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身边·人物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编辑：曾现金 组版：曾彦红 校对：苏洪印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李锡巍

那时高考伙食
白水就凉馒头

“你这个题是怎么解的啊，
公式怎么用的，给我说说的。”7
日下午，在济宁广播电视大学宿
舍，两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同

学，拿着1977年的高考试卷回忆

起当年参加高考的场景，身旁还

放着大学毕业时的老照片。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

制度恢复，杨征传和聂成林就是

当年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10
年积压，使当年的高考成为中国
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而且考
生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30多
岁，最小的只有15岁，出现了很
多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现象。

“那年高考时，是12月份，

当时风还挺大、比较冷。两天、4
场考试，有语文、数学、理化和
政治，总分400分。”这么多年过
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征
传依然印象深刻。

当时聂成林32岁、杨征传
29岁，都已是孩子的父亲。聂成
林因为家离考点近走着去就可
以；杨征传家在农村，只好带着
行李和一布袋干粮，提前一天
骑自行车过去。

“我头天晚上在公社会议
室的椅子上睡了一晚，吃饭就
是在外面花两分钱买碗水，就
着凉馒头。”杨征传说。

“当时的条件都不好，有馒
头能吃饱就行，不像现在的孩
子，高考时家里给做一堆好吃
的。”两位老人笑着说。

人多场地有限
俩人一张桌子

带着对上大学的渴望，俩

人走进考场。
“我是提前半个小时去的，

考生特别多，当时风大，就找了
个避风的地方看了会书。”聂成
林说，第一门语文考试上午9点
开始，提前15分钟进场。一个考
场有两位监考老师，50位考生。
因为考生多、场地有限，俩人一
张桌子。

当时没有现在这种正式的
高考试卷，只有一张信封大小的
题签和几张白纸。题签的最上面
写着1977年高考试题，下面写着
考试的题目以及所占分数。

第一场语文考试，虽分文理

科，但试卷都是一样的。考题共
分解词、造句、文言文、作文四部
分。理科考生可以不用答文言文
翻译试题，只有文科考生需要做
这个部分。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

《难忘的一天》，字数不限。
杨征传的作文答卷上这样

写着，“1971年3月3日这一天，是
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怀着一颗
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三张写
满文字的白纸，被他用胶水粘在
了一起。因为保存较好，字迹还
很清晰。作文的主要内容是他入
党那天的心情和场景。

在他的数学高考答卷上，

左上角写着“宁001007”，右上
角用红笔写着90。“左边是我的
考号，当时考试不让写名字，只
让写考号。右边是我的考试成
绩，每个小题都会给你标上得
了几分，下面还写着阅卷人的
名字。”杨征传说。

杨征传和聂成林告诉记
者，在两天的考试中，考场纪律
特别好，没有一个作弊的。

考试成绩公布后，杨征传
和聂成林分别考了300多分，同
时收到山东工学院(后更名山东
工业大学，2000年与山东大学合
并)的录取通知书，圆了大学梦。

聊起1977年高考，两位退休教师回味无穷

带带一一布布袋袋干干粮粮，，骑骑车车去去高高考考

如果不是40年前的那场高考，济宁广播电视大学退休教
师杨征传和聂成林或许仍是乡下一位普通的农民。但因为那
场转折命运的高考，两人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当
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时至今日，两人对于参加高考的情形，
仍是回味无穷。

两 位 老 朋
友 一 起 交
流 当 年 的
试卷。本报
记 者 李
岩松 摄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