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位复旦教授联名举荐招不来一个学生

被卡死的国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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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在有些人看来
大家都一样
就是公平
本报记者 王倩

25日下午，本报记者辗
转联系到孙见坤时，他正在
西安家中接受采访。他说联
系他的记者特别多，他也愿
意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家
听，“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去
争取。”

记者：有媒体报道称你
准备去山西大学，复旦大学
一位教授曾建议你在山西大
学读完本科后，报考复旦的
研究生，你目前的打算是什
么？

孙见坤：我现在还在争
取，但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
么办，主要还是跟复旦大学
的教授、老师联系、沟通。如
果就读复旦大学完全没有希
望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山西
大学，但是我被录取的专业
是法律专业，我肯定是要调
专业的，历史是第一选择，实
在不行，中文也可以考虑。

说实话，我很喜欢复旦
大学，一方面是复旦的教授、
招生人员特别认真、负责，另
一方面复旦大学的学术氛围
很好，就算本科不在那里上，
研究生我肯定是要上复旦
的。听说复旦大学对我个人
的培养计划都做好了。

记者：复旦大学丁光宏
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复旦大学希望不拘一格降
人才，而陕西省招办更多地
考虑到公平、公正性，这里面
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孙见坤：他们现在所说
的公平只是相对公平。在有
些人看来，大家都一样就是
公平，不管你有没有特殊才
能，谁都不被破格录取就是
公平。其实，这样对我是不公
平的。正如我在博客中所说，
今年上海已经有四个高考分
数在一本线下的考生被复
旦、交大录取，而中山大学已
经连续三年破格录取一本线
下的考生，湖北的武汉大学
也表示对确实优秀的考生可
以破格录取。为什么别的省
可以，而陕西就不可以呢？这
就是一种不公平。

记者：你曾说过，“喉咙
里卡了鱼刺可以消除，这种
卡人的制度怎么消除呢？”如
何才能消除这种卡人的制
度？

孙见坤：这个问题不好
回答。我只是个学生，没有考
虑这么多。教育部对破格录
取人才的改革还在进行，下
一步也将会有很多，关键问
题在于具体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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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招
办的顾虑：如果
这次为孙见坤开
了这个口子，“条
子生”、“关系户”
等腐败问题就会
接踵而至，来年
将冒出更多的特
例，分数不达录
取线，却可以通
过校方和教授的
坚持，进入名牌
大学。

■复旦大
学：从制度上讲，
陕西省招办并不
存在错误，孙见
坤事件也并非
“冤假错案”。如
果陕西省招办对
孙见坤网开一面
放行档案，可称
为“开明”；若按
照规章将孙见坤
“卡”住，则可叫
做“严格”。复旦
大学希望“不拘
一格降人才”，而
陕西省招办更多
地考虑到公平、
公正性，这里面
不存在“谁对谁
错”的问题。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
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
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
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
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
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国学小天才”

被法学院录取

8月20日，19岁的孙见坤打开山西
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脸迷惘。
“我去读法学干吗呢？”这份通知

书在孙见坤的书桌上躺了大半个月，
和《诗经》、《论语》等线装书胡乱地叠
在一起。

今年高考，除了参加复旦大学的
自主招生，孙见坤还填了山西大学的
历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最后，他被
调剂到了法律专业。

他与复旦结缘，是因为参加复旦
大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
人文知识大奖赛。全国各地3000多名
考生参赛，通过论文从中选拔出58
人，今年1月进行面试。孙见坤递交的
论文题为《<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
代考》。

面试时，孙见坤记得，一个留大
胡子、穿对襟棉袄的教授，一脸兴奋
地跟他聊起“诗小序”。他还注意到，
其他3位老师不时频频点头。
4位专家意见一致：希望学校一定

要将孙见坤通过自主招生录取进来。
为了慎重起见，复旦大学特地另

请了4位文史类专业的教授对孙见坤
进行二次面试。前后8位学者评价一
致，孙见坤被列入复旦2010年5%的
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
“博雅杯”面试官之一、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章清这样评论孙见坤：“他是
我见过的对国学最有钻研精神和天赋
的学生之一，他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
和见解，甚至高于在读的研究生。他对
国学的执著，在我们近几年招收的学生

中并不多见。我们对他面试后意见一
致，觉得是个可造之才。”

高新一中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校
长专门为孙见坤写了一封推荐信，称
其为“难得一见的国学小天才”。

除复旦外，孙见坤还参加了两场
自主招生考试。轮番面试之后，中山
大学允诺，对他采取“一本线下10分
录取”的优惠措施。四川大学自主招
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写道：“参加测试
的专家认为，孙见坤在古汉语与历史
知识方面确有专长，表现出类拔萃。”

在孙见坤的班主任何洁眼里，孙
见坤成绩在全班排名“中等偏上一点
点”，偏科比较厉害，数学、英语不行。
“术业有专攻，我的脑袋好像就

对其他的发动不起来。”孙见坤说。从
8岁开始，他迷上了国学，就像“周幽
王迷上了褒姒”。他似懂非懂地翻看
太爷爷传下来的几百本线装书。清末
民初，孙见坤的太爷爷是当地有名的
乡绅。到了孙爸爸这一代，则转行经
商，“只有见坤继承了家族传统”。
几年下来，他阅读了近2000本经史

典籍，说起话来“像个老夫子”。作文课
上，无论写什么题目，他交出来的文章，
和别的学生相比，总显得“高深莫测”。
2007年底，这名高中生尝试着与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中山大学化
学系教授陈美延通信，用的是文言
文。他对三联出版社新出的《陈寅恪
文集》中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陈美
延对孙见坤的一些国学观点感到“钦
佩”。至今，她仍然以为孙见坤是一个
年长的学者，并称其为“先生”。
去年，孙见坤挺进央视大型国学知

识竞赛《开心学国学》的决赛。他是选手
中唯一的中学生。在现场，孙见坤对于
《楚辞》、《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
度，让几个年龄比他大上十来岁的选手
“汗颜”。评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康震更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盛
赞这名高中生“万里挑一”。
遗憾的是，今年高考中，孙见坤最

为拿手的文科综合发挥失常，最后总分
为553分，比陕西省一本录取线低了6
分。而按照“博雅杯”章程，复旦大学自
主招生的要求是“达到一本线”。

一所大学

与地方招办的博弈

对于这个“卡死”的分数线，一直和
孙家保持联系的复旦大学教授马建敏
感到遗憾。他是复旦在陕西省高考招生
组的成员之一。不过他以为，只要学校
表态，对孙见坤的录取标准破格到一本
线之下，这孩子还是可以进复旦的。

6月底，复旦大学招生办的老师
开始积极“做工作”，他们为孙见坤
“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首先是一场内部审议。8位面试过
孙见坤的教授联合签署了一封请愿书，
他们分别来自历史、哲学、中文、考古4
个文科院系。在信里，教授们强调，孙见
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
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
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这封请愿书复旦
大学的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亲
自将这个意思转达给陕西省招办的
相关工作人员。之后一个月，复旦大
学和陕西省招办的文书、电话沟通，
“来来回回进行了很多次”。复旦方面
还曾专门派出老师前往陕西，沟通录
取孙见坤的事情。
然而陕西省招办一直拒绝将孙见

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
雅杯”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
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

数次交涉后，当复旦再次将电话
打过去，陕西省招办的工作人员直接
把电话挂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复旦大学
教授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和陕西省招
办“搞得太僵”。来年招生，大学和地
方招办的博弈还会继续进行。

丁光宏认为，这是在自主招生制
度下，一所大学与地方招办进行的
“磨合”。从制度上讲，陕西省招办并
不存在错误，孙见坤事件也并非“冤
假错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陕西
省招办都并不违反规则。”他表示，如
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
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
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

丁光宏强调，复旦大学希望“不
拘一格降人才”，而陕西省招办更多
地考虑到公平、公正性，这里面不存
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另一方当事人陕西省招办一直
拒绝媒体采访。

7月23日，陕西省二本录取开始
之后，孙见坤的档案被送到了山西大
学法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孙见坤这个从
小很少流泪的年轻人久久未能入睡，
他眼含泪水，对着天花板发了整整一
夜呆。 据《中国青年报》

▲孙见坤在他
的书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