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高考多年的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在高考那天，看着段子乐和了。随着高考近年来受到的戏谑越来
越多，我们也不禁要反思，高考真的是段子里描述的那样吗？高考现如今，真的没有长相和拆迁重要了吗？

最理性的
声音

高考首日吐槽与“鸡汤”齐飞

段段子子看看看看就就好好，，高高考考远远非非搞搞笑笑

落落第第秀秀才才比比名名校校生生都都牛牛
最新高考鸡汤出炉，却被指缺乏常识

高考段子年年有，今年却
出了新花样。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
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
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
霖。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
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
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
全、袁世凯。哪份名单上的人
你认识的多一点？ 答案揭
晓：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这个段子无非向人们表
明，就算得了状元又如何，留
名（虽不一定是流芳百世）的
照样是那些没考上的。但且不
论上述名单中状元是不是混
得真不如那些落第秀才好，也
不纠结于名单中人物学历的
准确性，就单说“落第”二字，
和如今的落榜是一回事吗？

依照科举制度，落第秀才
也是秀才，是县试、府试和院
试三场考试的成功者。只是因
为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乡试

（各省举办的考试，其规模相
当于高考）中落榜，才无法成
为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和殿试。

在大多数人是文盲的时
代，秀才就是百里挑一乃至千
里挑一的高级知识分子。那这
些落第秀才到了今天，应该是

什么水平的学生呢？
清朝时期，全国人口为3

亿-4亿，而参考人数为两三百
万人，经过县级考试、地市级
考试和省级考试后，胜出者才
是秀才。清朝后期每年约录取
2万多秀才，而全国健在的秀
才数量则稳定在46万左右。

目前，我国总人口和参加
高考人数均为清朝时期的四
倍左右。换算过来，若今天我
国还在选秀才，每年选中的秀
才也不过10万人。而2015年，全
国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已经达
到近65万人。连国内的博士生
也达到了7 . 3万人，若再算上
出国读书的博士生，规模也在
10万左右。也就是说，古时候
中个秀才，其难度和考上博士
或一本大学本科差不多。

而至于乡试胜出的举人，
每三年才会筛出 3000-4000
人，平均每年1000多人。换算
到今天，相当于能上北大清华
浙大复旦，而在会试中胜出的
贡士，每年仅 300 人左右。这
帮人再去太和殿中考试，由皇
帝监考，第一名才是状元。

因此，从这个段子来说，
即使是落第秀才，人家成名也
不是偶然，而是正儿八经付出
了努力的。 据观察者网等

从杜甫到马云
高考一再被看低

“只有上过大学的才知
道……其实文凭不过是一张火
车票，清华的软卧，本科的硬
卧，大专的硬座。火车到站，都
下车找工作……难道睡卧铺的
会比坐硬座的先到达目的地
吗？”

每到高考季，这种看似有
理的段子都会引起很多人的点
赞。跟在下面的往往是“××没
上大学也赚钱了”“北大学生也
有摆摊”的等回复。其实，这些
段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一考定终身”
在中国已经基本消失，这也从
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其实为了安慰因各种各样
原因在高考中失利的学子，网
络上总是会定期性地列举古今
中外的许多例子，来证明从未
上过名校甚至从未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一样能够在各领域中
取得杰出成就。从杜甫、蒲松龄
等不第秀才，再到考了三次才
上了杭州师范学院的马云，直
到先今流传广泛的段子。

尽管那些高考失利的学子
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人生但目
前，高考、文凭、高校……这些
元素加在一起，将会对人生道
路造成多大影响、在一个社会
的阶层流动占多大权重依然是
一个严肃的话题。而回避这些
问题去单单攻击高考这座“千
军万马”争踏的“独木桥”、空谈

“天生我材必有用”，就像一方
面强化高考这根指挥棒、一方
面又抨击所谓“应试教育”一样
毫无意义。

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高考却被口诛笔伐

在目前看来，高考依然不
仅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最为现实
且公平的选拔方式，且确实正
在为很多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的
机会。尽管一张大学文凭已远
远不如20年前“管用”，但高考
毕竟提供的不是文凭，而是获
取高等教育的机会。

将学生们从城镇的高中送
到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内，高考
的使命已然完成。之后学子们
是否能利用 4 年学到本事、增
长见识，都已不再是高考所能
决定的。可以说，由于目前我国
高等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却让高考成为口诛笔伐的对
象，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当然，社会上对于高考的
调侃也不是空穴来风。考试内
容僵化、各省录取率不平均等
问题存在已久，却很难在短时
间内解决。这也说明，当前的社
会不可能仅仅通过高考这一种
存在弊端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而其他选拔渠道的相对弱势，
更从侧面异化了高考的重要
性，并将高考的缺点更明显地
推出来。

著名媒体人、复旦大学毕
业生陈季冰就认为，他们这样
拥有复旦、北大等求学履历的
人理应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
豪。因为就求学而言，他们的经
历是旁人毕生无法超越的。但
同时，没上过名牌大学却依然
努力拼搏并过上自己梦想生活
的人，也没有理由感到自卑或
愤愤然。因为这些人必定有同
样值得引以为豪的履历——— 这

些是名校生们不拥有的。

高考作文命题“野”
评价也得不拘一格

高考第一场后，吐槽作文
变成了全民共同参与的项目。
之所以大家盯着高考作文下
手，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人早
已无力吐槽物理化学等“高难
度”学科；另一方面则是历年高
考作文凭借其“古怪”的题路，
让不少人为学生们捏了把汗。

其实有观点认为，对高考
作文的讨论热，还有另一深层
次原因。高考作文是整个高考
体系中唯一没有标准答案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万个人
心中有一万篇高考满分作文，
这才是人文科学的精髓所在。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高
考作文往往是以命题作文的形
式出现的，且方向明确，路子远
不如现在这么“野”。例如《给越
南人民的一封信》等，考生纵然
才华横溢，也只能在遣词造句
上下功夫，很难写出新意。但近
年来，无论是今年的《备好的行
囊》，还是去年的“丝瓜藤与肉
豆须”，均需要考生提出自己的
观点，然后再考虑行文。让人捉
摸不透的表面背后，其实是对
学生创造力的一种释放。

当然，社会担心考生的才
华很难100%被阅卷者发现。有
信息称一个阅卷者花在一篇文
章上的时间不过一两分钟，这
很难辨别出一篇作文的成色。
因此，有学者建议，高考作文在
命题上已经做到了不墨守成
规，那在打分时，是否也能做到

“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据人民日报、新京报等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高考，只决定你们未来在哪座城市打游戏而已！”高考首日，不少
这样的“鸡汤文”在朋友圈里热传。在全民关注高考的同时，不少关于高考的吐槽也引起了人们共鸣。
高考是否还能决定人的命运？考得好也没啥了不起？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国内，这种高考段子笑笑则
可，谁当真则就要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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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已进入学校，家长仍不放心向校内观望。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在一处考点外，孩子即将进入考场，家长还在做最后的嘱托。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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