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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
的
故
事
高考牵动了很

多孩子、老师、家长
的心，毕竟，它承载
着广大师生的期
盼，事关无数家庭
的利益。即使今天
的你已与它毫无关
系，高考的经历依
然是人生中的重要
一笔。又是一年高
考季，本期文苑收
录了写作者关于高
考的故事，有胜利，
有失败，有心酸，有
曲折……它们饱含
着大家对梦想的追
求，对未知的勇敢。

03

2023年6月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张 武
校 对：杨 卓

记事本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

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
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有奖征文

半分之差
卢兆盛

说起来实在是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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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一带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知名度颇高的“名人”。

就因为只差了 0.5分，很多人为我感到遗憾和惋惜，

声声叹息里饱含着深深的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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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我，

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典型人物了。

“你看 XXX，就因为只差了半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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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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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又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提高。

高考结束半个多月后成绩出来了，总分 246 分，超

出中专分数线 6分。如果不出意外，要不了多久，我就会

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就算不一定能当上国家干部，

但做个小学教师也是很不错的“铁饭碗”了！何况全校两

个高中毕业班 110 多个考生只有 7 人上了大中专分数

线，我有幸忝列其中，也算是为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光

宗耀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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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莫名其妙地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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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双

抢”大忙季节，高考结束后我就一直在家帮父母干农活，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我倒下了，只感觉落榜后的那后

半个夏天特别漫长，特别酷热，特别难受。我好像做了什

么见不得人的事，又好像欠了谁一笔债，头总是抬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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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中子女多，负担重，我又是老

大，但父母还是毅然决然要我复读，来年再考。这时候，

我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也托人捎来一封信，勉励我不要

因这次挫折而懊悔而一蹶不振，希望我重新振作起来，

再考一次。

父母的坚守，老师的期望，使我很快恢复了信心与

勇气。一个多月后，我回到母校插班复读。时不时感觉到

本班同学和低年级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卢半分”的绰

号可能就这样叫开了。但，我没有任何还击与抗议。我扛

着“0.5分”的重担默默前行，一路披荆斩棘，顺利通过预

考关，又一次挤上“独木桥”，最终平稳地抵达彼岸。当又

一个酷暑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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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守护
水一方

天泰小区内有个诊所，设在临街的路旁。

去年年底，我曾经连续两次脐周感染，为期半月有余。

病初起时，想过去市立医院挂号就诊，后来顾虑当时医院

“阳”多，有些犹豫，耽搁下来，愈是疼痛难忍，还恐蔓延至腹

腔；权衡之际，我忽然想起来社区有一个诊所。

于是，从未在诊所看过病的我，也因此无意耳闻目睹了发

生在这里的几件小事。

（一）

输液第一天，诊所陆续不断有人，医生一直忙碌着。

不久，他接了一个电话，喊了一声“妈”，然后细致地嘱

咐母亲：“中午的菜做好了，放在冰箱；两个孩子发烧，体温

刚刚降下来一点，要提醒他们吃药，多喝温开水；网课下午

2：30开始，到时请妈妈打开电脑，让孩子们上网课……”

听他说完，我忍不住问：“医生，你家不是住在这个小

区？”“不是，但也不太远，走路约十多分钟，只是现在诊所每

天都有很多病人，我回不去，没有办法。”

中午时分，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大男孩走了进来。母亲告

诉医生，孩子大学假期从学校回来后躺床上两天了，可能实

在撑不住，今天主动提出来要打针。医生看着孩子苍白的小

脸，问：“哪里不舒服？”然后让孩子躺在床上，没想到输液之

前孩子与隔壁病床开始交流，原来俩人住隔壁楼栋，先来的

是另一个城市回来的大学生，两人不约而同“阳”在了诊所

……

此时，诊所门口有人呼喊，一个骑摩托车戴着头盔的男

人焦急地喊医生：“我娘病了，在六楼下不来，你帮我去看看

啰！”“你娘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医生问。“头晕，不想吃

饭，浑身无力，吐了一次了。”“没有吃什么不卫生不干净的

食物吧？”“没有啊！”“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这里还有一屋

子病人，我忙完这边就过去。”摩托车司机点点头，一踩油

门，“你一定要来啊！”

（二）

诊所的病人特别多，我时常不得不转移到诊所门外的

骑楼下输液；有几天我发现诊所内所有的病人都输同一种

棕黄色的液体，仿佛用的同一种药；我好奇地问医生，他告

诉我这个药是中药，临床验证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想起很多

人都在储备药物，于是也想未雨绸缪。当我提出想法和请求

时，他问我：“你家有人‘阳’了吗？”“没有。”“那不行，这个药

现在有很多病人需要，不能给你……”

不到五分钟，诊所又进来了个年轻人。他穿一件格子短

夹克棉袄，脸通红，干咳；医生给他量体温，38.7℃，问：“烧几

天了？”年轻人答：“三天了”“吊水不？”男孩眼神有些闪烁游

移，停顿了一会，医生又问：“吃药？”男孩子依旧没有说话；医

生旋即转身从药柜里拿出药丸，分别告知他每种药服用的时

间和方法，“多少钱？”男孩问。“总共103元。”“哦，那还是算了

……”说完，男孩走出诊室，在诊室门口站立后左右张望，又

仿佛在等谁，随后慢慢走远。我看见医生愣了一下，随即他一

把拿上药，匆忙追了上去……

（三）

医生总是优先考虑急需诊治的病人，而时常调整我的

治疗时间。有一次他安排我晚上去输液。我见男医生坐在火

炉旁边输液，我昨天已见过他妻子输液，便问：“你们夫妻俩

轮流吊水？”“没办法，医生不是神仙，吃五谷杂粮，也会生

病。”这时，病人仍然一个个来到诊所，医生不得不时常从火

炉边站起来，一手插着针头，一手高举着药瓶，一次次走到

诊桌旁，坐下后为病人看诊，量体温，开方，拿药，认真而

细致。

这个诊所只有一间房子，太小，声音总是张着翅膀飞过

来。我听见医生又无意中感慨，他已经连续十多天是这种

“打了鸡血”的工作状态；他非常感谢在医院工作的妻子，每

天下班后来诊所给他帮忙。我躺在床上看着他们平凡幸福

地忙碌，很羡慕，也很震撼。

住在小区，我从没想到过小区内的诊所会每天如此繁

忙，有这么多故事。以前我甚至从未认真观望过它们。

陪儿子迎战高考
吴 建

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三，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

儿子学的是文科，经常要背一

些课文，看着他念念有词的样子，

说实话我们做家长的心里很是紧

张。为了不把紧张情绪传染给孩

子，在他背书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

去打扰他。但儿子还是看出了我们

的心思，故作轻松地说：“我都不紧

张，你们担心什么？”于是，我和妻

悄悄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决

定”：要给儿子创造一个宽松的复

习环境，不给他太多的心理负担。

以后我们极少提到“高考”二

字，只是在平时注意收集和考试有

关的信息和经验。每天上班时，我

都会买上几份刊登有高考经验的

报纸，然后将其中对儿子有借鉴作

用的内容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讲给

他听，讲多少看儿子的情绪。如果

儿子情绪好，我会多介绍一点，否

则会立即打住。在饮食上我们也没

给儿子搞特殊化，我认为自家的伙

食一直都不错，每顿都有荤有素，

每天都有新鲜水果，假如刻意改变

反而会给儿子敏感的心加压。

二模考试，儿子发挥得不好，

有点闷闷不乐，开始对自己产生一

些怀疑。看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

不用问也知道考试没考好。在临近

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儿子的这种自

我怀疑很有可能是致命的。我安慰

他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高考

只是对于你高中学习的一次检验，

只要你真正努力了，不管结果怎

样，自己都不需要有什么遗憾。”说

完就拉着他去吃晚饭，然后聊聊社

会上的事，给儿子的坏心情“打了

个岔”。后来每次碰到儿子做试卷

不顺利的时候，我都告诉儿子，“从

来都没有常胜的将军，偶尔的失误

并不代表什么，即使最后考砸了也

没关系，无论你上什么学校，你都

是我们最优秀的儿子！”这样的“语

言疗法”对于儿子非常有效，儿子

的心态一步步得到了放松。

为使儿子以最好的状态走进

考场，我有时吆喝儿子出去打球、

散步。儿子上完晚自习回家后，也

不像以前那样还花一个小时的时

间拼命复习了，而是打开电脑听着

歌、看着动漫，悠然自在。这哪像要

高考了，分明是在休闲。但我们从

不阻止他，因为我们知道，儿子从

早晨六点就到校学习，一直到晚上

九点半，去掉吃饭时间，一天要学

习十几个小时呢。每天经过高强度

的学习，回家后如果还硬逼着他再

复习到深更半夜，如是睡眠不足，

势必影响第二天的学习，这就得不

偿失了。

再过几天儿子就要走进高考

战场了，我想对儿子说，高考并不

可怕，它只是人生的一次考试而

已。与高考本身相比，更重要的是

这场经历，经过即是获得。给自己

一份挑战，树立一份信心，准备迎

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考砸”的满分答卷
李秀芹

1991 年女儿中考，我和

她爸一致决定让她考中专。那

时中专也是香饽饽，要先预

选，预选上了才能参加考试。

女儿那年预选考了全年

级第一，若正常发挥，考重点

中专没有问题。女儿考试前

一天，对我们说：“老师说了，

家长有时间的最好陪考，同

桌也说，去年我们学校参加

中专考试的学生，有家长陪

考的都考上了，没有家长陪

的都落榜了。”

我刚想说，这只是巧合，

考上与否与家长是否陪考半

毛钱关系没有，女儿就补了

一句：“我才不信这邪呢！”

我也没打算陪考，我和

她爸工作都忙，再说考试有

老师带队，肯定不会出差错。

我心理素质一向不错，但

女儿考试那天却坐立不安，直

等到女儿笑容满面考试回来，

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

一打听才知道，女儿学校

参加考试的 16 名学生，除了

我没去陪考外，其余 15 名学

生都有家长在考场外等候。

考试成绩出来了，16 名

学生录取了8名，女儿第9名，

被她同桌魔咒击中：家长没去

陪考的落榜了。女儿却嘻嘻哈

哈说：“同桌净胡扯，落榜的 7

名同学家长也去陪考了，不照

样没考上。再说我本不想考中

专，落榜正如我意。”

我非常自责，对女儿说：

“若我陪你去考试，你肯定能

考好。”女儿说：“可别，您若

去了，我更紧张，说不定第 9

名也考不上。”

女儿上了高中，学习非常

努力，按平时成绩，考大学没

问题。高考那天，女儿还是不

让我们陪考，自己蹬着自行车

赶考去了。考完回来，女儿春

风满面，得意地说：“考试顺

利，发挥正常。”

见她考试如此淡定，我便

放心了。第二天，女儿考完回

家，正好遇到邻居家的小孩子

在嬉戏玩耍，其中一个孩子扔

石头打鸟，不小心打中了女儿

右眼。去医院看眼，医生说要

包纱布，就这样第二天女儿考

试时成了“独眼龙”。

邻居一个劲儿道歉，女儿

没心没肺，说：“没事的，我这下

一目了然，看试卷更清楚了。”

成绩出来，女儿离大学

分数线差一分，只能读中专。

我心里很难过，跟女儿抱怨

那个调皮孩子，女儿却看得

开，笑道：“您当初和我爸就

打算让我考中专，没想到，我

三年后实现了这个伟大愿

望。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我

还可以自学考个大学文凭，

您就瞧好吧。”

中专开学后，女儿报考

了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三

年后，拿出了大专文凭，后来

又自考出了本科，圆了自己

的大学梦。

谈起女儿的升学考，不

得不佩服她，那份乐观出乎

我意料。

女儿对我说：“我考得不

好，最难过的是你们，我必须

装作不在意，你们心里才能

好受些。”

女儿两次升学考试都考

得不尽如我意，但她面对考

试成绩时的表现，却交出了

满分答卷。人生一世，“考试”

太多，考砸了不是失败。命运

不会亏待勇敢向前的人，我

为女儿骄傲！

圆梦
刘年贵

父辈们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

活方式，使得我自小立志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走出

大山。

可是父母除了种地所得，别无其他经济来源，

加之子女众多，养活一家人实属不易，还要负担我

们的学费，这使得本来捉襟见肘的家庭雪上加霜。

姐考上大学那年，我辍学了。我就像一个落水

者，漂浮在茫茫的海上，周围的惊涛骇浪，在无情

地呼啸着向我扑来，恨不得即刻要把我“葬身海

底”。而我的大学梦，则是我能够抓住的唯一的救

命稻草，在我最失落的时候给我勇气，最无助的时

候给我力量，最绝望的时候给我希望。

为此，我和年迈的父亲出入杳无人烟，抬头只

能看见一线天的深山老林里烧木炭；也独自一人

去过东莞电子厂，流水线上有组装不完的产品加

不完的班，生活暗无天日，好似永无出头之日。

还记得，最初跟着父亲一起烧炭，因为那颗辍

学而受伤的心，我竟整日不肯和他说一句话，挥起

手中的刀斧发疯似的向着一棵棵树木砍去，稚嫩的

手掌在和木柄的较量中磨出了血泡，直至鲜血染红

了木柄。大山里下了一场大雪，我和父亲挑着沉重

的木炭到集市上卖，为的是趁着这天寒地冻的天气

能卖个好价钱。大雪封了山，山里的石径上结了一

层厚厚的冰，光滑异常，父亲一个趔趄，摔倒在路边

的荆棘丛里，身上和脸上划出好几道血口子，黝黑

的木炭散了一地，两个竹筐滚出好远，筐底朝着天，

好像两只无助的眼睛仰望着苍穹……

忘不了，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每天深夜下

班回到寝室，我顾不上一天的劳累，拿出家里带来

的课本在走廊的灯下温习。我的室友，每天就是睡

觉吃饭上班下班，然后在寝室里讲讲荤段子。可是

我不能这样没追求，我的大学梦还在，等着我去实

现。仿佛，我看到了美丽的大学校园在向我招手，

那一刻，我浑身有了力量。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

着那些熟悉的课本，顿时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果

然，我的书都被室友们拿去上了厕所！我一个人蹲

在卫生间，望着那一堆碎纸放声痛哭，耳边传来讥

讽声：“认命吧！真还想着上大学啊？”

姐终于大学毕业了，我的家境也稍微有所好

转，我有机会重返校园了。经过我的不断坚持、不

断努力，终于梦想成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

刻，我喜极而泣。我的幸福来得太晚了！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走上了三尺讲台。看着

万千高考学子为他们的大学梦想在努力奋斗，我

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了自

己追梦路上那些心酸过往。

其实，命运从来不辜负

任何一个为着梦想而拼搏

的人。不是吗？

脊背上的高考
童谨袤

小时候我生活在贫寒拮据

的家庭中，过着饥一顿、饱一顿

的生活，后来读书后，父亲不止

一次地对我说：作为农村孩子，

若要改变人生命运，只有通过

高考考上大学。那时候，在农村

人的眼里，考上大学了就能是

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了。

“十年寒窗苦”，我没有辜

负父母的期望，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读高三的最后一学期，我

凌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

洗漱睡觉，倾注了十二分心血，

也许是高考压力大，成绩略有

下滑。“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

高考前半月冲刺阶段，因一场

暴雨，回寝室的路上，我不小心

扭伤了左脚，脚脖子肿得像馒

头，连走路都困难。

寝室到教室只有三百多米

远 ，我 却 觉 得 比 走 三 里 路 还

长，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我

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不得不告

诉父母，他们紧张得连夜赶到

学校，母亲更是心疼地说：“要

不咱们回家复习吧？”老师也

在一旁帮腔，建议我回家休息

一周。

父亲站在旁边，他听了好

久才把目光停在我脸上：“我听

娃的。”我强忍着疼痛说：“我想

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复习，应

对高考。”见我决心已定，父亲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娃，你放

心复习，爸背你。”

我较胖，父亲瘦小，我们爷

俩站在一起，我高过他

一个头。我告诉父亲，只

要一根拐杖就行了，但父亲的

倔强劲上来了：“拄着拐杖走要

耽误多长时间？别看我瘦小，家

里一百多斤粮袋都不在话下，

你能有多重？”

那半月，父亲背着我进教

室，放学后又背我回寝室，去卫

生间都没离开过他的脊背。我

沉重得宛如一块巨石压在父亲

弯得像弓一样的脊背上，每走

一步，我都能明显感觉到他的

双腿都有轻微的颤抖，不过父

亲从不喊一句背不动的话，尽

管时不时发出“吭哧”声，却始

终迈着平稳的脚步。

有了父亲精心照料，我的

脚恢复得很快，我是走着进考

场的。高考结束，原本想走着回

家，父亲又蹲在我面前说：“快

趴上，爸背你回家。”

“爸，我能走了。”我躲闪着

父亲的脊背。

“听话，这点力气我还是有

的。”父亲慈爱地说，“这几天看

着你一瘸一拐进考场，我却使

不上一点劲，心里怪难受的。这

不高考完了，你也该趴在爸背

上歇歇了。”那一刻，我的眼泪

不听话地往外涌。

那年高考已远离我二十多

年，那个年代，虽是一人参加高

考，却牵动了整个家庭。悠悠岁

月穿越时光，那段记忆永驻内

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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