科研人员美国有 120 万, 苏联 90 万, 我们只有 20 多万, 还包括老弱病残。” 正因如

此, 邓小平主动请缨, 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 教育工作的请求。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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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表明, 在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对于教育工作, 包括大学招生制度等问题,

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1977 年, 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 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 其中重

要的有: 5 月 12 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 李昌的谈话, 5 月 24 日同王震、 邓力群的

谈话, 7 月 23 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 高勇的谈话, 7 月 29 日和 8 月 1 日

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等。 在上述谈话中, 邓小平就尽快改变 “文化大革命”

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 提出了两条重

要意见。

第一, 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 5

月 24 日, 他在同王震、 邓力群谈话时说: 要经过严格考试, 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

学和大学。 7 月 23 日, 在同张文峰、 高勇谈话时, 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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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 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 希望能够

允许天津市在 1977 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 邓小平

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 “就是要敢想敢讲, 不要吞吞吐吐。 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 提倡高等学校招生 “两条腿” 走路, 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7 月 23 日

在同张文峰、 高勇谈话时, 邓小平指出: “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要有重点。 大学要从工农

兵中招生, 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 7 月 29 日, 他在听取方毅、 刘西尧汇

报工作时, 针对 “文化大革命” 中实行的大学招生办法的弊端, 尖锐指出: “是否废除高

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 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 为什么还要集中

搞两年劳动?” 8 月 1 日, 他在听取方毅、 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 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 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 直接招生, 军队院校由军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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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

措。 他最初的想法是, 1977 年用一年的时间作准备, 1978 年正式恢复高考, 生源一半是

应届高中毕业生, 一半来自社会, 然后逐步走向正轨。 出人意料的是, 就在邓小平复出工

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 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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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

大动作。

1977 年 7 月 29 日, 邓小平在听取方毅、 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 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

个科教工作座谈会, 请科学院和教育部 “找一些敢说话、 有见解的, 不是行政人员, 在自

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 与 ‘四人帮’ 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 中国科学

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 33 位专家学者, 于 8 月 3 日到当时条件

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 这些专家学者是: 中国科学院吴文俊、 马大猷、 郝柏林、 钱人元、

严东生、 张文佑、 黄秉维、 王守武、 高庆狮、 许孔时、 邹承鲁、 张文裕、 童第周、 叶笃

正、 汪猷、 王大珩, 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 北京大学周培源、 沈克琦, 清华大学何东

昌、 潘际銮, 复旦大学苏步青, 吉林大学唐敖庆, 武汉大学查全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

驷, 上海交大吴健中, 南开大学杨石先, 天津大学史绍熙, 南京大学苗永宽, 西安交大程

遒晋, 华北农大沈其益, 中山医学院宗永生, 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82

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 最小的是 31 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 月 4 日至 8 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 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

座谈会。

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 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 讲话, 5 天全部是

即兴的自由发言。 邓小平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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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学制、 教材、 教员的来源、 办学的

方针、 具体措施、 有什么想法, 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方法, 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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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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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 与会专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 “四人帮” 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

献计献策方面。 而提高教学质量、 改革招生制度, 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 已经形成了 1977 年高校招生方

案。 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三点突破: 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

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 4000 人到 1 万人直接上大学;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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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重视文化程度, 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 但是, 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 “文化大革命”

期间 “自愿报考,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查” 的原则。 8 月4 日, 教育部的报告送

达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 的, 因为在他的计划中, 恢

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 在座谈会上,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 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

教育制度。 今年作准备, 把学制、 教材、 教师、 学生来源、 招生制度、 考试制度、 考核制

度等都确定下来, 都要搞好。 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 他真诚地询问专家: 一年准备行

不行? 要把教材重新编好, 按提高的标准来要求。 教师的选择、 调配, 教学方法的准备,

还有从明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 这一套要研究好。 一年准备来得及吗?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 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和灵感。 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

纲, 研究思考高考制度问题。

8 月 6 日,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 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引发了热烈讨论。

查全性慷慨陈词, 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 一、 埋没了人才, 大批热爱

科学、 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二、 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 三、 坏了社会风气, 助长

了不正之风; 四、 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 查全性强调, 招生是保

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 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 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 二

是招生制度有问题, 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他呼吁: 一定要当机立断, 只争朝夕, 今年

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吴文俊、 王大珩、 邹承鲁、 汪猷等纷纷发言, 赞

同查全性的意见, 建议党中央、 国务院下大决心, 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 宁可

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不然, 又招来 20 多万人, 好多不合适的, 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 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

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 推迟半年招生, 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 当场决断: 既然今年

还有时间, 那就坚决改嘛! 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招生涉及

下乡的几百万青年, 要拿出一个办法来。 今年就开始改, 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8 月 8 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 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 今年就

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从高中直接招生,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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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早出人才、 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位执政党的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用整整 5 天时间与 30 多位科学家、

教育家真诚座谈, 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 这并不多见。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当属科学

决策、 民主决策的典范!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 教育部很快报送了 《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

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 录取新生次年 2 月底前入学, 推迟 3 个月。

8 月 18 日, 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 副主席: “这是经过考虑, 为了保证重点

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 拟同意。” 当天, 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念、 汪东兴等均圈阅同

意。

自 8 月 13 日起, 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 1977 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各

省、 市、 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 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

的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 “两个凡是” 思想还有较大

市场, 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以及怎样看待 “文化大革命” 前 17

年教育路线 “两个估计” 等问题上, 与会人员分歧很大, 争论不休。 结果会期一拖再拖,

从仲夏到中秋, 总是议而不决。 关键时刻, 邓小平中流砥柱, 勇敢破冰。 9 月 19 日, 他召

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 雍文涛、 李琦等人谈话, 严肃提出,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 你们还

没有取得主动, 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 怕又跟着我犯 “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 大胆去

抓, 要独立思考。 把问题弄清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自己解决的问题, 自己解决; 解

决不了的, 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 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

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他明确指示: 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 招生文件继续修改, 尽可能简

化, 早点搞出来。 办事要快, 不要拖。

邓小平 “9·19” 谈话掷地有声, 扭转乾坤。 几天后, 招生工作会议结束, 新的招生

文件基本定稿。

10 月 3 日, 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 《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的请示报告》 和教育部代拟的 《国务院转发教育部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 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 “此事较急, 请审阅后, 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 建议近

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连同 《红旗》 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 (前已送阅) 一并

讨论。” 华国锋旋即批示, 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 月 5 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 《红旗》 杂志评论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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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 月 12 日, 国务院批转了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规定从 1977 年起,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 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恢复高考决策中的几个重大政策问题及其影响

1977 年恢复高考, 既不是对 “文化大革命” 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 也不仅仅是

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 它既有破, 也有立,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 “文化大革

命” 刚刚结束, 百废待兴, 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 恢复高考, 事关社会走向, 事关 10

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 前途和命运, 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局,

极其敏感、 复杂。 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 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 关心和

爱护知识青年, 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 他亲自过问, 制定了许多重

大政策, 果断地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 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一) 改变录取比例, 扩大招生范围, 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了条件。

恢复高考, 本来有特定的含义, 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 所

以, 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的也是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

招考学生, 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但是, 10 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 他们应

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 这是个政策问题。 9 月 5 日, 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

中提到, 因为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 3000 万人, 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

方针政策问题, 需要考虑周到, 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引起波动。 第二天, 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念、 汪东兴: “招生问题很复

杂。 据调查, 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 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特别是数

学), 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 须在社会上招考, 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意

见, 1977 年招生文件规定, 凡是工人、 农民、 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包括按政策留

城而未分配工作的)、 复员军人、 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录取比

例, 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 20% ~ 30% , 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 有了这个政策,

10 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 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 比如, 他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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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改为 “自愿报考, 单位同意, 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时, 就说: 你的十

六字比较好, 但第二句有点问题, 比如考生很好, 要报考, 队里不同意, 或者领导脾气坏

些, 不同意报考怎么办? 我取你的四分之三, 不要这一句。 所以, 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

就取消了 “单位同意” 这一条。

(二) 放宽招生年龄、 婚姻限制, 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了特

殊政策。

1977 年的招生文件规定: “考生年龄在 20 岁左右, 不超过 25 周岁, 未婚。” 这个规定

对老三届高中学生, 特别是 1966、 1967 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 无异于下了一道 “逐客

令”。 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 30 岁左右, 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 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

的特殊群体, 邓小平十分珍视。 早在 5 月 24 日, 他在同王震、 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

出, 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 1966、 1967 两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 在

科教工作座谈会上, 他又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

到了较高水平的人, 要研究用什么办法、 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 这种人成千上万, 要非

常注意这部分人, 爱护这部分人, 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不要定什么

名额, 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 可以在名额之外。” 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 高考破例

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 1977 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 “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

成绩或确有专长的, 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 婚否不限 (要注意招收 1966、 1967 两届高中毕

业生)。” 1978 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 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所以, 在

1977 级、 1978 级两届大学生中, 年龄、 经历差别很大, 夫妻同校、 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

不鲜见。

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 还有一条特殊规定: 大龄青年, 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

读书。 这条政策, 为那些结婚生子、 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 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 实行择优录取。

“文化大革命” 期间, 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 曾断送了多

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 受 “文化大革命” 影响, 1977 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

生文件中, 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 罗列了许多由 “阶级斗争为纲” 派生出来

的 “左” 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 9 月 19 日, 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 你们起

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 太繁琐。 关于招生的条件, 我改了一下。 政审, 主要看本人的

政治表现。 政治历史清楚, 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劳动, 遵守纪律, 决心为革命学习, 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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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条, 就可以了。 总之, 招生主要抓两条: 第一是本人表现好, 第二是择优录取。 根据邓

小平的指示, 最后招生文件规定: 招生实行德、 智、 体全面衡量, 择优录取的原则, 政审

“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 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 “政治历史清楚, 拥护中国共

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劳动, 遵守革命纪律, 决心为革命学习。” 这基本上就是邓小

平的原话。 政审条件的修改, 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 在当时被称为 “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

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审条件的改变, 迅速波及征兵、 招工、 提干等各个方面, 为帮助

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 冲破 “两个凡是” 思想束缚, 纠正 “文化大革命” “左” 的错误,

摒弃 “以阶级斗争为纲”, 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 邓小平决策恢复

高考, 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 它是全面拨乱反正、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

一个突破口。

1977 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 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 1977 年冬, 全国有 570 万

名考生参加高考, 录取新生 27. 8 万人; 1978 年夏, 全国共有 610 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录

取新生 40. 2 万人。 1977、 1978 两届共录取 68 万名大学新生。 这其中, 大多数是政治立场

坚定, 有理想、 有才华的知识青年。 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 如今已成

为社会的中坚。 这说明, 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 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

(原载 《党的文献》 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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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1978 年 5 月至 1979 年, 围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

展开了一场关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大讨论。 这一讨论, 冲破了长期

以来 “左” 倾思想和 “两个凡是” 的束缚, 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

上为全面的拨乱反正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 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本文作者沈宝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在拨乱反正中参与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的修改和编辑, 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大讨

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而这个讨论本身, 也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先从 《理论动态》 讲起。 胡耀邦同志在紧张地抓中央党校复校工作的同时, 于 1977

年 7 月 15 日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 叫做 《理论动态》。

1977 年 6 月 4 日, 胡耀邦同志召集 10 位同志开了一个会, 宣布要办 《理论动态》。 我

和孟凡、 吴振坤、 刘立中 4 人作为 《理论动态》 的人员参加了这个会。 就在这个会上, 耀

邦同志说: “我注意的是, 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 这个搞不好, 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

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 就是搞科学态度。” 他所说的科学态度, 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

从耀邦同志的话可以看出, 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 这也是他创办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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