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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等学校招生

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

中断 %& 年的高考首次
恢复!作文题带有鲜明的政
治色彩" 北京的作文题目
是#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天津的作文题则是#宏伟的
目标鼓舞着我"此时!%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虽已过
去!文学却依然摆脱不了政
治化的倾向"

%当时我们写作文总要
在结尾喊几句口号!否则就
感觉没写完 " & 经历了
!"$$'!"$' 年两次高考最

终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吴先生说道#%从当时的
国内形势来看!出这样的作
文题也是一种必然" &

%"&' !"

(& 世纪 '& 年代后!神

州大地吹起改革开放的春
风!%知识爆炸&成为 '& 年
代的时髦词! 关注社会热
点的作文题目成为主流 "

高考作文题对准经济体制
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环境
污染等方面! 强调文学与

生活的联系"

一名 ') 级考生回忆
道#%当时我们剪贴报纸来

搜集'获取知识!教室里挂
满了剪贴报纸!内容为(国
事'家事'天下事)!那年的
高考作文题正巧是 (树木'

森林'气候)!我们能很快切
题!就得益于平时对社会热
点问题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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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高考

作文题目思想解放的特点
更加明显!但在命题上仍有
一定局限"

%我参加了 %""*年高考
阅卷!当年作文题是#尝试"

很多学生写的内容不是尝试
蒸包子就是蒸饺子! 这也反

映出当时学生思路的闭塞以
及命题的局限性"&在北京市
一所重点中学教了 +& 年语
文的刘惠新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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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 世纪! 高考作

文更加鼓励学生写出有创
见的文章" (&&& 年要求考
生根据三角形等 * 个几何
图形!谈谈在生活中看问题
的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方
法"

(&&,年的题目是#感情
的亲疏远近对认知的正误

深浅的影响"这说明人类的
感情因素等直接影响到人
类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也
带给全社会一种思考"

山东大学 &* 级新闻系
鞠同学说#%我们这两年的
高考作文!大都是说看事情

应保持理智"这也是全社会
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吧" &

时至今年!一直被高考
作文所排斥的诗歌'戏剧体
裁终于%解禁&"考生们不但
在思维上可天马行空!在文
体上也可自由驰骋"这对于

考生的创新与发挥又是一
个极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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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岁的插队知青老鬼脱去山

西大同机械厂的工作服!揣着
北京大学新闻系 $$级的入学
通知书踏上北上的列车"这位
从 -$& 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的佼佼者!是恢复高考后第一
批被录取的大学生"

%"$$ 年 %. 月!我国恢复

了中断 %&年的高考制度!-$&

万名年龄介于 %, 岁到 ,$ 岁
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
为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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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岁的张世河
已是 ,个孩子的父亲!在民办
小学教课的微薄收入连孩子
的奶粉都难以供给"恢复高考
的信息是从妻子做鞋样的报
纸上得来的!这位做梦都想有
个%公办&身份的山村教师趁

着清冷的月明儿连夜赶到县
城! 搭上了 %"$$年高考报名
的%末班车&"

张世河脚上的 %状元&鞋
无声地丈量着备考的时光"妻
子拿家里最厚实的鞋底为丈
夫做了一双%状元&鞋!希望这

双用红墨水浸过的鞋子能为
丈夫带来好运" 无数个冬夜
里! 张世河穿着这双红棉鞋!

在不足 )平方米的陋室里!画
了一个又一个圈!最终他如愿
成了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

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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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恢复高考的第
%& 个年头! 张世河的女儿张

春凤走进高考考场" 为了减轻
父母的负担! 本想报考中国人

民大学中文系的张春凤! 却在
报考志愿栏里填下学费和生活
费%全包&的军事院校" 为此!这
个坚强的女孩偷偷地哭了一个
晚上" 如今已是北京一家公司
副总经理的张春凤回忆当年的
高考! 感慨万千#%高考改变的

不仅是我的命运! 同时也改变
了我对人生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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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迎来香港回归
的历史时刻! 陈步根也迎来了
%定夺人生&的高考时刻" 在恢
复高考 .&年后的考场上!这位
来自福州的男孩挥汗如雨!在
微微发潮的考卷上书写前程"

如今在一家外企做设计师的陈
步根说! 接到北京印刷学院入

学通知书的那天! 他骑着单车
一路狂奔! 正在变声的嗓子把
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 %""$+

吼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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