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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慈溪周巷镇，徐孟南的单身公寓里，简单到小偷恐怕也没

有欲望光顾，所以他总是进门后就大喇喇地把钥匙插在门上，

懒得拔下来。

一张床占去大半个房间，床头摆了语数外三本高考复习

书。床边桌子上的台式电脑，应该是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物

品。再旁边的小衣柜里有他的日常衣物，有一件蓝色的夹克

衫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工作专用服。

社会经历一点点改变着当年的叛逆少年。如今的徐孟

南，比起 9 年前要开朗得多了，面对媒体的镜头也不怎么害

羞，侃侃而谈。

9年里，他应聘的工作都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学历要求不

会超过高中。他也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老家两个孩

子嗷嗷待哺。

他觉得人生到了一个应该再次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当年

高考零分是不值得的，我应该去大学校园里的。”

浙江上海的新高考改革坚定了他第二次高考的信心

面对钱报记者，他袒露心声——

“零分高考”不值得，我想读大学
本报记者 郑琳

徐孟南所在的是一家制造汽车配件的工

厂，他每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为汽车顶

灯的开关印上的图案。

“很简单的工作，强度也不十分大。”徐孟

南说，“就是比较单调。”好处是，他可以一边

工作一边戴着耳机听英语和语文。

这十年来，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广告、

灯箱、卫浴、礼盒、井盖⋯⋯不一而足。他还

做过个人网站，开过淘宝店，后来又撰写开淘

宝店的攻略，“我发现教别人怎么开店，比自

己开店赚钱多。”徐孟南笑言。

徐孟南看过老家的高考卷子，很简单。

他对今年考上自己心目中的职业高校很有自

信。

本来，他打算安安静静地去考试。可是

报名那天，排队的时候上网看到浙江和上海

今年试点了高考新政。他猛然发现，新的高

考制度，和他 9 年前在博客里写下的教育改

革方案很像。

徐孟南回去就立刻做了一张对比的表

格，发在了博客上。9年前，19岁的徐孟南就

曾经设想过“走班学习”“选科目考试”“一年

多考”“按专业录取”等制度。当然，那时候他

的方案是很稚嫩的，只有大概的理念。

举几个例子。

徐孟南认为，初中就应该开始培养学生

的兴趣爱好，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以后的专

业。高中根据选的专业来选择必修科目。此

外还必须上日常知识课和体育课；学校应该

根据学生选的科目分班；文化课测试每学期

举行一次，根据一学年两回的测试和平时表

现分数评估学生的成绩；学生志愿按专业填

写，学校根据报考此专业的学生，成绩从高到

低按顺序录取⋯⋯

看到自己当年的想法在9年后真的实现

了，徐孟南很是激动。他再次联系了当年采

访过他的安徽媒体，媒体以“浪子回头”的主

题报道了他，却没有提他的高考方案，这让徐

孟南颇感失望，“我当年并没有错，只是选的

方式不对。”

不过这一次，他的事得到了网络时代的

宣传扩大，多家权威媒体转载并再度采访了

他。比起当年的零分，徐孟南这一次重返高

考的事迹轰动多了。

质疑声也扑面而至。不少人毫不客气地

批判他自我炒作，他自己有很多话想说。

记者（以下简称记）：对于 9 年前的“零分

高考”，现在是什么感觉？

徐孟南（以下简称徐）：对家人觉得愧疚，

但是仅限于家人，我觉得给他们造成了伤

害。他们对我期望很高，但是我让他们失望

了，所以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记：有媒体用“幡然悔悟”来形容你重返

高考，你觉得是这样吗？

徐：其实我不是后悔反抗教育制度，而是

觉得当年做的事情不值得。不值得的原因是

我希望用零分高考来呼吁大家关注教育制度

的弊端，引发教育改革，但是并没有达到目

的。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好多网友评论，有人

说假如我好好上大学，毕业论文写教育制度

方面的文章，比我高考零分会有效。我觉得

网友说得有道理。

记：对于你重新参加高考，你家人是什么

看法呢？

徐：我姐姐说要考就好好考吧。后来家

人都知道了，他们没有反对。可能家人也了

解我的脾气了，如果做了决定的事是改变不

了的。

记：重新高考上大学是为了圆大学梦

吗？你选了什么学校和专业？

徐：我想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也想了解

现在大学教育制度。我选了新闻专业，但是

并不是要当记者，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自媒

体。

记：还是想要宣传教育改革理念吗？

徐：我对这个还是很关注的。浙江和上

海今年实行的新高考和我当年提出的“三人

行”教育制度就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好的

教育制度是要让人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每

个人有自己的特色，找到职业目标。

记：你现在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了，那你会

希望他们考大学吗？

徐：我希望他们可以走正常的道路，参加

高考。当然如果他们不愿意，有自己的想法

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给他们自由，但我

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建议。

董德雨是徐孟南在工厂里最好的朋友，

也是带进门的“师傅”，徐孟南第一天上班就

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混得很熟，徐

孟南平时心里话会首先找董德雨说。

在董德雨眼里，这个安徽小伙子为人很

热心，肯帮人，干活也麻利，“在这里一年多，

没怎么请过假，老板也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工作起来和大家都一样，但是董德

雨也很快感觉到，这个人和他们“很不一样”。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一些话题，就感觉到

他的想法和我们其他人不同。”董德雨说，“我

们都是来打工赚钱养家的，我们想买房买车，而

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好像是来体验生活的。”

比如对吃穿住，徐孟南的要求都比工友们高。

徐孟南要参加高考，最早告诉了董德雨。

那时董德雨不太支持，“大学要四年，那你老婆

孩子怎么办呢？到时候毕业了，孩子都大了。

虽然念书也能打工赚钱，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他对记者说，徐孟南是想要弥补从前的遗憾。

对于 9 年前的“零分高考”，董德雨也是

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他从来没讲过。后来

我也找他问过这个事，我说教育制度那是教

育部门管的事情，你一个人怎么能改变呢？

但是我看到他贴出来当年写的方案，和现在

高考新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一个

人有这个预见性也是挺厉害的吧。”

自从徐孟南被媒体报道以后，网上的各

种评论也纷至沓来，不少人说他是炒作。但

是董德雨觉得，“他平时不会和人争执，碰到

有争执的事情，他往往就沉默了。挺和善的，

从来没见他生过气。可能生活里那些事情并

不是他关心的，没踩到他的底线。但是看到

网友的很多攻击，他还是很难过的。我想他

不是为了炒作什么，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他从

前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并没有错。”

说到底，徐孟南只是个想得比别人多一

点，不甘于现状，想获得理解的年轻人。

工友眼中的徐孟南：
他再高考是为了弥补遗憾

划重点

徐 孟 南 负 责

汽 车 装 饰 灯

罩 制 造 的 一

道工序，每天

工作超过 10

个小时，有时

还要值夜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