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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与
全国科技人员一样受到巨大的鼓舞。在大会前
后，小平同志对科学和教育事业作了一系列重
要部署，中央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这篇文章
介绍了当时的部分情况。

比如，1977 年夏天，小平同志举行了关
于高教工作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决定恢复高
考。随后，全国研究生考试也得到恢复。我还
清楚地记得，因为《哥德巴赫猜想》等引起巨
大轰动，计划招收 27 名研究生的数学所，吸
引了全国 1500 多人报考，可见大家热情的
高涨。

1977 年 10 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中

科院率先进行的职称恢复工作，陈景润从助理
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我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
员提升为副研究员。此后这项工作在各研究所
普遍开展起来。

1977 年 10 月，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我国开始发放科研补助费。同一时间在
友谊宾馆，全国 1000 多位专家聚集一堂，制
定《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另外，科协也开始恢复活动。1977 年 5 月
底，科协在首都剧场举办了恢复工作后第一场
学术报告会，邀请邹承鲁和我进行演讲，对年
轻同志给予鼓励。

同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的老知识

分子也开始得到平反。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的前两天，熊庆来、赵九章两位先生的骨灰重
新安放仪式举行。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国际学术交流也
启动了。1978 年 4 月，我和张广厚赴欧洲参
加学术会议，这是 1966 年后学者第一次以
个人身份出国交流。此后，特别是小平同志
决定派遣一部分人出国后，更广泛的国际学
术交流开始了。

此后的 40 年里，我国始终对科技发展给
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科研工作者，我
们应该继续努力，在技术创新已取得巨大成就
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为中国科
学发展贡献力量。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作为中科院院长在全
国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有一个书面讲话《科学
的春天》，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民族历史
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
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
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老既是科学家又是诗人，更是新文化
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讲话充满激情和诗人
气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可实际上在开会前夕，86 岁高龄的郭老
已经住院，身体十分虚弱，是不能出席科学
大会的。我当时是方毅副总理的秘书，我有

一本秘书日记，主要记录当前要做的事以及
事情的结果。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的前期，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3 月 14 日，“郭老的秘书王庭芳今天来
电话，郭老的病情稍有好转，但生活仍不能
自理，行动不便，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参加科
学大会。于立群同志（郭老的夫人）打算给方
毅同志写封信……”3 月 17 日，王庭芳再次
来电话告知：“郭老坚持要参加明天的开幕
式。今天上午与医生谈判了一上午，没有成
功。医生说，肺部炎症还没有消失，只允许参
加半小时。郭老仍坚持要坐半天。希望方毅

同志做做郭老的工作，请郭老半小时后离
席。”在这种情况下，方毅只好同意，但请王
秘书转告郭老，只能参加半个小时。3 月 18
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出席了这次在科学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

当年 6 月 12 日，郭老就与世长辞了。
40 年过去了，这 40 年间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都是见证人。40 年前
这段往事我记忆犹新，记得郭老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还坚持出席大会。所以，如果在朋友
圈转发一篇纪念文章，我会选郭老的这篇书
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讯
（记者丁佳）今天上午，中国科
学院在北京召开纪念“科学的
春天”40 周年座谈会。中科院
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会
议并发表讲话。

白春礼指出，40 年来，从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再到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强调让
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
并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大部署。党中央根据不同
发展阶段的要求不断丰富和深
化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引领我国
科技创新发生了整体性、格局
性、历史性重大变革。我们在世
界科技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
在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实现了
重大突破，科技创新能力水平
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我国
科技创新事业正处于历史上
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世
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也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白春礼说，40 年来，中科
院始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一系列决策部署，顺应
时代要求，积极改革创新，充
分发挥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先
行示范带动作用。2013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
院，提出了“三个面向”“四个
率先”要求。全院广大干部职
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精神，以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为统领，齐心协力，攻坚克
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重大成果产出进入井喷期，向
党和国家、人民交出了一份满
意答卷。

白 春 礼 表 示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上向全党全社会发
出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
召，开启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
篇章。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科学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导地位，开启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刚刚闭幕的两
会对国家科技管理体制作出
了新的部署。

白春礼强调，纪念全国科
学大会 40 周年，就是要传承光
荣传统，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
神，推动中科院科技创新工作
在新时代实现新跨越。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推动科技创新
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
加快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切
实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要
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
健全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现
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要积极
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努力建设
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创
新人才队伍。要深化创新文化
建设，切实增强广大科技工作
者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科技
价值观。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刘伟平在主持座谈会时要
求，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
门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院
党组的部署，认真做好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科学的春天”
40 周年各项活动。要将庆祝活
动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
要充分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我
国和中科院科技创新事业取

得的伟大成就，更好地促进全院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
取得新的成就，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新
征程中发挥好骨干引领作用。

会上，亲历全国科学大会的赵忠贤、杨乐等中科院
老一辈科学家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青年学生代
表一同回顾了“科学的春天”40 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
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围绕学习习近平科
技创新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科技创新自信，早
日实现“四个率先”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作出重大创新贡献等主题进行座谈，畅谈了
中国科技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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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40 周年，如果你在朋友圈里纪念这个时间节点，你会选择转发哪篇文章呢？《中国科学报》周
末版编辑部把这个问题提给了与那段岁月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亲历者、研究者。希望他们推荐的文章以及图片
能让读者，特别是跟那段岁月并无交集的“80 后”“90 后”“00 后”，穿越到 40 年前，感受那个时代科学家与知识
分子的喜怒哀乐与家国情怀。

今年 1 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在中国作
协十楼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恳谈会，主题是
从《哥德巴赫猜想》发表 40 周年谈新时代科技
题材创作。我们请了当年陪同徐迟先生采访和
定稿的老主编、文学界专家和《中国科学报》陈
鹏社长、中科院传播局的同志与会。现在又读
到纪念“科学的春天”40 年的文章，作为首发

《哥德巴赫猜想》的杂志的后来者，心中自然感
慨良多。

40 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雷由远及近，《人
民文学》1978 年第一期，徐迟的报告文学《哥
德巴赫猜想》面世，这是新时期中国“科学的春

天”这首大歌的领唱，引发了波及全社会的轰
动效应。今天我们还能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等影视作品中看到人们纷纷涌向书店和能
够找到刊物的地方，排着长队热切兴奋地购买
那一期《人民文学》杂志的盛况。那时候，陈景
润、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就是报效祖国、攀登科
学高峰的代名词。说长大要当科学家的孩子是
最有出息的孩子，甚至边看书边走路撞到电线
杆说对不起的人，才是了不起的智者。

———这是一个时代的新风尚。文学艺术出
色地参与了这一重知识、爱科学、得民心、有力
量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如今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
时代，中国科学的影响和领先世界的指数不再
那样稀缺可怜。正是在新时代里，文学和科学
领域都已经有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得到过诺贝
尔奖。某些基础学科和许多新兴学科的科研成
果，逐渐醒目于世界，占据领先地位、增大前沿
份额甚至牵头引航的状况，已经不再令国人大
惊小怪。

文学记述时代、记述科学创新科技强国的
职责不仅依然神圣，而且必须加大马力付诸行
动。唯其如此，我们的文学才能够切合实际地
参与到新时代新风尚的社会精神建构之中。

全国科学大会是 1978 年 3 月召开的，但
实际上，从 1977 年下半年一系列准备工作就
开始了。1977 年 8 月底，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
发布《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要

“宣传、文化、出版等部门随即行动起来”，文化
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
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
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为召开全
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1977 年下半年到 1978 年上半年，文学类

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艺术类刊物如《美
术》《人民画报》《中国摄影》等就开始大量刊载
宣传科学、科学家、知识分子的作品。当时“文
革”刚结束，科学研究领域还是“重灾区”，知识
分子还是要被“团结、教育和改造”的臭老九。
而在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中，
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成了勇攀科学高峰
的形象，成为了科学英雄，成为了全国人民学
习的楷模。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也是在呼唤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

重，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的拨乱反正。
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

化进军”的号召，邓小平重申了“四个现代
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阐述了“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这不仅是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以
说也为 1978 年底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营造
了气氛。《哥德巴赫猜想》等文学艺术作品恰
逢其时，参与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改革开
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40 周年之际，我想
转发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
想》。该文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生动地描
写了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忘初心，矢志不
渝，攀登科学高峰的动人故事。

1978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
发表时（《人民文学》在 1978 年 1 月号头条刊
发《哥德巴赫猜想》，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转载该文，编者注），我在重庆一所中学当
数学教师。当我在学校门口收发室看到这张报
纸时，大字标题立即令我眼前一亮！我伸手抓

起报纸，立即大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我的眼
睛模糊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旁边的老师把
报纸接过去继续努力读下去。感动！激情！扬
眉吐气！光明在望！这就是当时我们每个人共
同的心情。中央如此高规格宣传一位普通知识
分子，在我的记忆里，过去是不多见的，“文革”
以来内心所受压抑的情绪一扫而光，感到无比
轻松和兴奋。

一个月后，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国科学大
会在北京召开，我在电视上惊喜地发现陈景润
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出现了邓小平同他亲切握

手的镜头，不禁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陈景润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

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他勇于攀登科学高峰
的顽强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在各
自的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感召和《哥德巴赫猜
想》的鼓舞下，我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报
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终于被录取，成
为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踏上了充满希望
的新征程。（相关文章见第 7 版《在科学春天
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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