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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当年考上大学，杜铁
山说“属于自己正常发挥”，但
他回头想想，也有幸运和坚持
的成分在里面。“很多考生没
有复习资料，我是借自行车跑
了八里地去公社教研组买的

复习资料；另外，我利用在公
社当老师之便收集报纸，对知
识点和考点有一定的敏感性；
还有，我买的中国地图也没浪
费，考试用到了不少上面的知
识。”

“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
运密不可分，感谢我遇上了那
个改革开放的年代。难忘 40
年前那场考试，这一直是激励
我人生不断前进的精神动
力！”杜铁山如是说。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 感谢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

杜铁山：

难忘那场
改变命运之考的
点点滴滴
□本报记者 吕占伟/文 李英平/图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河流。”现如今，59岁的杜铁山
对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
这句名言感触越来越深。“如
果不是1977年那次高考，我可
能还在乡里，在乡村教师的岗
位上即将退休。”如今身为平
煤神马集团法律事务部调研
员的杜铁山感慨地说。年届
花甲的杜铁山中等身材，鼻梁
上架一副近视镜，镜片后的目
光透出睿智，笑容和蔼，知识

分子形象十足。
40年前的那3天，正值冬

季，19岁的杜铁山在家乡的高
考考场上左手托着腮，右手紧
握钢笔在试卷上沙沙沙地答
题，时不时将冻红的手放到嘴
前哈着气暖着。

那场考试改变了他的命
运，将一个乡村民办青年教师
送进大学校园深造，并最终成
长为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一名
管理干部。

杜铁山 1958 年出生在河
南省巩义市（当时为巩县）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出生那年正
赶上“钢铁元帅升帐”的大跃进
时期。父亲在外当煤矿工人，
母亲拉扯着 4 个子女在家生
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但身
为家中老大的杜铁山从小到大
学习都非常努力，给兄弟姐妹
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1977年 10月的一天，当时
在巩县小关公社杜沟大队当语
文老师的杜铁山通过广播得知
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头一阵
兴奋，但随后陷入了迷茫。

杜铁山 1976 年高中毕业
后回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当时农村娃除了参军当兵，
没有更好的出路，当兵最后还
得回乡。上大学都是通过推
荐的方式，一个大队好几年才
会轮到一个推荐名额。那时
候我根本就没想过有机会能
进一步深造，就在这个时候，
（恢复高考的）好消息来了，所
以很兴奋”。

但随后令他感到迷茫的
是，自己入学恰好赶上十年“文
革”，其间又学工学农，学“白卷
英雄”张铁生，高中就没有正儿

八经地学过习，“高中最后一年
不学文化课了，参加农业技术
班，学习小麦种植等”。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看过
一部有名的电影《决裂》，葛存
壮在其中扮演一位姓孙的教
授，在农村的课堂上起劲地给
学员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却
把前来求他为牛治病的农民轰
出门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马尾巴的功能”便成了嘲
讽学究的流行语。可想而知，
在那个年代和环境里，有多少

“杜铁山”能学到系统的理论知
识？！

因为怕考不上，杜铁山就
想放弃报考的机会，当工人的
叔叔得知他的想法后，对他说
了一句话：“你老师说你还可
以！”

这句话使杜铁山念头一
转：不就是一张报考证吗，报名
费就5毛钱！于是，他下定了
决心，还专门到公社办的补习
班参加补习。班上有四五十名
学员，令他吃惊的是，里面竟有
不少是他的高中老师！他顿时
傻眼了：这下考大学更没戏
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
了。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 他在大队当民办教师

他至今还记得，补习班语
文课讲的是荀子的《劝学篇》，
任课老师来自乡公社高中。

高考时间定在 12 月，复
习时间很紧。杜铁山在公社
教课之余，抓紧业余时间复
习，他报考的是文科，要考语
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

“我语文好，数学成绩不行，
政治、地理、历史是我重点补
习的科目”，那个时候没有任
何指导教材，杜铁山仅找到

了一本初二的数学课本。为
了备考，他花了4元钱从乡公
社教研组买了一套油印的复
习资料，里面有“什么是四
化”“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
理论”等内容，他还专门到四
公里外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
一张中国地图突击地理知
识。

备考时事政治就是靠收
集报纸这个途径了。当时全
校仅一份《人民日报》，期期都

被杜铁山借阅。
那段时间，白天的教学任

务结束后，杜铁山每天晚上都
在居住的窑洞里复习备考到
深夜，“我和同事杜景山一起
复习，他后来考上了郑大中文
系”。杜铁山至今还记得，那
时候为了记住“公元 475 年，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这个知识
点，他用了音符记忆法，“拼起
来就是 fa xi sao（475），我就
记住了这个年代”。

千方百计地想法补习 他难忘紧张的考前突击

恢复高考那年，国家规定
1966 年至 1977 年间的学生都
可以报考，结果是有的考生仅
16 岁，有的则抱着孩子，还有
师生同考、父子齐上考场的。
杜铁山记得，1977年12月7、8、
9日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

“那几天的考试，每场考试都
调换考场和座位，为了防止作
弊”。

提起考场情况和考试内
容，杜铁山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个考场有三四十人，一
共四场考试，每场90分钟，满
分都是 100分，都安排在了上
午，文科的语文、数学、政治各
一张试卷，历史、地理是一张
试卷，第一场考语文，接下来
是史地、数学、政治。

语文试卷知识考查占 40
分，作文60分。知识考查试题
主要有纠正错别字、病句，还

有古文翻译、诗词填空，古文
翻译有《劝学篇》中的一段和
《陈涉起义》中的一段。作文
题目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心
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另一个
是《梅岭三章》读后感，要求选
择其一，字数 900 至 1200 字，
不准写诗歌。杜铁山当时选
择了《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
堂》，写的是抒情散文，大概写
了 1200 字。因为心中充满了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所
以写得很流畅。

杜铁山说，因为农村教育
落后，身边的考生大多没多少
知识储备，他想着自己能考个
中专，将来能在家乡小学当一
名教师就知足了，结果，那一
年，杜铁山所在的乡考上本
科、大专的考生一共9人，他是
考上本科的4人之一。

“那一届考生的数学分普

遍不高……理科本科线 180
分，文科本科线240分。我考
了多少分不知道，也无法查
询，只是后来接到电话通知才
得知自己被录取。当时那个
兴奋啊！”杜铁山甜蜜地回忆
道。

春节前到县医院里参加
了体检，过了春节就是漫长的
等待。

他记得，那是 1978年 2月
19 日，当天是正月十三，早上
他正在学校操场上锻炼，收到
了投递员骑摩托车送来的开
封师院（河南大学前身）的录
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感到自
己的命运改变了，努力也得到
了回报。

3 月 5 日到大学报到，杜
铁山终于坐到河大中文系的
班级里，实现了自己的大学
梦。

得偿所愿考入大学 他成为时代的幸运儿
回想起1977年那段难忘的高考时光，杜铁山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