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十
年。

高考，实在是太特殊了。每
逢这一节点，除了数百万考生，举
国进入高考模式：工地停工、车辆
禁鸣、交警护航，连狂热的广场舞
都可以为之消停几天；在各路媒
体上，高考的消息铺天盖地，无处
不是社会精英的追忆往昔与赶考
学子的励志誓言，连广告营销也
不能放过高考；而只要语文考试
作文题一公布，一年一度的全民
写作文的网络狂欢又要上演……

高考太特殊了，特殊到在这
几天，空气里的几乎每一个分子
都在传达一个信息：现在在高
考。无论身在何方、依然心系考
场的举国动员，以花样百出的形
式参与高考，放眼全世界，这样的

一幕都是罕见的。
高考业已恢复四十年了，但

它所承载的社会期待丝毫没有减
轻，社会舆论在其面前依然不能

“淡定”。对于无数中国人来说，
高考是“一次考试、终身缅怀”，怀
念与感激，期待与反思，在这几天
汹涌而至，将高考的每一个细节
与纹路审视一遍。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考呈现
“特殊”的一面，引发超乎寻常的
关注，恰恰由于它是“正常”的。
正常，体现在高考本身的存在，就
是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常识的
重申。尤其是在对社会流动性的
讨论日益高涨的今天，高考所承
载的，不只是一次考试，而是公
开、透明的社会底线，是勤奋刻苦
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当社会的
复杂面相不断显现，“背景”“关
系”乃至“颜值”等等不可捉摸、难

以确定的游戏规则在一定范围内
存在，高考无疑是最为正常、最可
预计的规则。社会形态无论历经
怎样宏观、微观的改变，高考可以
历经四十年而热度不减，从某种
程度上说，是人们在风云变幻中
对常识、底线的渴望。

高考在微观层面，是个人奋
斗、改变命运的呈现；从宏观层
面，它也是国家回归正常的标
记。高考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
早已嵌入了宏大叙事的话语中，
成为国家发展路径的一个注脚。
恢复高考以来的四十年，与之相
伴的是命运选择的自由，社会秩
序的构建，居民财富的累积，中国
经济的腾飞。这些虽都非高考之
功，但高考所承载的对知识的尊
重，对权利的认可，对拼搏的鼓
励，不可否认，这些都是中国这几
十年成就的精神源头。对高考的

反复礼赞，也是对这种回归正常
轨道、顺应历史潮流的路径选择
的再三肯定。

不可否认，高考并非完美无
瑕，高考改革同样是一个高频词
汇。无论怎样改革，都不能忘记
高考的精神气质：知识学问的涵
养，个人选择的自由，考试规则的
公平。高考的改革，也当顺着这
样一条正常的轨道，贯彻着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平等、公平
的共识，照顾个体的幸福，符合人
性的期待。全社会对高考，因感
念而聚焦，因珍惜而期待。

恢复高考走过四十年，它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景观，我们
已无法设想没有高考是何种面
貌。但我们依然因为它的到来而
激动，因为它承载了人们对正常
社会的期待：它有改变命运的希
望，它有公平透明的底线。

高考是“特殊”的，也是“正常”的

据新京报微博消息，6月7日9
点 17分，浙江某考点，温州一考生
迟到17分钟，被拒绝进入考场。按
照考场规定：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
入考点。现场视频可见，多人帮忙
求情，现场工作人员称“这是国家的
考试规定，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惋惜，但规矩必须遵守

@互撩菌：替她惋惜，但规矩
就是规矩。

@ofllofll：假如放她进去，那么
迟到 18 分钟的呢？迟到 18 分钟的
放进去了，迟到19分钟的呢？

@马答应：迟到15分钟不准进
考场，半小时内不准提前交卷都是
有原因的，除了影响考场纪律还有
漏题的嫌疑，毕竟作弊手段太多了。

@illuck：仿佛在说为什么我就
差了0.5分却不能上一本。

没人为你的过失买单

@xxXKatherineXxx：人 生 的
重要时刻必须提醒自己。正如去机
场，你迟到就是迟到，难道飞机等
你？不可能。

@七郎笔下：别讲理由、借口，
我高考的时候家里也没有车，距离
考场也很远。人生的路还很长，吸
取经验教训吧。

@ThomasXXS：当 你 出 了 象
牙塔，就明白社会上没人有义务为
你的过失买单。

完全可以人性化处理

@诸葛是个小淡定：放行一下
怎么了？人家拼了这么多年就为这
一刻，容易吗？

@沧桑的世界点着灯：规定是死
的，人是活的，能不能人性化一点？

@幸福温暖 yo：国家是有规
定，可是对于有梦想的人，难道就因
为这两分钟就要再等一年？国家知
道了会忍心吗？

@taoliwuyanyiyouyan：为什么
对一个因故高考迟到的孩子较真这
两分钟？进与不进可能改变孩子一
生的命运，一两分钟的迟到完全可
以人性化处理。

啥事都能求情，要规矩干什么？

@借个怀抱温暖：啥事都能求
情，要规矩干什么？有规矩就应该
认真对待！

@是你的大恬恬：规则之所以
存在，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相对公
平的环境和基本的行为准则。高考
是每一个孩子逐渐走向成年的一大
步，学会遵守规则是最基本的。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迟到17分钟被拒进考场

规则与人情
如何抉择？

□新京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
经历了几度寒暑，940万考生

走入考场，努力打开实现理想的
大门。祝福所有的考生，愿你们
能够得偿所愿，愿这只是你们精
彩人生的开始。

当下，高考越来越被寄托了
个体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沉重使
命。当人们看到毛坦厂万人送考
的恢弘场景时，当人们为学校门
口陪读父母吃着儿女的剩饭剩菜
而感动时，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
一点。

一次高考也许说明不了什
么，但当这场考试与社会流动、底
层逆袭紧紧绑在一起时，相信很
多人都再难轻松。

是的，高考从来就不是单纯
的考试，而是已经成了多少个人
与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中
国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的激荡历
史证明，一代代底层精英，走过高
考的独木桥，在实现个人理想的
同时，也成功走出了父辈的天空，
完成了人生逆袭。

当下的高考还是相对公平
的。每一个有志向学的青年，都
可以投身其中，经由这一渠道进
入高等学府，积累个人的文化资
本，进而实现个人的跃升、家庭的
改变。“知识改变命运”，并非泛泛
之谈，而是身边左右、各色人等的
现实轨迹。在找到更好的替代路
径之前，高考仍不失为解决阶层
固化、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平渠道。

2017 年 5 月 20 日，《光明日

报》刊发的一份调查报告，在对中
国若干地区以 985、211 高校为代
表的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进行
了抽样调查之后，结果显示，来自
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至少占全部
生源的 60%。其中，来自农民家
庭的生源占 30%以上，家庭父母
职业占比排名第一。这也反映
出，高考仍然为阶层上升提供了
不错的机会。

然而，大量学生和家庭希望通
过高考实现阶层逆袭，这本身也是
一个悲哀。高考，承载了我们时代
阶层上升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越来越多人生活富裕，对
于这些家庭的学生来说，高考考
得好，他们可以有更好发展；考得
差，甚至没有大学可上，也不代表
他们的人生就变得完全灰暗。因

为对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来
说，他们仍然有很多资源可以帮
助自己成功。

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有着比
底层家庭孩子多得多的选择。

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仍处
在快速增长中，民众的收入也在
不断增加。中国未来有很大的机
会建立橄榄型社会，届时，高考承
担的责任，更纯粹是对公民受教
育权和发展权的保障。

高考也可就此脱下沉重的枷
锁，采取更加个性化的考试方案。

一个更好的社会，不必把解
决阶层固化、实现阶层上升的使
命，完全付诸一次考试。而要淡
化高考这一使命，解决之道不在
教育，而在经济，在于如何让更多
家庭变得富裕。

高考何时不再承担阶层上升的使命
摘要┃一个更好的社会，不必把解决阶层固化、实现阶层上升的使命，完全付诸一次考试。而要淡化高考这一使命，解决之道不在

教育，而在经济，在于如何让更多家庭变得富裕。

摘要┃无论怎样改革，都不能忘记高考的精神气质：知识学问的涵养，个人选择的自由，考试规则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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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迟到了两分钟就被拒于
考场门外，很遗憾、很痛心。因为这
两分钟，数年努力或付诸东流。

网络舆论多以捍卫规则之名指
责考生，失之同情和宽恕，令人遗憾。

高考的规则很严，迟到15分钟
不得入内，开考30分钟之内不得交
卷。这固然是为了防止作弊，但在
这个时间节点上下浮动一两分钟，
即使高科技手段层出不穷，估计也
难成漏洞。况且作弊自有严厉处罚
进行约束。因此，应允许考务人员
在微小范围内拥有适度裁量权，以
体现规则的人情味。毕竟数年努
力，毕竟事关个人命运，因为一两分
钟被拒绝考试，太可惜了。（雨来）

考务人员
应有适度裁量权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