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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嚣视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

唐 宏 中

近年来,党和国家针对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的现象,提 出了废除实际上存在淘领导职务终

身制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要求,大批年轻化的人才走上了领导岗位。=些老年专家、学

者和业务骨干,有的继续留在岗位上为人民多做贡献:有的愉快地退下来,整个知识分子工

作的形势是很好的。但是,在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和部门,不论在招聘

和任用的规定上,都出现了攀比
“
低龄化

”
的倾向,有的招聘广告写明只招四十五岁以下讲

师 ,有的规定五十岁以上通通退下领导岗位 ,在普教队伍中还出现五十岁一刀切的其面性。这

些倾向,给科技人才在成熟期造成沉闷感,似乎中年的科技人才已经没有 多 大 用 处,可以基

本少考虑或不考虑他们继续任职,承担重要职务和科研、教学重任。对他们的使用实际上混同

于缺乏专业化、知识化的五十多岁的行政干部,要在
“
年轻化

”
的过程中逐步加以淘汰。这种

做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将是很不利的,也是不科学的。下面拟就发挥中年知识分子

作用的问题作一些具体分析。

(-)发挥申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需要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种种原因,形成了我国人口众多而知识分子很少,特别是中、高级

知识分子显得更少的社会现状,这要求必须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

作用。据八十年代初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二千二百余万干部中,大学毕业生只占百分之

二十一,中专高中毕业生只占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千三百多万大、中专毕业生大都是建国以

后培养起来的,只 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几: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八

十一万人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百分之六。鉴于这ˉ严峻的现实状态,中央领导

同志一再指出,建设四化大业最困难、最缺乏的是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
定要把现有的为数很少的科技人才使用好。然而,由于旧传统的影响,现有不少同志认为:

青年知识分子太嫩, 
“
小字辈

”
的成才期还遥远得很。在知识界内部,有一种

“
马太效应

”

严重困束青年人才的成长。至于中年知识分子,许多人也感到成长难,年过五十岁的也就不

被重用了。由于另外的种种原因,六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应该退休的也还没 有 退 下 来。从

老、中、青知识分子所存在的种种畸形现状中,首先应当提出来研究的,我们认为应该是中

年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他们不仅在建国初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专业化、知识化方面基础

很好,而且他们经过党的长期培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质较好,经过二、三十

年长期工作实践与锻炼,热爱党、热爱祖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精神也很突出,我国的

科技、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的重担正在靠他们来挑,未来的人才正在靠他们培养。总之这

批人才,现在正处于经验革富、思想成熟、施展才干、大有作为均时光 ,在 实行科技干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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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聘任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中,他们是人才流动、智力流动的

精粹力量,也是各单位的骨干力量,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二 )发撺申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适皮脑力劳动职业特点的翳娶

根据心理学、生理学特别是脑生理学的研究表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由于职业和

劳动消耗向特点不同,其有效生命期也是不相同的。大量沩科研资料表明:一个体力劳动者过

了更年期之后,就难以继续负百斤之重致十里之远;然而在同样的年龄域,脑力劳动者却可

以在科研、教学等战线上创造出累累硕果,这便是继续任用中年知识分子的重要科学依据。

根据科学史的资料说明,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他们的大脑功能、智慧能力和其它

方面如食欲、性欲、体力活动能力并不在五十五岁左右同步衰退,攀登科研高峰和摘取科研

明珠者,在五十五岁以上还大有入在。从1901——1980年这八十年间,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奖

获得者共有一百一十七人、其中五十六岁
∷
至六十岁的有一十四人,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的有

一十三人,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可见科学家在五十六岁以上的创造能力,还不

容低估。 自然科学这样,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文、

史、哲、经的教授 ,在执教、带研究生和著书立说的还大有人在。我国年逾古稀的胡绳同志,

他现在还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

就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的,他在序言中写道: 
“
我的这本书是在一九七三年九 月 开 始 写

的⋯⋯总之,这本书是在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
”
,可见,社会科学者更趋大器晚

成化。再从1901——1960年这六十年闷全球诺贝尔奖金文学奖获得者五十五人的情况分析,

其中五十六岁至八十五岁的有三十八人 ,占 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尽管这些文学家的成才期,

是在获奖年限以前,然而,有一条无庸置疑的事实可以说明,他们是到了获奖的年龄才被世

界所公认昀。

据中国科学院1984年评选的一千二百七十项科研成果获得者共四千四百九十九入的年龄

统计资料表明,其中四十六岁至五十九岁的有一千九百五十九入: 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

四。又据1985年国际科学进步奖二百五十六项主要参加者共一千二百零五人的年龄域分布情

况昀统计资料表明: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的二百六十七人, 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四十六岁至五十岁的五百九十入,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的二百二

十九入,占总入数的百分之一十九;五十六岁以上淘有九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点 -。

中年和老年这几个年龄域的人共一千一百五十九入,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二。可见,

中、老年科技人才的创造力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事实证明,脑力劳动者大出成果的年龄域是在中年期,我国古代有
“
四十而不惑,五十

雨知天命
”

之说, 
“
不惑之年

”
是指开始成熟之意, 

“
知天命

”
之年是指进一步成熟到较能

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之年。况且夕古代人的平均寿命要比当代短得多。因此 ,不论是从当代科技

人才年龄的创造期或者古代人才成长的传统说法,都必须特别重视人生中年期的重大作用。

然而,现实中某些单位和部门存在的
“
五十岁一刀切

”
的片面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

后果,以致使四十多岁的人,感到了已临最后拼搏之年了,到了五十多岁,只好退居二、三

线。而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只有三十多岁才是最佳年华,然而三十多万的人常 被 戴上
“
小 字

辈
”

的帽子。由于
“
文革

”
十年的耽误,他们中钧不少 人在专血知识上较居劣势,需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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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知识分子昀帮助和栽培。实际上比他们年龄大、专业知识强的人还有大量的人尚未晋并

职务与职称,这就在客观上压得三十多岁的人缺乏竟争的实力和动力。因此,把有效生命期人

为蟪前移,实际上造成了老中青三代入的压抑感,这对我国科技人才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 )发箨申隼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解决我国高级科技人才年龄老化的箨要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年龄老化的现象相当突出。某省在全国各地工

作的八十六位教授的年龄结构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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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第一、年龄老化严重 ,六十一岁以上的有五十四人 p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除了其中少数人在六十五岁和七十岁以前按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因工作需要身体尚好宜留

任者之外,大多数该退离休。第二 ,由 于六十岁以上的教授所占比例太大,说明对广大中、青

年入才的提拔晋升误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按人才发挥作用的最佳年龄期来看,四十多岁至五

十多岁是中坚力量,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施展才干:伍这一太域的教授入数比例很少,这是由

于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不正常状况,需要采取得力措施 ,抢救人才,实事求是地评定职称,

认真及时地落实好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们挑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第三,四十五岁以下

的更不成比例,其人数之少,令入震惊和深深忱虑。国外二、三十岁 和 三十 多 岁 的 教 授

已成批辈出,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培养科技人才的经验,创造条件,大力培荞造就青壮年

的教授人才、以扭转高级科技人才年龄梯队比例严重倒挂失调的现状。

从上述教授年龄结构状况分柝,还可以看出副教授和讲师这两格中年人才
“
压格

”
使用

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北京某学院调查,该院教学科研的主要任务是由四十八至五 十 岁 的 教

师,即 1057—— 59年间大学本科毕业的在挑重担,有的还承担着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但从该

院1958年大学毕业的二百零八名教学人员中,仅有二十二人评上副教授,约有近百分之九十

的人定的讲师职称 ,干 的是教授、副教授的工作。因此 ,在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科技人才的管理部门抓紧去做。如果这一大批中年人才的名实

不符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上述教授年龄老化白I问题就久拖难决,更重要的是中青年高级知

识分子的强太队伍的建立也就难以及时实、现,而且这种消极现象也会辐肘影响到对未来入才

的培养和造就。

当前出现人才低谷区的严重事实必须引起重视。如果把科技丿、才在五十岁或五十五岁划

为任职招聘的取舍线,上述人才需求的矛盾和低谷区的困境必将加深。所以,应该说服劝阻

一些单位和部门亡J砍股肱、作茧自缚的错误作法,以 免眙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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