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心宏
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

听听音乐是最大的放松

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
考，没有考中，当年秋天又进入
蓬莱一中复读，迎战1980年的
高考。那是段诗一样的岁月：海
风从北面吹来，爬上咱们学校
的小山丘。虽然准备高考紧张，
但我们的体育课、歌咏比赛、田
径运动会、课间操都正常，从无
间断。

1980年春天，张建航老师
带着我们几个同学负责学校的
大喇叭广播。当时的广播歌曲
印象特别深，有《小花》《在希望
的田野上》《太阳岛上》《绒花》，
这些音乐，对于我们那个年代
的考生是很大的舒缓和放松，
显得特别宝贵。

当时学校才开始有文、理、
外语的区分，从1980年算起蓬
莱一中真正实现了文、理、外
语、艺体全科目覆盖。那时候学
校还有文艺班，那简直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

我对“00后”的印象是，这
些孩子都非常得自信，而且属
于典型的移动互联网一代，他
们获取知识的手段非常得多，
希望“00后”的孩子们放松心
态，取得优异的成绩！

张德浩
2001年考入烟台师范学院音乐系

经历高考成熟了很多

谈起高考，让我想起高
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虽然那
段时光被很多人称为炼狱般
的生活，但留在我心中的却
是美好的青春岁月。晚自习
课堂、琴房、舞蹈操房、剧场
演出……与同学们朝夕相处
的各种场景浮现在眼前。

作为蓬莱一中第一批音
美班的学生，要兼顾文化课
和音乐专业的学习。三年中，
学校领导和专业老师给予我
们太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
班高考通过率达到了90%。

告别了教室、食堂、寝
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在大学
里的活动范围会大很多，足
球场、篮球场、图书馆都是
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上大学
后，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资料
书，不用再为不会做题而烦
恼；告别了那每天纷飞的试
卷，也不用再为试卷上的分
数而茶饭不思了。走过高三，
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成熟了许
多；你会发现高三将会是你
一辈子难忘的一段时光，你
会发现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
大步！

杨琛
2015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学系

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2015年对于我来说，或许
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最后
一次运动会，最后一次寒假，第
一次模拟考……12年学习的厚
积只为高考这一次的薄发。事
实证明，保持平和的心态，发挥
出正常水平，就能在高考中取
得比平时更好的成绩。

我们的2015年是一条类似
y=1/x的函数。学了微积分之
后，我们知道了一个叫做连续
的概念。在y=1/x这个函数里，
0是一个特殊的点，它把函数分
成两段，前后不再连续。我们的
2015年也被分成两段。前半段
里，我猜不透结局；后半段里，
我想不起开始。而那个不连续
点，就是高考。你的状态或许会
像负半轴那样单调递减坠入谷
底，但跨越间断点，你将会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体验到一
个不一样的人生！

衷心祝福高考的学子们，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只要充分
准备，放松心态，美好的大学校
园生活等着大家！最后向大家
推荐高考励志书籍：《高考蝶
变》，且行且珍惜，你青春最美
好的高中时光！

老中青三代忆高考

独独一一无无二二的的往往事事
截截然然不不同同的的感感受受

高考，悄然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也随着岁月变迁，留下了不同的时代印记。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蓬莱一
中组织老、中、青三代优秀学子，共同回忆高考往事，祝愿“00后”考生圆梦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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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舒瑜

这已经是毕思民第8年来到
高考考点拍摄照片了。“高考是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用影
像记录高考，将来出一部影片叫

《功夫高考》。”毕思民老先生说。
8年的蹲点观察，也见证了

高考考生和家长8年的变化。毕
爷爷向记者感慨：“今年学生的
心态更加平和稳定，你看，很多
学生是有说有笑来到考点的。过
去的考生，很多是紧皱眉头。”他
认为，这与高考多年来的改革密
不可分，“现在考试不讲究死记
硬背，侧重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他看来，送考的家长心
态也与过去不同。“现在家长们
更理解孩子，过去的一些家长

心态紧张，会反复叮嘱孩子‘千
万不能马虎’。”他还发现，现在
送考的家长也少了，“往年7点
多，可能就有二三百人了！”他
打趣道，现在到考点的记者比
家长还多。8年的记录，从考前
记录到考后，老先生已经积累
了不少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
料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我参加高考是1962年，我
们那时候，小马车拉着馒头跟

着去，到了点发一发，就是送考
了。”看着“万人送考”的壮观场
面，毕思民老人也回忆起了过
去，那时候也不分文理科，高考
完后要填志愿了，自己都不知
道怎么填，现去问老师应该怎
么填，那会儿填志愿只有文史、
理工、医农，老师说医生比较

“吃香”，我就报了青岛医学院。
那个年代家长根本没有考大学
这个概念，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像现
在的家长一样去陪考，现在我
的孙女他们都要大学毕业了。

毕爷爷今年已经76岁了，
年龄越来越大，记者问道，“还
准备拍多少年？”毕爷爷笑着
说，“拍到没有能力拍了为止
吧，我喜欢这些孩子们，也乐意
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连连续续88年年拍拍高高考考
记录高考变迁，要把影像资料传下去

高考第一天，在淄博实验中学考点外，记者在人群中再次发现了一位老熟人———
76岁的毕思民，老人家头发银白，手持单反相机对着众考生拍照的他格外引人注目。

定格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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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面镜子，折射时代的变迁。
从前，车马邮件都慢，没有相机、手机，迎接考生

的只有家长殷切的目光。随着科技的进步，“记录者”
手里的工具正在发生变化，前些年数码相机、DV上阵，
如今只用手机就能搞定，每位家长和学生的手机相册
里都有不同的高考瞬间。本报梳理十几年来的高考照
片，变的是手里的记录工具，不变的是定格的瞬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张艳红

2006年
高考，清一色数码便携机。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2007年
高考，拍照片还是相机。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2009年
高考，家长人手一相机。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2018年
家长用手机记录孩子出考场。

本报记者 左庆

实习生 马欣冉 摄

毕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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