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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16岁娃高考裸分714分
更牛的是，他通过了二胡十级，还是中国最年轻的“雷圣”
本报记者 甘倩茹 本报见习记者 杨兵三

滕州一中老师李强是
郭蔚嘉的高三班主任，他得
知自己的学生考出7 1 4分的
高分时激动不已。“郭蔚嘉
能考出高分这一点我从来
没有怀疑，但没想到考得这
么好。”李强说。他还告诉记
者，高考过后郭蔚嘉找来高
考答案，给自己估分。“他数

学和理综分数都估得很准，
数学满分，理综2 3 5分，结果
这两门真考了这么多，英语
实际考了 1 4 7分，比自己估
计的要高，而语文和基本能
力的成绩分别为1 2 7分和5 5

分，和自己的估算差不多。”
李强表示郭蔚嘉其实也算
是超长发挥了。他同时也通

过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考
试，另外加分4 0分后总分达
到了754分。

郭蔚嘉高高瘦瘦，个子
一米八零，但年龄比班里其
他同学小一到两岁。在李强
老师的眼中，郭蔚嘉和普通
学生一样勤奋努力。在郭蔚
嘉所有的科目中，数学和物

理成绩最好，每次考试几乎
满分。“并且郭蔚嘉的做题
速度非常快。”李强说。郭蔚
嘉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郭
蔚嘉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开
始学习，中午一般不午休，
晚上十一点半睡觉。“他的
高 分 也 是 勤 奋 努 力 的 结
果。”李强说。

通过清华自主招生，加分后总分达到754分

在滕州一中读高三期
间，郭蔚嘉曾经写过两篇文
言文，一篇《郭先生传》，一
篇《高三赋》。从中可以看出
他十六年来大致的生活历程
和志趣。

他 文 中 自 诩 为“ 郭 先
生”，先生曰：人皆以为吾之
天资优于众人远矣，其实不
然。众人不闻余埋头苦读，但
闻余饱食终日；不闻余挑灯

夜战，但闻余酣睡不起；不闻
余悬梁刺股，但闻余玩乐于
世间。何也？乐在其中，学在
其中也。众人岂知吾博览群
书？岂知吾见多识广？岂知汝
等玩乐时，吾自学于家中？皆
不知也。或以为余狂放不羁，
必有难于将来。答曰：少年不
狂何时狂？少年理应有鸿鹄
之志，霸气理应溢于言表。余
岂非少年哉？

据了解，在整个高中学
习阶段，郭蔚嘉也经历起起
伏伏。他曾经参加过北大校
长推荐生的竞争、争取过山
东省优秀学生的评选，均未
成功。“他毕竟只是个16岁的
孩子，这些对当时的他来说
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
通过家长和老师的安抚、同
学的鼓励，特别是他自己的
自我修复，他很快就从这些

打击中走出来，全身心投入
学习中。”郭蔚嘉的班主任李
强，感慨一路走向自己理想大
学的郭蔚嘉，其实也是一个普
通的、历经过挫折的小小少
年。而明天，这个少年的路还
很远，就像他的《郭先生传》中
所说：“余以为先生不与众人
为类，可成栋梁之才，故为是
文以记，亦表于当今少年，当
有大志，并尽全力焉。”

写自传填词赋，也曾经历挫折打击

提及郭蔚嘉的学习方
法，李强表示他除了勤奋之
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学习
方法。为了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学校会统一发放错题
集，这也是适合于一般学生
来总结自己学习中薄弱环节
的一种方法。“但郭蔚嘉没有
错题集，他很善于总结，有一

次他拿出好几节课专门做一
种类型的数学题，这种数学
题他比较容易出错。但是他
拿出时间专攻之后，就能保
证以后再也不会在此类型的
题目上丢分。”李强说，善于
自我总结的他，也成了同学
请教的对象。据郭蔚嘉的同
学反映，他给同学讲题时条

理清晰，总是能点到要害之
处，让有疑惑的同学立即可
以找到症结所在。

郭蔚嘉初中时在滕东中
学就读，教过他的老师介绍，
郭蔚嘉一直有一个很普通却
很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提早
预习。“比如他上初三之前，
会提早把书借来，然后自己

提前预习，加上他的自学能
力很强，上课再听老师一讲
就了然于心了。”郭蔚嘉的老
师说。不少老师表示，预习是
一种看似简单的学习方法，
但很少同学能够坚持下来，
有些因为忙着完成作业，有
的出于懒惰。而郭蔚嘉一直
保持着课前预习的好习惯。

没有错题集，非常善于自学

在 采 访 时 ，郭 蔚 嘉 的
一 位 同 学 表 示 ，他 不 仅 学
习 成 绩 好 ，在 扫 雷 方 面 也
是高手中的高手。

扫雷是一款相当大众
的 小 游 戏 ，游 戏 目 标 是 在
最短的时间内根据点击格
子出现的数字找出所有非
雷格子，同时避免踩雷。这
也是各种操作系统中必不

可少的一款益智小游戏。
在 扫 雷 网 ，记 者 看 到

郭蔚嘉的名字位居雷圣之
列。在百度百科中，雷圣的
释 义 是 ：指 扫 雷 高 级 记 录
为 5 0 秒 以 下 的 玩 家 。中 国
最年轻的雷圣来自于山东
的郭蔚嘉，出生于 1 9 9 7年 3

月 ，2 0 1 2 年 7 月 1 7 日 凭 借
N F 扫法强势封圣。据郭蔚

嘉 的 同 学 介 绍 ，郭 蔚 嘉 的
爸爸把他带进扫雷游戏的
大门。“同学们中有不少人
会 玩 扫 雷 ，但 是 达 到 他 的
扫雷境界一般人就做不到
了 ，他 要 做 就 要 做 到 最
好。”郭蔚嘉的同学说。

滕东中学的老师还介
绍，初中时郭蔚嘉还是学校
乐队的一名队员，二胡拉得

特别棒。据知情者说，郭蔚
嘉在滕州市实验小学就读
时，参加学校当时的兴趣班
学习了二胡演奏，后来就跟
着专业老师学习，在整个小
学阶段一直没间断。而年幼
的他通过刻苦练习，通过了
最高级别的二胡十级考试。
他也因为多才多艺交到很
多朋友。

二胡过十级，还是中国最年轻的“雷圣”

在 今 年 的 夏 季 高 考 中 ，滕 州

一 中 学 生 郭 蔚 嘉 考 了 7 1 4 分 。更

牛 的 是 ，他 今 年 才 十 六 周 岁 ，还

是 一 名 扫 雷 游 戏 高 手 。目 前 清 华

大学已向郭蔚嘉抛出橄榄枝。

郭蔚嘉初中时的照片。(滕东中学提供)

高三赋
序：入高三，皆知学业重，遂日夜苦读，未尝

有所怠。余有感于此，乃为之文，与诸生共勉。
东方未白，点点疏星。但见灯火通明，只闻朗

朗书声。此为何时？答曰五更。道旁行人，皆疾行
匆匆。趋于教室，或埋头苦读，目不转睛；或奋笔
疾书，不暇少停。

已而日出，光芒万丈。忽一长者，立于台上。
声如洪钟，器宇轩昂。传道授业，师表称颂于天
下；援疑置理，智慧盛誉于八方。凝十年之心血，
铸一代之辉煌。为师者，可谓殚精竭虑，非常人所
能及也。台下诸生，时而笔录，时而细听。为生者，
亦不负师望，发愤忘忧，不知日暮之将至矣。

残阳西下，夜色苍茫。四无人声，惟见明灯煌
煌。万仞书山，只怕勇登攀；无涯题海，谁道横渡
难？抖擞精神，挑灯夜战。有恒亦须五更起，圆梦
还将三更眠。不舍入眠，梦醒来，披挂再战。

嗟夫！几度夕阳，映学子苦读寒窗？多少朝
霞，引诸生勇往直前？夏练三伏，虽燥热而心静；
冬练三九，虽天寒亦心坚。骄阳似火，难熔钢铁凌
云志；风霜雨雪，不灭梦想坚如磐。囊萤映雪、凿
壁偷光，贵在笔耕不辍；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切
忌一曝十寒。雪芹著书，披阅十载，《红楼》誉满天
下；羲之洗砚，潭水尽黑，《兰亭》传世名篇。古且
如此，今人岂能居古人之下？请当今学子，持之以
恒，毋言弃也。

古人云：“学海无涯苦作舟。”然其真苦乎？圣
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余窃以为然也。夫子困于陈蔡，讲授弦歌不绝；五
柳缺衣少食，犹著诗文作乐。古之乐学者，多为大
家；而囿于八股者，虽金榜高中，恐其知不及众人
也矣。故戒之众人，虽学业之劳形甚矣，亦不能置
乐于不顾也。

既末，赋杂诗一首，愿学子们终有所成：
胸怀大志入高三，不畏辛苦与艰难。
学海茫茫怎难渡，书山坎坷勇登攀。
拼搏应记恒为贵，勤学毋忘乐为先。
今日寒窗须努力，明朝相聚清华园！

郭先生传
先生郭氏，名蔚嘉，祖籍山东招远县，父从军

徙于滕县，因居于此。丁丑年二月初七日生，父感
于郭奉孝之聪慧，欲名之曰嘉。奈何顾及郭嘉之
早逝，故另择一“蔚”字。年方十五，未及弱冠，故
未尝有字，亦无号。

先生幼时嗜学，家藏书千卷，每择好者阅之。
家人以为聪慧，授之诗词，顷刻成诵。邻人甚异
之，曰：“此子必有作为。”年五岁，就读于小学。师
喜，甚爱之。师以为其力有余，告之其母。母使之
跳级，故六年小学，先生五年即成。性稍顽劣，几
未尽心于师之讲授，然精于算术，亦不弱于国语、
外语，成绩每居于前茅。尝阅《三国》《西游》《水
浒》，爱不释手。邻人皆称之，父母喜，先生亦自
喜。故失意于毕业考，未见择于最优中学，先生深
感惭愧。

年十岁，入初中。初，师以为其顽劣不堪，每
叱之，然屡教不改。初次考试，跃居校之第九，师
始奇之，刮目相看。三年间，师皆爱之，如捧之于
手中。数与竞赛，皆有所获。中考及第，得入一中。
年十三。

及入一中，性愈劣，每口角于同窗，亦尝庭叱
师长。深究之，乃先生年少于众人甚矣，且优于
学，故恃才放旷。既而，先生稍稍知己过，立志改
之。待人宽厚，每助同窗于学业。自是人皆结交于
先生，先生亦尝与众人游，乘兴赋诗作曲，怡然自
得。愈加勤奋，成绩斐然。师愈喜之，以为孺子可
教也。至于今日，先生自谓非倜傥非常之人，然亦
小有名气于邻里。

先生曰：人皆以为吾之天资优于众人远矣，
其实不然。众人不闻余埋头苦读，但闻余饱食终
日；不闻余挑灯夜战，但闻余酣睡不起；不闻余悬
梁刺股，但闻余玩乐于世间。何也？乐在其中，学
在其中也。众人岂知吾博览群书？岂知吾见多识
广？岂知汝等玩乐时，吾自学于家中？皆不知也。
或以为余狂放不羁，必有难于将来。答曰：少年不
狂何时狂？少年理应有鸿鹄之志，霸气理应溢于
言表。余岂非少年哉？

传者曰：先生之才，先生之狂，人尽皆知也。
此先生之乐，非众人之乐。余以为先生不与众人
为类，可成栋梁之才，故为是文以记，亦表于当今
少年，当有大志，并尽全力焉。

郭蔚嘉的两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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