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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 文/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在火
辣辣的七月参加了高考。 一个月
后， 我从老家坐上客车回到学校
去看高考成绩。 那时还是先报志
愿后考试， 当我得知我的考分与
报考院校的录取分只差两分时，
顿时懊恼极了！ 我在暗暗地责怪
自己， 考试时如果多细心一点，
不就考上大学了。

酷夏的天， 孩儿的脸， 说变
就变。 刚才还是艳阳高照， 忽然
彤云密布， 接着就是一阵电闪雷
鸣， 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怀着沮
丧的心情， 走出了学校， 来到东

面的一个十字路口等车回家。 我
焦急地等待了半个多小时， 还没
见客车的影子 。 这时有人告诉
我 ， 前面的一座桥被大雨冲坏
了， 不通客车了， 不过骑自行车
或步行还能过去。 人倒霉了， 喝
凉水都塞牙， 看来这三十多里路
只能步行了。

我漫不经心地走着， 走了十
多里路， 我就觉得腿有些吃不消
了， 像灌了铅似的， 于是就放慢
了脚步。 突然， 我的脚下被什么
绊了一下， 随之摔倒在地， 两手
被地面磨得通红， 疼痛的很， 不
过还好， 没有流血。 我慢悠悠地
爬起来， 低头一看， 是块三四十
斤重的石头， 可能是被洪水冲到
路面上来的。 心情不好了， 石头
都欺负人， 想到这里， 我便忿忿
地往石头上跺了几脚。

九月份， 我开始了 “高四”
生活。 在学校里， 我学习更加努
力， 恶补自己的薄弱学科。 第二
年， 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比较理想
的大学。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会经
常遇到这样的绊脚石 。 本人以
为， 只要处理得法， 绊脚石就可
变成垫脚石 ， 帮助我们攻克难
关， 走向成功。

高考路上我被绊了一跤

□□卢卢兆兆盛盛 文文//图图

说起来实在不好意思， 1979
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 就因为总
分距中专分数线只差了0.5分而
名落孙山， 本人也居然因此得了
个 “卢半分” 的绰号。 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 我在老家成了知
名度颇高的 “名人”。

就因为差了0.5分 ， 很多人
为我感到惋惜。 而使我 “臭” 名
远扬的传播者除了老师之外， 更
多的是学生家长。 他们把我落榜
一事稍微加工整理一下， 便成了
教育督促学生、 子女努力学习的
极好的 “反面” 教材。

“你看×××，就因为只差了0.
5分， 到了手的铁饭碗都给丢了
……” 几乎所有的训话都是这样
开头的， 而警钟也常常就这样敲
响了。 因各人批评教育对象存在
问题的不一致， 导致查找分析出
我差了0.5分的原因也就五花八
门。 归纳起来起码有五类： 平时
刻苦努力不够 ， 学习方法不对
头， 答题粗心大意， 写字马虎潦
草， 应考心理素质差。 总之， 只
要发现被教育者哪个方面不对
劲 ， 我差了0.5分的故事就有可
能又被复述一次， 我的知名度又
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提高。

在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后的半
个月， 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总
分246分， 上了中专线 （240分）。
如果不出意外 ， 那么要不了多
久， 我就会跳出农门， 吃上 “国
家粮”。 我和家人的高兴劲可想
而知， 父母马上为我筹备上学的
费用及行头。 然而， 我们高兴得
太早了！ 几天后， 学校接到分数

复查结果通知， 我竟然被刷了下
来， 居然不仅少了那个6分的尾
数， 而且莫名其妙地弄出个离分
数线还差半分的 “0.5分”！

想不通啊！ 怎么还要搞复查
呢 ？ 怎么偏偏就只差 0.5分呢 ？
怎么突然由榜上有名变成榜上无
名呢？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
倒下了 。 还是父母看得开看得
远， 他们在偶尔叹息的同时， 更
多的是安慰与鼓励。

一个多月后， 我在父母的支
持下回到了母校 ， 扛着 “卢半
分” 的绰号插班复读。 又是一年
高考时， 我一路披荆斩棘， 又一
次挤上“独木桥”，最终平稳地抵
达彼岸。 当邮递员把一所师范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田间， 我
来不及洗净沾满泥水的双手颤抖
着撕开信封口，泪珠和着汗珠“噗
哒噗哒”滴到了通知书上……

28年后的初夏， 女儿也走进
了高考考场。 在她临考的头天晚
上 ， 我把我当年只差了0.5分这
个故事平静轻松地说给她听， 她
睁大了眼睛： “是真的吗？ 怎么
一直不告诉我呢？”

的确 ， 女儿从幼儿园到高
中 ， 我都没有给她讲述这个故
事。 不是没有机会， 不是没有理由，
更不是怕丢面子， 但我觉得也许
只有现在讲才是最合适的时候。
我当然不希望女儿走我的老路，
而只期盼她人生每一个环节都比
我顺利。 但愿她听了我这个故事
后， 感悟到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
稍带离奇的味道， 应该还有故事
所折射出来的坏事变好事、 挫折
之后不言败不放弃以及冷静宽容
地对待各种议论评说等道理， 在
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走好每一
步， 走出自己坚实的脚印。

就差了0.5

□刘善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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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特稿

1977年12月， 全国共570万名考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图为当年
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也许很多人对电影 《高考
1977年 》 还记忆犹新 。 时间如
梭，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
对于即将走上考场的莘莘学子来
说， 如果高考是煎熬、 考验， 那
么对于那些高考离他们远去的人
来说 ， 高考则代表着记忆 、 感
慨。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招生制

度 38周年 。 1977年 12月 ， 全国
570万考生在同一时刻走进了高
考殿堂———“文化大革命 ” 中断
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终于得到
恢复 。 瞧 ， 照片上反映考场答
题、 喜迎新生、 开学典礼、 认真
听课……定格成一个个永恒瞬
间， 它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同时也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

38年前 ， 1977年刚刚摆脱
“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的神州
大地， 万物凋敝， 百废待兴。 恢
复高考制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
一件大事， 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
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积极性。 高
考制度的再度确立向社会导入了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改变命
运” 的清新风尚， 重构了教育公

平的起点， 唤醒了人们对公平正
义的信心， 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
进步。

1977年8月 ， 在一次教育工
作座谈会上， 邓小平听取了多位
专家的意见后一锤定音： “今年
就恢复高考 。” 犹如平地春雷 ，
一下子点燃了千百万学子渴望已
久的梦想。 10月12日， 国务院批
转教育部 《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的意见》 及 《关于高等
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一时
间， 人们奔走相告， 为之欢呼雀
跃 。 历史已铭记住这个日子 ：
1977年12月10日。 这一天， 这是
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冬季高考，
但对于570万高、 初中毕业生来
说， 那个冬日阳光灿烂。 他们从
农村、 厂矿、 机关、 营房、 课堂
一路风尘而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
已过而立之年， 仍怀揣着难得的
名额 、 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
气， 步入考场， 热泪盈眶、 激情
满怀……并岀现了夫妻、 叔侄、
兄妹共进考场、 同科答卷的奇特
现象……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
变， 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
已久的春天。

高考制度的恢复， 改变的不
仅仅是个人的命运。 对整个国家
和民族来说， 它意味着更深远意
义的复苏和新生。 它成为了新中
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 透过这一张张的老照片， 追
溯历史， 我们不禁再一次为这位
世纪伟人邓小平所折服， 缅怀之
情油然而生。

老照片见证了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1978年春， 北京大学迎来恢
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1977年新生开学典礼。

恢复高考后， 北京大学第一
批新生、 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在
老师辅导下做基础物理实验。

分

回龙圩中学七九届同学毕业三十周年合影， 最后一
排左六为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