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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花 贴

□

雪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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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不是在写花， 我写的是人心。

我又是在写花， 写植物里的安静与妥帖，清

幽与怒艳。

牡丹：贵气太重。层层压人。那富贵仿佛

有重量。却又逼仄，盛气凌人之下，全是让人

退避三舍的气息。 像京剧里的梅派，体面端

庄，总一下子想起李胜素。

梅：寂寥动人。 小小的花，又清冽，是程

派，是白茶，是古琴，是初冬那一场雪，又是

喜欢一个人。 坐在角落里，偷偷喜欢，那冷

香，带着最鬼魅的诱惑。

兰：太孤独的花，养在深山，怕被人知，

独自芬芳———它的芬芳，无需人知！ 只要自

己闻到就够了，它不讨好任何人，绝不！哪怕

与世隔绝！

莲：残荷要好。盛开的荷太跋扈了。那妩

媚的样子带着妖气。没有古人笔下写的那么

好，画的那么好。 更多时候，它还要世间的

好，所以，俗。

菊：总有黯淡的微凉。 大概因为是九月

的缘故。 秋天的感觉总是凋敝的，菊亦不例

外。尽管也灿烂，可总像是一个美人迟暮，那

谢幕也是慌张的，没有办法的。想起菊来，总

有小小的揪心。 再美的菊，亦是凉的。

马蹄莲。这名字好。像一个人的青春匆匆

而过，只留下马蹄声。 另一个名字叫观音莲。

亦好。 形态飘逸，像一个过分自恋的人，知道

自己的美，所以，固执地保持着这种过分。

水仙：因为不染尘 ，所以 ，有自恋的资

本。 在泉州的冬天，它被绑成一小把一小把

的出售，有了动人的民间色彩。 在老收藏家

喝茶时，满屋的玉，茶几上一盆动人的水仙

花，泡上一壶普洱，开始说往事，水仙有了人

间气息。

朱顶红：委实像一个红伶人的名字。 艳

极了，美极了。 可是，分外孤寂。 那顶上有烈

艳的红开着，只一抹颜色，它也俏，可是那么

孤独。唱戏的人，难脱命薄的运，完美收梢的

不多。朱顶红，又似一杯烈酒。喝了，醉死，亦

心甘，亦情愿。 因为，是为了心里的那个人。

小苍兰：邻家女孩子的名字。 一个小字

就分外动人。苍兰是家常的，穿了布衣，梳了

麻花辫子。 最好的年华遇到最好的他，都是

彼此初恋，然后好下去，轻轻地问一句：你也

在这里啊？ 一辈子似水流年地过着。

球根海棠：亦叫夫妻花。幸福地开着，没

有道理地开着。 好夫妻恩爱没有理由，只因

为上天允他们是夫妻，是恩爱的伴侣。所以，

双双对对地开着。 那说不出的甜和蜜，自己

知道。

芍药：天生的壮丽。 没心没肺。 可是命

好。 芍药不算有品有格的花，但看起来是傻

人有傻福的那种女人。长相端丽，旺夫，果然

夫运极好，她亦华服美食，穿了貂皮 ，发了

福，子女亦是孝顺。简直是完美到体无完肤。

杜鹃：另一个名字叫映山红。 绽放时像

疼痛极了，像爱一个人疯了似的。 连命都不

要了。你如果要———那么，全拿去吧。一意孤

行地开着，开到荼蘼花事了。

紫罗兰：过分的洋气。 那紫色有淡淡哀

伤，喜欢一个人，他怎么不知道呢？亦似戏曲

中的程派，低沉婉转。 但是，骨子里是清高

的，它的紫色，是骨子里的骄傲。

三色堇：像一个人叫了好听的名字。 即

使姿色一般， 也能得到大家的宽慰与原谅。

三色堇，光听名字就心动一阵。花开得一般，

也叫人面花和鬼脸花，这种妖的名字实在和

花不相符。 三色堇总让人想起少年来，一个

人坐在花树下发呆，想着这三个字到底是什

么花，长大了才发现，最好的时光最少年。而

那花开成什么样，不重要了。

樱花：哦，如果殉情 ，最好死在樱花树

下。 樱花的死是壮烈的。 那些花的尸体本身

就像是殉情。没有比樱花更像春天或者更像

爱情的花了，短暂，易碎，转瞬即逝。 却又杀

伤力极强，转眼，杀你个片甲不留。

山茶花：刚参加工作，种过一盆山茶花。

这么多年，久久不忘。 山茶花有一种动人的

朴素。 不谄媚，亦不邀宠。 但有些太正了，太

正的花，不媚。

米兰：这名字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中女孩子的名字。 宁静演的。 真正的米兰是

小小的花。并不夺人。是未出阁的少女，有它

的贞静与安宁。 心情烦躁的时候，是可以养

一盆米兰的。 小小的花总能勾起我的怜爱，

那些大的、壮丽的花太夺目了，不是我的。这

些小花，略带羞涩与自卑，刚刚好。

栀子花： 三个字总让人想起江南的春

天。 每个女子发边都戴一朵栀子花。 干干净

净的花。 与江南的雨像情侣似的，洁白的花

开在江南的雨中，只能是栀子花。 这世界所

有事物必有因缘。 十三四岁时，我在小说中

看到这三个字便被打动了，栀子，太纯粹的

花。 单单因了这两个字，都美到惊心了。

月季：穿了一身假名牌的女子。 还趾高

气扬，笑话那些朴素的女子。本来自农村，装

成城里人的洋气。 从来没有喜欢过月季。 永

远不会喜欢。

茉莉：清新的女子。 桂纶美、刘若英、吴

倩莲。 朴素、简单、干净。 离性感很远。离素贞

很近。 眼神清淡，气息达观。 茉莉的香气似清

花，浓而不艳。摘一朵放在蜂蜜水里，清肺去

火。 忘年交王老师喜欢在院子里种茉莉，每

年夏天都跑去喝他的茉莉蜂蜜水。 好喝得很。

鸡冠花：骄傲的野性。 像男人，得意洋

洋炫耀着自己的一切：娇妻美妾，奢侈品 ，

豪宅……皮带上有大大的

H

，生怕别人不知

道。

千日红：《三娘教子》 中王春娥唱道：花

开哪有百日娇……所以，它叫千日红吧。 哪

有千日红？只是这样想想，俗气的红着，一日

比一日俗气，最后活成凡夫俗子。 真正成了

凡夫俗子了，也就成了自己的菩提了。

半支莲：多么让人心疼的名儿。 花开要

半，月儿要半，莲儿要半。半支莲有诗意的干

脆，但另一个名字底气十足：死不了。任你如

何伤害践踏，死不了。永远死不了！它开在房

前屋后，它开在山野间任何一个有一点点阳

光的地方……那么小的花，却那么坚强。 就

像它不美，可是，却自有一种味道与品质吸

引你，就像它叫死不了，却还有另一个动听

的名字半支莲。当我知道死不了还叫半支莲

时，心里一凛，原本，这坚韧与不堪本就是一

体。 原本，半支莲盛开时，照样风华绝代。

四季报春：真像一个耄耋老人。 五代同

堂了。 依然是耳不聋眼不花，保持着每天写

书法唱戏的雅性，中国传统文化灌溉后的沃

土，有着本色的天真和朴实，即使富贵气亦

是动人非凡。

教 育

□

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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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事了，但每每忆及，仍觉很有教益。

那时，开放搞活才起步，市场火爆，抢购成风，挣钱如同小河汊里捞

虾，只要笊篱下得准，抄起就是可观的收益。部分人一夜暴富，淘得盆溢

铍满，其中不乏除能把自家名姓写得像鳖爬外，斗大字再难识半升的文

盲。受此怂恿，读书无用再度招摇，蛊惑得一些人五迷三瞪，不惜将主意

打到孩子身上，段建就是其中之一。

他儿子段强，才

12

岁，上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中不溜。 他觉着儿

子再搭几年工夫，考大学怕也是镜中烧饼。现在退学，不仅能挣钱，还省

了上学钱，不是一举双得？再说，实情明摆着，能否挣钱，全凭运气，跟文

化深浅没啥关系。 说不定几年后， 同学还憨蛋似地念着傻书， 儿子已

成万元户 （万元户为当时巨富）， 戴上了光荣花。 于是， 他令儿子退

学。 儿子说老师不同意。 他说老师又不管你吃喝， 他不同意算屁！ 儿

子说老师要见家长。 他气哼哼地想， 真是王老汉闲扯淡， 我儿上不上

学与你何干， 管得怪宽！ 不过， 他没拗过儿子， 只得找老师表白。 班

主任梁老师是家居外村的公办教师， 他死活不答应退学， 比方说圆开

导了俩钟头， 话说了三火车， 终是以水沃石， 毫无效果。 梁老师只得

搬出 《义务教育法》， 可他却一点儿不当回事， 说， 孩子是我的， 想

上学就上， 不想上就回家， 谁能把球毛薅掉！ 梁老师说没文化的孩

子，别说挣钱，一不留神，会赔个倒贴。他嘿嘿笑出一丝轻蔑，说，这你不

懂了吧！我，连名字都写不囫囵，可捣腾一次山货，净赚

4000

元。你有文

化水，一月不才仨核桃俩枣？梁老师说，你这叫偶然得利，没文化迟早得

栽。 让孩子辍学赚钱，是鼠目寸光，杀鸡取蛋，毁的是孩子一生，你要慎

重些！ 他则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只管拽上儿子扬长回家。 梁老师很

无奈，又心下不甘。

辍学次日，段父有事需往县城，家种的大葱得卖，他拎出

40

斤重的

一捆，让儿子去赶集。 儿子不认秤，他苦心教了个把钟头，最后说，这葱

曾是皇上贡品，一元钱一斤，不还价。儿子明白了，自行车驮上葱赶往集

市。

因是初来，段强寻个角落摆上葱。 有人问价，搞价，他严遵父命。 很

快， 一俊生生的少妇凑来， 详细问完价格后， 对着葱捆瞧看半天， 说

小同志， 你爹说这葱一元一斤， 就按你爹的意思办， 中不？ 段强显出

高兴， 说中。 少妇说， 你爹说一根整葱囫囵个卖一元一斤， 是吧？ 段

强点头。 少妇说我不要囫囵个的， 把葱从中间切断， 我全要下边这一

半， 该是

5

毛钱一斤， 对吧？ 段强愣了， 半天没反应。 少妇又说， 你

看， 葱囫囵个卖一元一斤， 我只要一半， 钱不是也得减一半？ 一元减

一半不正好是

5

毛？ 上边那一半， 一斤还能卖

5

毛， 两个

5

毛相加，

正好是一元！ 段强先点头， 又摇头， 似懂， 又似未懂。 此时， 一旁待

了半天的青年男子帮言说， 小同志， 人家要一半， 一斤给

5

毛， 那一

半， 一斤还能卖

5

毛， 俩

5

毛相加， 正好是一元钱， 一点儿不错， 别

犹豫了， 好歹遇个大户， 别让黄了。 这话生出效果， 段强想通了， 却

说没带刀， 咋切？ 少妇说我正好带着， 说着三下五去二， 一捆葱便拦

腰切断， 一秤，葱白部分正好

20

斤。少妇让段强算账，他用小棍在地上

写画半天还没算成，少妇嘴叨着“二五一十”算好后，递上

10

元钱，让段

强查完没错，拎上葱走了。

余下下半部

20

斤葱叶， 段强耐着性等到日薄西山也没人再问一

声，只得收拾了回家。 初次出摊，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卖了一半，忧的是

还剩一半。 不过不当紧，明天再卖！

段父摸黑回家，见当屋扔一捆葱叶，即觉不祥。 儿子递过

10

元钱，

没说两句话，他兜头一巴掌扇过去，骂道，你娘个头，有卖掉葱白留葱叶

的嘛？ 你个傻瓜笨蛋败家子，看我不赎你的皮……这时，梁老师走进来

一把拦住，说要赎还是先赎你自己，这不都是你“导演”的？ 孩子才

12

岁，懂啥？ 你却不让上学。 告你说，庆幸吧，这损失是小的，要是大生意，

脑壳已赔进拽不出来了！

原来，梁老师劝不转他，又心下不甘，便找寻教育茬口。今早见段强

去卖葱， 他忙骑车赶回五里外的家给媳妇面授了机宜， 怕一个人哄不

转，又让小舅子到集上做托配合……至此，段父明白了，他朝自己脸上

刮一掌，说我真是浑球儿，多亏了梁老师，明天就让孩子去上学！

梁老师掏出钱，说今天这葱是

40

斤，买走葱白等于买下整捆葱，一

元一斤，共

40

元。白天给过

10

元，还差

30

元，给你补上。段父推死让活

不愿要，终是拗不过，说葱白部分

10

元，葱叶部分也

10

元，整捆葱

20

元够了，多给

20

元……梁老师笑笑说，孩子是小迷瞪，你当爹的是大迷

瞪！再想想，整捆葱一元一斤，

40

斤该卖

40

元，对吧？中间切开后，如果

只按葱白部分那

20

斤算，该是

2

元一斤才能卖够

40

元。如果按葱白部

分一斤

5

毛，葱叶部分一斤

5

毛，二者加起来一元钱算，那不是

2

斤才

卖一元钱，是不是傻瓜算法？段父终于迷瞪过来，说我真长个驴脑袋，三

搅两缠就浑球儿。 看来这文化水还真挺重要，不管大人小娃，谁要是缺

了它，迟早一准挨疙瘩……

致永远的青春

□

张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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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杜开车， 我坐在副驾位置上， 两个发小，以

60

码的速度一路往南，老家的方向，父母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忍不住就讲

给了阿杜。

上学的时候，我曾经偷偷暗恋过班上一个陕西

男生。他个子不高，但白白静静，爱穿白衬衫……那

时候，我也就刚从这条路走出老家，没有特长，农村

小孩儿除了读书就会玩泥巴，哪见过什么世面。 可

他不一样，在我还没出过焦作的时候，他去过北京，

他会游泳，他会滑旱冰，他明明不穷但吃东西会把

碗底舔得很干净，他喜欢逃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老师扭头板书的时候他能很帅气地就溜到自己座

位上。 我坐在前排看不到，但有些东西靠感觉……

总之，连他的家乡陕西那时对我来说，也是个神秘

而遥远的地方，那时候，他的一切都充满了阳光、朝

气和健康，让我仰视。在之后的若干年，他的存在也

还可以说直接影响着我的择偶标准，那就是：不能

太高，不能留胡须，必须要有才情，也不能太中规中

矩。

当然后来我也知道，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不见得

全好。 只怪我“中毒”太深。

我跟他自然没戏。 说好听点，当时就是“发乎

情，止乎礼”。说不好听点“单相思”而已。电影《致青

春》在安排毕业戏的时候，几个人碰着杯、醉着酒、

吟着诗：“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还乡，醉笑陪

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 ”

我们毕业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承认自己明

明心里不正经，还假装正经，反正是越在心里想他

越是要跟他拉开距离。 也许还更因为，明知他心里

没你。

毕业后，他去了千里之外的一个沿海城市。 我

守着家乡，最开始还一直梦着远方，想海浪打过来，

带着蓝莹莹的清凉……后来， 也许是生活压力大，

梦少了，没了。

12

年后，同学有次聚会，也曾经偷偷想过，他

要能来，即使是远远看他一眼，或者在远处听听他

的讲话，就已经很好。 但终是没有来。 谈不上失望，

因为本来也没有期望过。

命运是爱捉弄人，有时候未了的缘分，它不愿

意欠你一个结局。

15

年后，千万里，我竟然被单位派到离他咫尺

之遥的另一个城市工作一年。无数次想过踏进他居

住的城池。 无数次耳边响起陈奕迅的歌：我多么想

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

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无数

次又告诉自己相见不如怀念。

一年的期限，开始朝倒计时一天天逼近，就这

样走了吗？ 有时候我会遗憾地想。 他当然不知道这

些，从一开始，他就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真的要见面了，一周后。我没有非

要去找他，他亦不是非要来见我，而是很正经的理

由：他来出差。

这之前的

17

年，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再见到

他，也曾经无数次想过今生再也不会见他了。 只是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挂了电话，竟是心如止水的

平静。可短短两天，我就变卦了，一开始对自己的头

发不满意，之后马上又决定我必须去买件昂贵的衣

服。可转了一圈，懊恼地什么也没有买到。最后坐下

想，就这样吧，此情此景，重要的压根儿不是我漂亮

不漂亮，而是能不能坦然地去面对这件事。 少女时

代他就不曾动过我的心，何况我已是明日黄花？ 何

况此时我也根本不需要他动心。 那么，就是见个思

念已久的老同学， 这样一颗不安分的心， 才算安

定。

还在等他，不过生活如常。 我想，有一天，他来

了。 我说：噢，然后飞奔下楼，说，你好。 也许我会主

动激他多喝一杯，我一定会借着酒劲向他透露一点

当年暗藏的少女情怀，也许他会一惊一乍，如果他

坏坏地说那咱们现在开始？那样的话我一定会踢他

成内伤，但是，临别我会想和他拥抱作别吗？是该流

泪还是该微笑……

地球真的很大，坐上火车，一天一宿是我和他

的距离。 可有的时候，人心又远比这路途漫长和遥

远。 谁又知道，再见今夕是何年？

但无论如何，很感谢命运给了我们这段故事一

个阶段性的完美。

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

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青春来过又

走了，但我们，无怨无悔。

———谨以此，致我们永远的青春。

借 口

□

白 涛

活有活的借口。

死有死的理由。

那么灵魂在哪？

我怎分得清起点和归宿。

漆黑的家园旁到处是闲置的灯光。

有那么多闲置的美好，

老去在人看不到的角落。

有那么多闲置的美好，

都被喜欢挥霍的人一一捡到。

夜虽长，

用来下酒却不够。

路虽宽，

却没有田野的温柔。

别怕迷路，也不必等候。

只需筛遍整条河流，

只不过踏遍整条长路。

只是守着一颗心，

对自己说：

不再挥霍，

也绝不去找，任何一个借口。

花鸟画 周亚平 作

人生记忆

□

杨 帆

������

“人生总是精彩的！ ”这是一位叫梅子的博友在博客上给我的留言。

是的，只要我们去努力，人生总是精彩的。 人生有多种色彩，努力

了，拼搏了，人生就会多姿多彩。 终日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人生只会是

一潭死水。

不知不觉，我已年近半百。回望过去的岁月，说不上有多么精彩，但

也不是一事无成。 农村、工厂、机关，学生、农民、工人，乡村干部、公务

员、新闻记者，多种岗位、多种角色、多种体验，几十年的奋争、拼搏，总

算换得了自认为还算精彩的人生之路。

我开始上学时还是“文革”时期，学生没啥压力，也没有课外作业，

平时大部分时间是玩耍，下河逮小鱼摸小虾，上树掏鸟窝摸鸟蛋，要不

就是到处闲逛。 我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每次到亲戚家、到父母的朋友

家，我都要大人给我找书看。 当时的农村家庭没有多少书籍，农村的叔

叔、婶婶也一般不看书，他们便让我自己上楼（当时谁家有书一般都放

在木阁楼上）去找。 就这样，我在那个文化贫乏的年代里阅读到了包括

《苦菜花》《在烈火中永生》《水浒传》《西游记》《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等大量中外名著。

这些书籍丰富了我的知识，当时的农村落后、闭塞，农村孩子更是

知识匮乏。我因此有了比其他小朋友更多的资本，因为我比他们知道的

事情要多，比他们的视野要开阔许多。 我比他们更崇拜知识，也就是从

那时起，我心中有了长大以后当老师的理想；那个时候，在我的心中，老

师就是知识的化身。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很长时间是把当老师作为奋斗目标的，这种

情结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时，我由于英语成绩特别差，在高

考预选中落榜，与正式高考失之交臂。 我无奈回到了农村，当老师的理

想也随之破灭。 我只能重新定位自己，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

我也坚信，只要勤奋努力，我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

我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处于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上

小学时开始“复课闹革命”，升初中、高中实行“二改三”，高中毕业遇到

高考预选。

1971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各项工作开始整顿，教育也逐步

开始走向正规，学校师生回到教室，重新开始正规的教学活动。 这就是

当时所谓的“教育回潮”，也称为“复课闹革命”。 也正是在这一年，我从

一个懵懂孩童成了一名小学生。

1976

年，我升入初中，当年

9

月，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永远离开了我

们，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文革”宣告结束。

1977

年

10

月，中央宣布恢复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制度。

我开始上学时，“文革”还在继续，教学秩序比较混乱，在教学上是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有条件的学校还自

办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六年

时间，作为农村学生，我们在学习种地、锄草、浇水、施肥、收获等之外，

还学习做蜡烛、做粉笔等。 记得我们种的红薯年年丰收，收红薯的季节

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上初中时教材奇缺，我们用的课本都是借学兄学姐用过的教材。就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度过了三年的初中生活。 当时学习气氛特别浓

厚，我们经常要参加各类竞赛考试，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作

文竞赛、英语竞赛，学校组织的、公社组织的、县里组织的等。我很幸运，

在这些竞赛中多次获奖。 而最值得骄傲的是，在

1978

年底举行的沁阳

县中学生首届数理化竞赛中，我获得了全县初中物理第四名的好成绩，

奖品是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在当时，这是一个很贵重的奖品，

那时候时兴的“三转一响”中的“一响”指的就是收音机，其他“三转”分

别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1979

年夏天，我要升高中了。 我没有选择沁阳一中，而是进了我

家乡的社办高中———柏香高中。 在当时，柏香高中比沁阳一中还要牛

气。 比如，每年高考，柏香高中的学生总有人在当时的新乡地区拿学

科第一名、第二名的好成绩，甚至还有一年囊括了全地区的各科第一

名。 恢复高考制度后沁阳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个

社办高中的毕业生。 我们这届毕业生，当年有

100

多人考上了各类大

中专院校。

高中阶段，我们依然缺少教材，三年里我们很少有整册的课本，用

的书都是分批印发的书页，一学期结束后才能装订成册。 当时，我们的

学习兴趣特别浓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英语广播讲座”甚是火

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数理化丛书”极度难觅，拥有收音机的

学生更是寥寥无几， 我在初中时获奖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自然就成为

“班宝”， 每天下午

6

点到

6

点半， 班里的同学们齐刷刷地静坐在教室

里，收听着从这台收音机里播出的英语讲座。

上高中时，我参与了学校许多社会活动。 作为一名优秀学生，我一

直是学生会干部，课代表、学习委员、团支书

......

几乎每个学生干部的角

色我都做过。我担任学校学生会体育委员的一年时间里，每天早上要带

着全校学生上早操，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校，并按时吹响起床哨，整整

一年从没有间断过。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栗殿梧校长在讲话中称赞

我是我们高中的“雄鸡”，并对我进行了特别的表彰。

我高中毕业那年，也是实行高考预考的第一年，所有考生必须先参

加预选考试，合格了才能有资格参加正式高考。 就是这个预选考试，改

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高中分班时学的是文科， 除英语外各科成绩都可以算得上优

秀。 但预选考试时，我落榜了———由于英语成绩太差，以

2

分之差名落

孙山。 当年我们班只分了

５

个参加正式高考的名额，我排名第六。 对于

我来说，那是一个黑色的

５

月。

对于我的落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可能谁都没有想到，大

家难以想象像我这样一个成绩那么好的学生会被预选考试挡在了高考

大门之外！现在高考预考制度早已经取消，

预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高考评卷的

压力， 但每年都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因临

场发挥失误与正式高考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