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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为了这
一天，全国九百多万考生和更多
的家长已经准备了很久，他们期
望通过高考改变个人和家庭的
命运。但是，纵观近四十年的高
考轨迹，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很
难通过高考实现“逆袭”。高考之
于大多数考生，不过是一级台
阶，迈上去可以拥有更开阔的视
野，得到更多的机会，却不会即
刻打通阶层上升的渠道。尽管如
此，高考依然是值得全社会珍惜
的选拔，因为它会以“渐变”的方
式改变考试成功者的命运，其真
正价值也会逐渐显现。

回到1977年，刚刚恢复的高
考确实有迅速改变人生命运的
巨大魔力，不少正在田头锄地的
知识青年因为一纸录取通知书

就成了“天之骄子”，他们跃入龙
门之后在很高的起点上开始了
新的人生。即便他们从此事业平
平碌碌无为，作为“公家人”基本
都可以享受稳定的收入和保障。
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特殊
时期，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具有很
强的应急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高等教育
最终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
教育的转变，高考也就不可能再
像“开科取士”那样成为阶层上
升的快速通道。

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
“毕业即失业”“大学生赚不过
农民工”的抱怨。在这样的氛
围中，有些人渐渐地也就不再
那么看重高考了。今年高考报
考人数较去年下降了2万，在北

京江苏等地这个数字更是连
年下降，其中既有人口出生率
下降导致生源减少的原因，也
有底层人群放弃高考和社会
精英选择出国的原因。

今天的高考确实不可能起
到“一考定终生”的作用，但并不
意味着它不再重要。实际上，高
考依然是值得举国关注的事情，
因为它的影响范围更广了，1977
年高考全国录取人数仅仅27万，
而2015年高考全国录取人数则达
到700万。高考在今天仍然是青年
人踏足社会的重要基石，很难想
象一个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如
何从事公务员、律师、会记等职
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高考就
像一个必须要迈过去的门槛，只
有先入门才能谈登堂入室。现在

中产阶层越来越庞大，其中很多
都是来自底层的高考成功者，他
们或许没有通过高考一跃入龙
门，却因为高考成功获得了更多
的培养和选拔机会。由高考推动
的社会阶层流动并没有中止，只
是变得更加沉稳有序，这种改变
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日前，大别山下的毛坦厂中
学门前万人夹道送学生高考，这
样的场景可能有些太狂热，但是
由此也可以看出相当多的人仍
然相信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尽管
当前的高考还有诸多需要完善
的地方，他们依然选择了以分数
见高低的公平竞争。与一些人的
急功近利相比，这些人面对社会
竞争的心态反而是更坚韧的，
也更值得尊敬和珍惜。

让命运“渐变”的高考依然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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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卖煎饼，正能量未必有那么多

□毛建国

西南政法大学大门外热闹
的学林街上，有一位从日本游学
归来的名叫李玉红的女士，在卖
煎饼果子。李玉红是法律专业毕
业，学过插花、开过饭店、在外企
上过班。但她不甘心在家带孩
子，决定完成大学时的梦想———
卖煎饼果子。据称，李玉红的生
意还很不错。（6月6日新华网）

高考之际，出现这样一则新
闻，不论有心还是无意，起码给

人带来了联想，似乎还验证了这
样一种说法，人生的道路千万
条，相对于选择世俗意义上的
成功之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道路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
说，对于考生，这是一则不折不
扣的鸡汤故事。

对于李玉红卖煎饼果子，舆
论场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尊重，
还有人列举出“北大才子”卖猪
肉的故事来做类比，为她献上各
种鲜花和掌声。其理由是，李玉
红此举契合了时代特点，这样的
选择正说明这个社会充满活力，
正说明了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
元多样。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

选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现代
社会应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这是一个流行新闻反转的
时代，不知道这则新闻会不会反
转，即便不会，我也坚持认为，给
李玉红的选择贴上太多标签，
没有任何必要。从新闻中看到，
李玉红是河南大学法律系毕业
的，后来随着丈夫“前往日本做
研修生，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新闻没有说明，李玉红在日本读
的什么大学，更没有说明李玉红
有没有尝试其他就业方式。换而
言之，从现有信息中看不出李玉
红选择卖煎饼果子，到底是主动
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到底

是真的出于一种兴趣，还是面对
就业市场的无奈之举。

的确，每一种选择，只要是
基于自己的意愿作出的选择，都
值得理解和尊重。李玉红能够放
下架子、不讲面子去卖煎饼果
子，应该得到这样的理解，但这
并不代表就要有理由成为熬制

“鸡汤”的食材。因为我们根本
不知道，在表象之外，当事人具
体有着怎样的想法，到底有没
有夜深人静时的无奈，有没有
独自一人时的心酸。就好像当
初的“北大才子”卖猪肉，真的
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吗？真的
是其本人喜欢卖猪肉吗？

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我们
把海归卖煎饼当成一种倾向的
话，这种倾向到底值不值得宣
扬？这里，不妨把切口变小一点，
单论那些作为高层次人才的海
归，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
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应该把人才
放到适合的地方。不是瞧不起卖
煎饼果子，而是作为一种导向，
不应该鼓励高层次人才卖煎饼
果子。就好像当初我们愤懑于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
难道造原子弹的纷纷去卖茶鸡
蛋了，就是我们想看见的吗？

高考之于大多数考生，不
过是一级台阶，迈上去可以拥
有更开阔的视野，得到更多的
机会，却不会即刻打通阶层上
升的渠道。尽管如此，高考依然
是值得全社会珍惜的选拔，因
为它会以“渐变”的方式改变考
试成功者的命运，其真正价值
也会逐渐显现。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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