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这个60后来说，如今的生活既充满了惬
意，又充满了困惑。我一方面欣慰于经济的快速发
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突破传统观念的勇
气，另一方面，又困惑于自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现
实差距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差距都令我十
分感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小学生上课时都要
背着手，把手拿到前面是要挨老师训斥甚至要挨
打的。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小孩子上课时反背着双
手，不仅束缚了正在发育的身体，也禁锢了思想的
飞翔。那个年代，少男少女说话都小心翼翼，甚至
彼此间干脆连话都不说，唯恐被人误解和嘲笑。就
是到了中学，“男女授受不亲”观念依旧严重，别说
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胆大地写情书了，就是多看
一眼异性同学都会脸红。我初中时，有位大胆的同
班男生给一位他心仪已久的女生写了一封表达爱
慕的情书(其实就是一封对她表示好感的信)。女
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索性交给了班主任老师。结
果女生被迫转学，男生受处分。

而如今，有一则报道几乎让我惊呆：一名初中
女生怀孕做了人流。随后，竟有好几位小男生争先
恐后到医院主动签字，宣称自己才是孩子的父亲，
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家长、老师愕然！这当然是令
人“脑洞大开”的个例，可四十多年前与当下的初
中生差距太大了，究竟是那个年代显得观念太落
后了，还是当下的观念太超前了呢？

多年前我曾在报道中看到一条消息，宁夏西
海固地区的一个小女孩吃了志愿者带给她的香蕉
后高兴地说：“这个玉米真好吃！”闻听此言，人们
无不动容。这句话我记住了，多大的差距！冯小刚
的《1942》为不关心历史的人普及了一点历史常
识。1942年中原大旱，仅河南就饿死了300万人。三
年困难时期的挨饿经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依然
有体会。然而，时隔才几十年，国人就把当年挨饿
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吃饱饭没几年，就开始浪费
了，就变得穷奢极欲起来。哪怕在大学食堂，浪费
食物的场面也比比皆是，对食物连一点敬畏感都
没有。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实在令人想不通。

数年前与朋友带他的孩子一起到一个偏远的
乡村做客，朋友的孩子竟然在吃饭时问人家女主人
做饭前洗手了没有，还声称：“这家真脏，她家孩子
真脏，再也不愿意到这样的农村来了！”不少农村的
孩子过生日只央求父母给他(她)买一本书、一双球
鞋或一个书包，而富裕家庭的孩子收到的生日礼物
可能是一辆千元的高档自行车、一部高档手机，甚
至一辆汽车。农村我们大概都去过，虽然那里的生
活条件在改善，但多数地方还比较贫穷，与城市相
比有很大差距，有些差距堪称巨大。

本人在大学教书，我知道自己的学生也生活
在巨大的差距之中。有些学生属富二代或官二代，
可有些学生因家庭不富裕而精打细算，个别人为
了省钱，假期都不回家。我目前扣除各种费用后每
月的工资刚好过万元 (其他额外的小收入还不
算)，可我身边的很多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他们
的月收入有些还不到我的一半。当然，他们可能错
过了学业，或曾失去了一些机会。而我到农村一
看，情况更糟，有些村民的年收入竟刚赶上我的月
收入，对此，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如今多数地方商品丰富，这令我们的生活被多
得无处存放的物品几乎压垮。那些苦于无法处理的
旧衣服、旧家具、旧电器和其他杂物，曾令不少人头
疼。我们是不是占有了太多而又执迷不悟呢？我身边
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子女一般都在外地甚至国外
学习或生活，他们的住房面积一般都在120平方米
以上，住160平方米以上的人也不少。可是，那么大
的房子只有两个人住，人家还嫌小！

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差距，都这么多年
了，我们还是一直生活在巨大差距的两端，且这两
端似乎永远无法重合，要冷冰冰地永远存在下去
吗？造成这些巨大差距的根源，其实就是地域发展
的不平衡、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导致的是更现实的
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以及生活水平的迥异。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这种差距
令我失望和心痛。世界变化快，这是件好事，说明
人类在进步，但再怎么变化，生活的差距为什么还
如此之大？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太
快，令我看不懂？变化永远是规律，只要朝着好的
方向改变，谁都开心。只是，如果变得让人伤心和
痛心，就该停下脚步，仔细检讨一下、审视一下我
们路途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
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高考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当今中国政治界、经济
界、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
的绝大多数精英都曾跨越高
考这座独木桥。但高考究竟
有多重要，又是很难说清楚
的，如果转换一下思路，也许
就会豁然开朗。在当下，假如
一个人没有大专以上学历，
就当不了老师、工程师，做不
成医生、律师，考不了公务
员，进不了国企，几乎与绝大
部分人才招录考试无缘，与
公推公选无关……要进入体
制内，简直比登天还难。与朋
友讨论近四十年的高考历史
时，大家一致认为，与早年相
比，高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
专以上学历成为许多职业准
入的门槛，也是一个人迈向
更辉煌人生的阶梯。

二十多年前我考大学
时 ，高 考 录 取 率 不 超 过
20%，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甚
至不超过10%。当时我们班
有五十余名同学，只考上两
人，一位大专，一位本科，这
已经是比较好的成绩了，因
为前一年文科班没有人考
中。若干年后，与没有读大
学的同学相比，我们两人并
没有明显的优势，许多同学
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并不比
我们差。最近十几年来，情
况有了明显变化，能否考上
大学，尤其是能否考上重点
大学，对一个人前程的影响
直接而且显著。

拿近四十年的高考录
取率进行比对，就会发现，
录取率升高是总体趋势，只
有个别年份因为特殊原因
不升反降。论理，高考福利
惠及了大多数人，大学的门
槛越来越低，考大学比以往
更容易，人们应该为高考喝
彩才对呀！实际并非如此，
相对于从前考大学的焦虑，
如今，考重点大学的焦虑来
得更猛烈，更难以阻挡。考
生家长对高考公平性的质
疑、对重点大学招生指标数
的关注、对自主招生学校操
作规则的忧虑，从来就没有
放松过紧绷的神经，这恐怕
也让教育主管部门始料未

及。不久前，因为传言江苏、
湖北两地的高考录取指标
要调剂一部分给中西部地
区，引发两地家长、群众的
不满，不管有没有子女参加
高考，人们参与议论的热情
都很高，未经证实的流言满
天飞，“吐槽”刷爆了手机屏
幕。后来，两地政府及教育
部门一再保证不会降低录
取率，家长们的愤怒情绪才
渐趋平复，但担忧与不满并
没有彻底消退。

我身边也有很多同事、
朋友、老乡的子女参加高
考，据我了解，考生家长忧
心的其实并不是全省录取
人数，而是重点大学在本省
的录取率。具体来讲，就是
不满考重点大学的机会存
在地区不均，担忧985与211
高校会降低本省的招生数，
从而影响孩子的前程。家长
们不担心孩子上不了大学，
而是担心上不了好大学。家
长们深知，如果孩子能够考
入重点大学，特别是名牌大
学，考研、考公务员、出国深
造、就业都会变得更容易。
由于大学同学的整体素质
较高，人脉资源更优质，将
来会助推孩子的事业更快、
更好地发展。

家长们的担忧并非没
有根据，就以人们普遍关心
的考研、考公务员、就业为
例来说吧。考研，各校研究
生招生部门更愿意招录比
自己学校排名高的学校的
毕业生，排名比自己学校低
的学校的毕业生明显不受
待见，有的还受到排挤甚至
歧视，每年全国研究生招生
考试过程中，都有类似情况
发生，个别学生甚至投书教
育部为自己主张权利。另
外，重点大学推荐免试读研
究生的名额更多，去国外读
研究生的机会远超一般院
校，这些都是事实。按照公
务员报考规定，大专生有资
格报名参加考试，前些年确
实有大专生考上了公务员，
虽然一般都在乡镇、居委会
等基层单位工作，但大专生
毕竟有机会参与公务员竞
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

尤其是本科招生规模的扩
大，大专生考上公务员的极
少见，有些招录单位干脆对
大专生屏蔽。至于本科生，
也有区别，名牌大学毕业生
更受招录单位青睐。至于就
业，也有潜规则，非211学校
的毕业生，有些单位连门都
不让你进。一位同事推荐研
究生到知名中学任教，校长
的答复是：中学用评分制录
用人才，211学校毕业生打
10分，部属重点学校8分，省
重点学校有博士授权点的5
分，只有硕士授权点的3分，
没有硕士授权点的1分。看
似公开竞争，实际上是明目
张胆的学校歧视。名校毕业
生的整体素质可能更高些，
但普通学校的毕业生中也
有佼佼者，马云就毕业于普
通学校嘛！评分制的前提是
认可每位名校毕业生都比
普通学校的毕业生优秀，因
此可以走绿色通道免检，这
是什么强盗逻辑呀？单就评
分制这道铁闸，就阻挡了大
多数师范院校的毕业生。

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全
社会的关注，与重点大学火
爆的招生场面相比，一些职
业技术学院的招生情况却一
年不如一年，不报到的学生
逐年增多。重点大学招生资
源有限，不能满足每位考生
的愿望，招生分流也是必需
的，所以，社会不能把考生的
注意力都引向重点大学。另
外，相对于普通本科人才，社
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更旺
盛，技能高超的工匠尤其缺
乏。如何根治家长、考生考重
点大学的焦虑症，单单提高
录取率改变不了现状，台湾
地 区 的 大 学 录 取 率 几 乎
100%，但名校焦虑症依然存
在。提高高考招生透明度，改
变地区不公平现象，是教育
部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全社会要合力改变学
历崇拜现象，切实提高职业
院校的办学水平，改善技术
工人的待遇，弘扬工匠精神，
尊重技术人才，也许才是解
决问题的途径。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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