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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季，12 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

考场中结束。

高考就像是一家客栈，送走了一批又迎来一

批，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现在，考试时间、考试

科目几多变迁，不变的，是面对高考的心境。重温

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感慨万千，那些点滴我们

都不曾忘记……

那年，我高考……

5 毛钱买两本旧课本复习

□

晨报记者 渠稳

讲述人：老韩 高考时间：1978 年 录取学校：安阳师范专科学校

我出生于 1957 年，

1978 年参加了高考。 我经

历了中小学校停课、 取消高

考、恢复高考等几个阶段。

1975 年，18 岁的我和同学被安

排到山城区鹿楼乡的一个农场当知

青。 1977 年春季，我又被从农村抽回城

里在百货大楼搞副业。本以为人生就这样

定型了，可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再一次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7 年初冬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季

节，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卖布，百货大楼的广播

里播出了一条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 听到这条

消息，我着实兴奋了一番，是继续工作还是上学，

成为了这个冬天我考虑时间最长的问题。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将已经 3 年多

不曾看过的课本拾起来，加入到高考的大军中。 由于时

间紧，我错过了 1977 年冬天的高考，便把精力都放在了

1978 年 7 月份的高考中。

由于长时间不看书，我对课本上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

多了，而且高中的课本也被家人当废纸用了。 幸好我在

红旗电影院附近的一个旧书摊上， 花 5 毛钱买到了一

本《代数》、一本《中国近代史》，靠着这两本书，我考

上了大学。

由于高中时候荒废了学业，书中的很多知识

我都看不懂，便经常向一位姓岳的高中老师请

教，这位老师不厌其烦地教我，经过半年时

间的准备，我在 1978 年 7 月份参加了夏季

高考， 以 260 多分的成绩考到了安阳师

范专科学校。 当年高考成绩揭晓是在

主要路口张贴告示， 当我在红旗街

上看到自己的成绩后， 兴奋得两

天没有睡着觉。

我是幸运的，因为高考让

我接受了高等教育，改变了

我的命运， 每当看到考生

走进高考考场， 我都会

衷心地祝福他们。

不知道

考了多少分

□

晨报记者 杨阳

讲述人：吴慧 高考时间：1978 年

1978 年 ，

是恢复高考的

第二年， 那时我

20 岁， 还是下乡的

知青。

因 为 从 小 在 城 市 生

活，从未干过农活，到了农

村后，天天下地干活，觉得太

苦了，总是想家、想妈妈。 我和

一起来的小姐妹商量，想回城里，

除了招工，就只有参加高考了。 不

过那时候刚恢复高考， 录取率特别

低，所以我们也没有那种非考上不可的

想法，只是有空就去复习。 那时候可不像

现在又有复习资料又有辅导班的，因为很多

人都在复习备考，书很难借到。

就这样， 我们这些知青白天下地干

农活，晚上吃完饭后就都到村子里的大礼

堂复习，说是大礼堂 ，其实就是一间比较

大的空房子，平时开会都在那儿，主要是想

借用那里的电灯。 那时候虽然有电灯，但经

常停电， 要是遇上停电我们就只好用煤油灯

救急了，灯光昏暗不说，还烟熏火燎的，常常看

完书后发现自己的鼻孔里黑乎乎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高考时具体考了啥我

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自己的作文写

得挺长的， 考完后就回农村继续干活

了。刚考完没多久，大队支书说有个单位

招人，问我去不去，我当时一心想回城里，

就去了， 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当年考了多少

分，被录取没有。 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真是个迷

迷糊糊的傻丫头。

高考失败，人生不败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讲述人：老高 高考时间：1988 年

我来自淇县黄洞乡的一个山村，家里

世代务农，在我 20 岁之前，考上大学是我

的梦想。

1987 年，上高二时，我就报名参加

了高考，因为当时心里太紧张，在高考

前一个月我得了神经衰弱，每天睡不好

觉， 考试成绩也很不理想。 吸取了那次教

训，1988 年高考时，我尽量不多想、保持平和的

心态， 让自己轻松应对， 但因为承载的压力太

大，我实在无法轻松起来。

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是不堪回首的， 我的

家庭条件非常不好， 但是母亲坚持供我上

学。 初中时我的英语成绩差，初三复读了

两年。高中时，学校离家有 60 多里地，我

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拿些咸菜和馒

头回学校吃。靠着坚强的意志和父母

的默默奉献，我好不容易坚持到了

高考。

但 是 ，

我落榜了。

那年秋

天， 母亲得

了胃癌 ，需

要 很 多

医 药

费，这也就意味着我复读无望。 那时的我仿佛一

只欲展翅高飞的小鸟被人剪断了羽毛，没有了飞

翔的希望。 此时我才发现，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

提，不会干地里的活，不懂人情世故，是村里人

眼中的书呆子。

那年，我带着巨大的决心去了郑州打工，为

了活出个样子，苦活、累活我都干过，一滴汗水

摔成八瓣， 硬在那里干了一年， 过年都没有回

家，第二年秋天，母亲病逝的前一天我才赶回

家里。

办完母亲的丧事后， 我又到焦作打工，当

时我仍然抱着能够再次参加高考的希望，出发

前，我带上了所有的高考书籍，见缝插针地看

书，但坚持了一年，我终于向命运屈服，虽然

有万般不甘， 但我终究执拗不过活生生的现

实。 我的大学梦再也没有实现。

24 年过去了，虽然当年参加高考并没有

改变我的命运，但我依旧心存感激，如果没有

那一段为高考而拼搏的经历，我走的也许就

是另外一种人生轨迹。 我不会认识那么多朋

友，也不会学到那么多知识，我的思想也不

会这么开明。

我感激生活赐予我的每一段经历， 包

括高考， 虽然我的梦想没有实现， 但现如

今， 我不再撕心裂肺地难过， 不再抱怨 。

毕竟我曾经有梦想， 我的青春在奋斗中度

过。

带着体温计上考场

□

晨报记者 渠稳

讲述人：小蒋 高考时间：2003 年 录取学校：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6 月 7 日、8 日，又是一个高考季，

看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看着一双双

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双眸， 时光仿佛

又回到了 2003 年，我参加高考的那段

岁月。 那段岁月是那么让人刻骨铭心，

是那么让人心潮澎湃。

2003 年对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来

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非典肆虐

全国，那一年河南省第一次实行网上录

取， 那一年， 河南省最后一次实行“3+

大综合 +1”的高考模式。 最难忘的莫过

于带着体温计上考场的情景。

非典对参加 2003 年高考的学生来

说就像一个符号， 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

记忆深处。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非典一下子成为了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

之一，学生、老师乃至家长都把预防非典

当成了高考复习之外的头等大事， 老师

要求我们高三考生每人准备一个体温

计，进入教室之前必须先测量体温，体温

正常才可以进入教室。 同时，学校还要求

家长每天给学生测量体温，并在体温记录

本上签字。 对考生体温的重视， 成为了

2003 年高考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高考前夕，考生们几乎到了谈“非典”

色变的地步，谁都怕因为非典将三年的学

习成果付之东流。在进入高考考场前，监考

老师都要检查考生在考前三天的体温记

录，发现没有异常才可以进入考场。

当时我的心理压

力很大，因为

我 们

那一届是最后一届实行“3+ 大综合 +1”的

高考模式，所谓“3+ 大综合”，就是在语数

外三门主课的基础上，政史地、物化生都要

考，而学弟学妹们，高二就开始分文理科。

如果选择复读， 对于 2003 届的学生来说，

要重新选择文科或者理科， 用一年的时间

专攻文科或者理科同学弟、学妹竞争，是毫

无竞争力可言的。

有了压力也就有了动力，在备考阶段，

我每天早上 5 点就准时起床， 背英语单词

及一些需要记忆的文科知识，晚上放学后，

我还会拿出 3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做理科

方面的卷子。 从高考倒计时 200 天开始，我

每天只休息 6 个小时。

最终， 我以 580 分的成绩被太原重型

机械学院录取，毕业后，又顺利地被我国一

家大型重工企业录用。

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

生，只有经历过高考，我们才能体会到高考

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当然这种成就

感的背后需要辛勤的努力。 通过高

考， 我们可以品味

人生， 品味付

出后得到的收

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