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高考季。著名作家路遥在代表
作 《人生》 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
时候。”无疑，高考之于人生来说，是关键
处，甚至于决定个人的命运。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王教长同
志，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参加了高
考，考上了当时的安徽农学院 （现为安徽
农业大学）。这场考试确定了他一生的轨
迹：毕业后，分配进入农垦系统的淮南农
场工作，直至退休后，还在农业系统发挥
余热，现任淮南市麻黄鸡协会常务副会长

和秘书长。
回首当年高考，王教长介绍，他是在

1978年7月参加的高考，也就是国家恢复高考
的第2年。此前他在寿县茶庵中学上学时，学
习时断时续，基础薄弱。大多数同学对高考没
有期望，也没有信心，他所在的毕业班补习
时，全班54人，参加高考的只有18人。

王教长回忆，当时的高考是语文、政
治、数理化5门课，另有英语加试，英语不
计总分，作为参考。他的考点是寿县二
中，茶庵中学组织学生乘坐长途客车赶到
县城。由于他在县城没有亲戚，老师就帮

着联系在考场旁的一所小学里住下，租了
席子和蚊帐，吃饭自己解决。待放榜时，
王教长考了 345.5 分，当年的本科线是 320
分，最终被安农录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那一刻，他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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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长：
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走进考场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1980 年理科，1981
年文科。”6月7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采访
了胡依群女士，聊起自己的高考经历，即便已
过去了42年，她依然记忆犹新。

“我上高中时，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
下都不怕’的时代。我曾经手抄过徐迟的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陈景润的故事津津乐
道，收藏过报道青年数学家丘成桐的《中国青
年报》。那时，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理科生，
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的操作台上走过人生，然
而第一年高考我名落孙山。”胡依群女士说，她
在痛苦和懊恼中度过一个星期后，决定复读再
战。班主任和她谈话，说她文科成绩好，理科
成绩弱，如果理改文胜算更大。可是胡依群心
有不甘，又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恋恋不舍地从
理科班转到文科班。

第二年高考时间是7月7、8、9三天。家里
没有电风扇，每天晚上胡依群把草席铺在水泥

地上睡觉，偶尔半夜醒来，总看到父亲或母亲
挥着芭蕉扇坐在身边陪伴，心中倍感温馨。

“我的考场在淮南一中，是几排红砖瓦
房。时隔31年，我的女儿在我高考的校园里
读书，三年后，也走向考场，考分比我多了整整
200分。缘，有时候就是那么妙不可言。”胡依
群说，她踏入考场时，人都是懵的，天又热。在
等卷子发下来的那几分钟，紧张到手脚发抖。
好在每次拿到卷子，她都会立刻平静下来，全
神贯注开始答卷。“我习惯通看全部考卷，然后
按顺序从头到尾答题。每次做完还有时间检
查一遍，一般是考完一场忘一场，不会和同学
对答案。所以考的什么内容大多都忘记了。
唯有两次作文题《画蛋》和《毁树容易种树难》
记忆深刻，我认为这两个作文都不难，或许《画
蛋》我发挥得更好些。”

那年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
英语以50%计入总分。胡依群考了408分，其

中语文85，数学88，堪称学霸。这一年，她考
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
新闻工作38年，事业与爱好完美合一。

今年5月，胡女士退休后第二年，与初中
同学相约回到母校24中，坐在教室里看着79
岁的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时空穿越，重回原
点，这一刻，她的记忆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
夏天。

图左一为胡依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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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依群:
我的高考记忆沉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夏天
本报记者 孙鸿

那一年，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火遍
大江南北，红极一时；

那一年，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
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渴望》成为一代
人的记忆金剧；

那一年，海湾战争轰然爆发，国内外哗
然声一片。

也是在那一年，李娥（化名）为参加高
考已做了十足准备。

“那时候过了晚上九、十点学校就会熄
灯，没办法，只能拿着书到学校的厕所，
因为厕所的灯是一夜亮着的。”李娥说，那
时候条件艰苦，高考的录取率相当低，根
本没法和现在比，对大部分人而言，能够
考上个专科学校就算是“熬出头”了。

“我们都是住校生，打水是 5 分钱一瓶
水，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在食堂吃饭，像我
们从农村出来的，只能自己从家里带粮
食，到学校换粮票。”回忆起往事，李娥有
些滔滔不绝，“为了节约时间专心学习，有
时候连食堂都不去，自己带着粮食去锅炉
房蒸一下，然后配一点咸菜，一吃就是一
个星期。”

熬过三年高中，李娥如愿参加了高考，
那时候和现在不同。现在是分数先下来，然
后填志愿，“那时候我们要自己先估分，然
后再填志愿。”

李娥说，那时高考的机制相对不完善，
很多考得好的学生也不一定有学上。有的估
分估得高，志愿填得高，结果分数下来不够

只能再来一年。“我自己估了 410 分，最后
成绩下来是405分，志愿填的是一所大专院
校，很幸运考上了。”

李娥高中所在学校是凤台一中，“那时
候一中很厉害，班里 50 多个人，本科就能
走掉将近 40 人，剩下的大都是专科，像我
成绩还算差的。”李娥笑着道。

李娥 ：

那段岁月，是最珍贵的回忆
本报记者 尚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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