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林老师

高考时间：1958年

职业：退休教师
一巴掌打出的高考生

老林是 1958 年参加高考的，高考对

老林来说，已是40多年前的记忆。但是，

一提起高考的话题时，老林还是如潮水般

地打开了话匣子——由于那个年代太特

殊，记忆也太深刻，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

爷爷在高考前给自己的一巴掌。

老林的老家在革命老区金寨，他3岁

时，参加革命的父亲就在一次战斗中壮烈

牺牲了。4岁时，老林的母亲由于家境实

在太困难而改嫁了。从此，老林就和爷爷

奶奶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老林的爷爷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坚决

要求老林读书，一直到老林上高中，爷爷

都坚持把家中最好的粮食留给老林。到

高中时，老林的爷爷奶奶年龄也大了，家

里的劳动也无法承担，家境愈发贫困。一

次爷爷到学校看老林，还带去了家里仅有

的半袋胡萝卜。老林当时就有了一个念

头，想退学回家帮忙让爷爷奶奶少受点

罪。正好那个星期，学校组织学生劳动锻

炼，那个年代正好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时

期，看到风箱拉出的风呼呼地吹，火苗烧

得红红的，老林坚定了决心，想退学回家

帮忙让爷爷奶奶少受点罪。那个星期天，

老林回家，午饭时，老林放下碗筷，对爷爷

说：“书我不想念了，回家劳动，日子也能

过好点。”话音未落，爷爷就一个巴掌打过

来：“家里再穷，也要供你把书念完，你一

定要考上大学。”老林回校后，再也不敢想

回家劳动的事情。那一年高考，老林拿到

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老林感慨地对

记者说，多少年过去了，但始终难忘爷爷

深沉的爱。

(刘大颖)

上世纪50年代参加高考的考生不

多，很多市（县）都未设高考考场，常常

是附近县市考生，都集中在某市的一

所学校住、食、考于一体。那时就业的

途径很多，因此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度

不高。

语文、政治、数学、外语都是必考

的科目，那时，外语主要是学习俄

语。当年上大学人数较少，《人民日

报》会用很多个版面专门刊登各个学

校、各专业当年录取的详细名单。

殷江霞

上世纪50年代：高考关注度较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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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从此进入了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时代。1966年，高考被废除，直到1977年恢复高

考，中断了12年。

屈指算来，2011年是新中国高考60年纪念。2011年的高考是第48次高考。

60年的历史，白云苍狗似的变幻着不同的时代特征。高考，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高考，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我们唤醒

不同年代考生的高考记忆，倾听他们倾吐心中难忘的高考情结，所感所悟，也许能给您带来共鸣和思考。希望透过他们的高考故事，寻觅60年来中国

高考走过的足迹。希望通过他们在选择专业方面的经验能够给今天的高考生们一个借鉴。 殷江霞/文

人物：老孙

考试时间：1964年

职业：退休警察
考场上最担心500只鸭子

提起 1964 年的高考，老孙能回忆起

来的就两件事：考前母亲送来的 10个熟

鸡蛋和在考场上为家中的500只鸭子着

急上火。

“我那时候高考，家人和自己基本上

没有感觉，社会也没有这么重视。”1964年

的初夏，时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班长的老

孙即将参加高考，优异的成绩让他不用为

能不能上大学而发愁，唯一让他发愁的就

是去学校的路费。

为了筹集去学校的路费，在高考前半

个月他特地请假半天回了家。“我要养鸭

子赚上学的路费，考试前让妈妈先替我照

看半个月，考完试我就自己回来养。”父母

没有反对他的决定，母亲替他从炕坊赊来

了500只刚刚孵出来的小鸭子。解决了

路费问题，老孙连夜回学校拿起了书本。

转眼就要高考了，在考试前一天的中

午，母亲来到了距离老家100多公里的学

校，把正在球场打篮球的老孙叫了下来，

从随身的包裹里掏出 10个鸡蛋，说了一

句“考完试就回家，鸭子圈在家里不上

膘！”之后，便回家了。1964年整个中国刚

刚度过困难时期，10个鸡蛋差不多是普通

家庭一个月的营养。在吃完 10 个鸡蛋

后，打着饱嗝的老孙走进了考场。他说，

“1964年的高考试题难度怎么样，已经记

不起来了，不过我基本上是考完一门忘记

一门，在考最后一门的时候我突然惦记起

家中的500只鸭子来。”高考一结束，他就

回家专心伺候鸭子了。半个月后，他正带

着鸭子在河边散步，村上的通讯员给他送

来了录取通知单。

（孙立先）

60年代，高考录取实行“阶级路线”。

那时的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考

试。按理工、农医、文史三类来填报

志愿，按一二三顺序自报志愿。

那个年代的高考，学生是被动应

试，成绩不通知学校，不告知本人，还

不允许查分数，任凭“上边”录取。极

其缺乏透明度，考生毫无知情权。

那时的高考严格贯彻阶级路线，

执行“成绩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的

政策，家庭出身比高考成绩更重要。

殷江霞

上世纪60年代：家庭出身比成绩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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