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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给人民群众曾写
过两封很重要的信。

一封是 1935 年 8 月 1 日，
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的《为
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
名的《八一宣言》。

另一封是 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
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
称公开信）。

一封是号召国内外工农军
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共同抗日
的救国书，一封则是号召全国
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对夫
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信。
“可见当时党中央对人口

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八位起
草人之一的张敏才至今对《公
开信》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并称
自己是这封信的坚定“守望
者”，如果谁说它不好，他都想
站出来与对方辩论一番。

目前，全国各地掀起了纪
念《公开信》发表 30 周年的活
动，本报记者辗转找到张敏才，
了解了这封《公开信》诞生的前
前后后。

“当时搞计划生育是被

逼出来的”

“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出
“人多力量大”的口号，有人认
为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鼓励多
生孩子。

张敏才如今已 75 岁高龄。
1980 年起草公开信的时候，他
的职务是北京军区计生办主
任，那时他有 30 年军龄、大学
毕业 20 年，10 多年的计生工作
经验。

然而，在《公开信》的 8 个
起草人之中，张敏才排名最后，
其他七位是栗秀真、梅行、苏
沛、宋健、刘铮、刘庆山和王连
城。

张敏才算是专门为了起

草公开信被“借调”过去的，
“说白了，借调过去就是干活
的”，直到现在，他都认为那是
一个对他自身而言难得的学
习机会。
“当时搞计划生育也是被

逼出来的。”张敏才直言。
世界上人口在 5000 万以

上的国家就被称为人口大国。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之时，共和
国的人口基数将近 6 亿。1980
年已经近 10 亿。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
“由于旧中国近百年的战

乱，那个时候我国工业和农业
领域的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尤
其是对农业，土壤改良以及大
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都主要是
靠人力完成的。”
“没有战争，医疗条件也好

了，出生率没变，但是死亡率大
大降低，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
重要原因。”张敏才分析。

当时，多生的原因除了受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
外，还有几个因素。

一是不懂避孕，又不敢
问。张敏才在辽宁调研时遇到
过一位村妇，结婚后一年生一
个，一下生了七八个，后来不
想生了，但是已经怀孕了，就
故意上蹿下跳，用十几尺白布
缠腰，希望能把孩子弄出来，
结果不成，村妇照自己肚子上
砍了三刀。

二是迷信盛行，很多人认

为孩子是送子娘娘送的，上天
赐予的，给几个就得生几个。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

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后
期的专家学者为此发生过争
议，有的认为这句口号很大程
度上鼓励多生孩子，有的则认
为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团结精
神”。
“不管怎样，当时存在的一

种社会现实是，人口增长速度
特别快，一对夫妇生三个以上
的不是少数。”

据统计，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
般都保持在 20 ‰以上，1963 年
最高达到 33 . 50 ‰。

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以来
唯一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是
1960 年，出生率是 20 . 86 ‰，死
亡率是 25 . 43 ‰，而这一阶段
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把注
意力投向经济建设，但老百姓
还是过不上好日子。矛盾就在
人口多，资源少。”孩子们上学，
教室不够，就实行两班倒或者
三班倒，上午一拨学生上课，另
一拨学生去放羊、拾粪，下午再
倒换过来。

“计划生育

就像摸着石头过河”

“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
三猴精”，不要老二老三，会不

会把未来的发明家、科学家弄
没了？

“计划生育一定要搞，当时
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如何搞？就
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公开信》
发表前，中共中央领导曾多次
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

在具体对策上，有专家建
议推行“无婴年”，比如今年宣
布，明年为全国“无婴年”，3 亿
多对育龄夫妇全部停产。这样
停一年，生一年，幼儿园、学校
都将一年爆满，隔年缺班，经
济、教育和其它相关事业，将会
受到轮番冲击和影响。

也有专家建议，给每对爷
爷奶奶两个孙辈指标，自行调
节。爷爷奶奶们普遍有六七个
子女。他们只有两个孩子能分
到生育指标，多数分不到。如果
配偶也没有分到指标，一个也
不能生。这势必引发许多家庭
矛盾。

还有专家建议，在严格限
制生育三胎的前提下，提倡一
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有专家说北京宣武区已经

有人尝试，别的专家说北京是向
天津学习的，接着又有专家说，山
东实施得更早。所以，‘一对夫妇
只生一个孩子’是山东经验，是从
群众中来的。”张敏才这样回忆起
当年的座谈会。

上世纪 70 年代末，山东荣
成市埠柳公社北城大队的村支
部委员、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
鞠洪泽，没少受村里人的白眼
和挖苦。鞠洪泽想到自己是村
干部，是党员，为什么自己不能
走在前面，给群众做个表率？他
和鞠广远、鞠传祥等几个党员
一起，向全公社、全县发出了
《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
书。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
1978 年底，全县领取《独生子女
优待证》的夫妇达 16891 对，占
一孩夫妇总数的 93%。

(下转 B02 版)

本报专访《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起草人之一张敏才

一封公开信
影响一代人

□蔡宇丹

一项实行了 30 年的波澜
壮阔的国策背后，总能折射出
个人的命运轨迹，无论是名人
还是草根。

对于马寅初而言，他因为
《新人口论》被迫辞掉北大校长
职务，却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
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而对于正处于婚育期的“独
一代”梁颖来说，当她最担心家里
老人生病时，她才开始羡慕那些
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了。

本期封面故事，追溯了 30
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
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
开信》）出台的前前后后。同时试
图从一个人口普查员的视角以
及“独一代”的成长历程，来微观
透视一项基本国策执行30年来
的社会变迁。

30年后，《公开信》中，那句
意味深长的“到三十年以后，目
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
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
人口政策”的话，在当下引发了
诸多解读与推测。

在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 30
年之际，与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将
进行的节点上，媒体对这方面的
报道铺天盖地，却是旁敲侧击、
欲言又止；而官方的态度则是谨
慎再谨慎。

人口政策，对于一个家庭而
言，只是多生少生孩子的问题。
而对一个国家来讲，则是事关未
来几十年国力竞争的国家战略。
就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国外某
些人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实际
上是不愿意我们发展起来。

11 月 1 日，全国第六次人
口普查即将展开。这场耗资 80
亿元，动用 600 万普查员进行的
国家工程，究竟和我们个人有什
么关系呢？又会不会影响中国未
来的人口政策？

而老龄化社会、空巢家庭、独
一代、闪婚闪离……这些中国式
热词，都能从一张多达 45 项问题
的人口普查调查表中看出端倪。
而决策者们，将从那些浩如烟海
的数据中，对中国的就业、社保、
社会资源分配等国策做出前瞻与
决断，包括未来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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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才：湖南人，1935 年出
生。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教
授，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专家学
术委员会主任。发表论文报告上
百篇，还主编和参编人口书籍
10 余本。1994 年，他获得首届
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8 年，获得中华人口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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