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鸣的盛夏，带来的
不仅是烈日下挥洒的汗
水，对于许多参加完高考
的学生，这个炎热的夏
日，在尽力拼搏之后，就
是沉寂许久后青春式的放
纵和欢呼，在短暂的欢呼
后，反而会对漫漫前路产
生迷茫。

不确定的高考分数、
大学的选择、志愿的填
报、录取的情况……无一
不会让高考后的学生辗转
反侧。十几年苦读，似乎
只能把所有的心血和希望
寄托在高考这条几百万人
同踏而过的独木桥。而值
得庆幸的是，现在的孩子
们并非只有高考这这一条
独木桥可以走。

21日，在潍坊亚美欧
英语学校，准备出国留学
的孩子占了暑期班学员的
一半。记者走近这些想要
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孩子，
得到了一个答案：年轻不
怕吃苦，我们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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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告诉自己，我能行

“就想吃苦”。
这几个字从王佳俊口中倔强地

吐出来。在顺境中成长了十七年，17

岁的王佳俊也开始面临人生的选
择，“国内or国外”。

王佳俊家庭条件不错，独生子，
父母都是生意人，对他管教颇为严
厉，“学习是第一要务”一直在耳边
转悠。在书山题海中泡了十几年，走
到高考面前，王佳俊突然“不想这么
碌碌下去了”。

“就是想吃苦。”
这几个字不知什么时候起就进

了血液里。为了这几个字，初中毕业
的时候，王佳俊跑到附近一个建筑
工地当小工，扫水泥渣子。

一天赚一百元，王佳俊不缺钱，
也不只是为体会赚钱的感觉，“在蜜
罐里泡大”的他单纯想知道苦是什
么滋味，想知道自己能吃多少辛苦。

王佳俊干的算是工地上最轻的
活。夏天，天气极其闷热。一扫把下
去，水泥渣子扬起，二十米内看不清
东西。粘到身上，很快分不清本人是

谁。
干完第一天，回到家冲了个澡，

吃过晚饭，王佳俊一头扎在床上直
到天亮。爸妈说，你自己选择的，再
苦也得忍着。

王佳俊干了一个星期。回家后
短暂休整后，开始了高中生活。三年
后，成绩不太好的他面临两个选
择——— 在国内上所普通高校，或者
出国留学。

“听说国外毕业证很难拿”，
王佳俊跟父母说，自己想出国。

“国外可辛苦得多，语言、生
活习惯、课程可能成为障碍。”记
者提醒他。

“我就想接受那些磨炼。”王
佳俊笑笑，满不在乎中透着坚定，
不为给谁看，只为告诉自己，我能
行。

其实把我扔哪都能活

对于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张越
已做好准备。

高中是在寿光一中上的，成绩
一直在一本线附近徘徊，老师说，
上一本容易，上名校难。

“那还不如出国”，张越的妈
妈建议，张越于是没再读高三，跑
到人大去学了个二加三的课程。

“在国内教育中，只要跨过了
高考这个栏，进了大学基本上是放
羊了。”张越认真地说：“留学
生活其实挺苦：语言环境比较陌
生，遇到问题需自己解决，还有
外国的大学都是宽进严出，学习
很紧张，听说有时一周会有很多
次小考试，而且考试成绩都要算
进最后的成绩。”

张越周围有不少朋友出了
国，回来给她讲留学的故事：自
己打工、节衣缩食、语言不通、
不断学习否则难毕业……

一个字，苦。
这些苦并没有吓到张越，而

对于 9 0后的她来说，这一切辛
苦，都对她构成了巨大的吸引
力。

张越是独生女，除了高中住
校，衣食住行都由父母包办，从
小没有受到过什么挫折。

“其实把我扔哪都能活”，
张越很肯定地说，调皮地笑笑。
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
是年轻，吃苦也是幸福。

“高考是名校独木桥”

高考结束后，刘晓曦便再也没
有考虑关于成绩的事，因为“感觉很
不好”。周围的同学都在忙着对答案
估分看学校，刘晓曦着手准备参加
香港大学的考试。

一模的时候，刘晓曦考出了级
部第一的成绩。老师按他的成绩估
算，考名校没问题。“即使不是清华
北大，上海交大这一类的名校也应
轻而易举。”刘晓曦参加了上海交大
的自主招生考试，如果高考一志愿
填这个学校，可获五分的加分。

“高考不是独木桥，名校才是独
木桥。”这是刘晓曦对高考的认识。
名校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而如果进
一所普通的大学，他很怕自己随波
逐流，对未来难以交待。

高考考得并不理想，“状态不
好，”刘晓曦模糊觉得，与自己的名
校梦有了差距。而深藏以久的港大
梦则开始清晰起来。“那里可以接触
到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们交流，被他
们启发”刘晓曦说，虽然没有去过香
港，但他自信能够适应那里的氛围。

成人礼后的5个心愿
本报记者 赵磊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群刚刚
经历了黑色高三、残酷高考的准
大学生们，终于迎来了“解放”
的日子。在压抑和约束之后，他
们内心的渴望终于爆发。高考之
后，他们想付诸行动的是，已经
压抑了很久很久的愿望。这些愿
望，有的很渺小，有的很宏大，
但是却真实的反映了一个高考生
的心中所愿。

痛快地睡上一整天

“考试完了之后，首先就是
想睡个懒觉。本来是想睡上一整
天 的 ， 结 果 睡 到 1 1 点 就 起 来
了。”今年19岁的徐睿刚刚参加
完高考，她曾经在初中和高中，
先后担任广文中学、潍坊一中的
学生会主席。在高三的一年当
中，徐睿的生活作息都非常规
律，晚上10点下晚自习，10点半
熄灯，一般11点左右她就已经睡
下。

“其实，还有别的同学去自
修室继续熬夜，但是我睡觉比较
多，所以都没去过。”徐睿说，
第二天早上6点半到教室，所以她
一般会在5点40分就起床。

“当时来说，能睡这个时
间，已经算是不错了。中午还能

午休40分钟。”对于徐睿来说，
紧张的高三结束，美美地睡一觉
是她已经期盼好久的愿望。

想去现场看欧洲杯

尝试完早上不起床的感觉之
后，徐睿还想试试晚上不睡觉。
“终于可以通宵看球了，欧洲
杯、法网还有奥运会，真是太幸
福了。”

徐睿是一个标准的足球迷，
虽然身为女生的她并不太会踢
球，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于足球
的喜爱。喜欢足球，是源于徐睿
的父亲。徐父从小就喜欢足球，
也曾经在上学时期提过一段时间
的足球。正是受父亲的影响，徐
睿喜欢上了足球。

“上初中的时候，俱乐部
啊、欧冠联赛啊，我就经常半夜
爬起来看。”徐睿喜欢西班牙和
德国，只要是这两支队伍的比
赛，“只要不是对手太弱，我都
看”。

徐睿还喜欢博尔特，因为她
在学校参加运动会就是100米短跑
的运动员。她期待博尔特在奥运
会上能再次取得好成绩。

徐睿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
到欧洲杯的现场去看比赛。

到西藏自助游

前面两个愿望只能算是“小
KISS”，徐睿还有更大胆的想
法：她要跟另外两名女同学，到
四川、西藏自助游。

“不用家长跟着，我们自己
就能行。”从小就是以品学兼优
的乖乖女形象出现的徐睿，心底
也有一股叛逆的情怀。在同学提
出自助游的提议之后，正中她的
下怀，她当场就答应了。

“等着成绩下来以后，成绩
好就出去玩玩，成绩不好就出去
散散心。”徐睿的一个同学的老家
就在四川，所以他们初步打算先去
四川玩一站，然后直奔西藏。

“以前都是跟着我妈一起出去
旅游，去过黄山、云台山、大连、南
京。”徐睿还是想尝试一下不跟团、
不跟父母，只是和同学一同去旅
游，这样时间、形成都可以自己定，
不会很紧张，玩的很自由。

自己去体验社会

做了十多年学生，徐睿想在上
大学之前，提前体验一下社会生
活。于是，她应聘了一家教育机构，

准备勤工俭学一番。
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徐睿

就跟几个同学一起应聘到教育机
构。前期，她跟同学都是在学校旁
边，一个家长一个家长的推销假期
补习课程和新高一预习。随后，经
过五天的培训后，徐睿就开始在教
育机构当助教。

“昨天刚刚培训完，7月23号开
始做助教，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
玩。”徐睿想要找点事做。“从学校
出来，外面什么事也不懂，体验体
验这么多人一起工作。”

做点公益的事儿

徐睿不仅自己体验社会，还想
着做一些公益的事儿。

“每年高三，毕业生都会去学
校卖笔记、辅导书什么的。往年
都是卖了钱自己拿着，这次我跟
同学商量，把买笔记和辅导书的
钱捐出去。不管是通过希望工程
也好，或者买些益智类书籍送去
福利院也好，这样总能尽一些自
己的力量。”

很早之前，徐睿就有这个想
法，而且她也曾经通过希望工程
捐助了两个小学生。“这次有时
间，希望用更多的方式去做一做
公益。”

““怕怕吃吃苦苦，，不不留留学学””

宽宽宽进进进严严严出出出的的的生生生产产产力力力
本报记者 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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