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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江高考
我们一起见证

6 月 7 日，浙江 2022 年

高考拉开帷幕。全省 36 万

余莘莘学子迎来了检验成果

的重要时刻。今年，全省共

设 81 个考区共 1.2 万余个

考场。

四岁萌娃、旗袍美妈、鼓

劲暖爸、保送生天团、护考骑

警、送考老师们⋯⋯昨天是

高考首日，钱江晚报·小时新

闻记者兵分十路，蹲点各大

考点，进行现场直播，带回了

最鲜活的考点动态。

浙江统一高考及选考在

6 月 7 日~10 日进行，持续 4

天 。 2022 夏 天 的 重 头 戏

“浙江高考”正在上映，除了

这部大片的考生主角，我们

还关注到场外目送他们走进

考场的人们。浙大教授张梦

新在杭十四中留影引起了记

者关注，作为 1977 年恢复

高考时的 77 级考生，45 年

前，他就是在这里赶考，他的

故事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

一个社会缩影。

高考第一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十路记者直击现场

75岁老教授在场外留影
“45年前，我在这里赶考”

本报记者 金丹丹

本报讯 昨天，在杭州第二中学滨江

校区的送考队伍中，高三（9）班班主任钱

桂芬正在发放“好运锦囊”，还给每位学生

一个拥抱。

这样的送考场面，钱老师经历了 32

年，“我想给他们一个鼓励，告诉他们只要

正常发挥，就没有什么问题！”

今年 11 月，钱老师将退休，这个班是

她带的第10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她教

化学，这届毕业生从高一入学就一手带起。

前天，她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课，把高中

三年所有任课老师找来，为学生们合唱《送

别》，许多学生忍不住落了泪。最后一节课

的时间很紧凑，钱老师给每位学生发毕业

证、准考证，拍了各种毕业照，最后把“厚

道”“后劲”四个大字写在黑板上，这是她送

给孩子们的寄语，“我上课常和你们说，要

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底

蕴、实力都要厚，这样才有能力帮助更多

人。‘后劲’是希望你们成为长跑选手，不光

在高考赛场上，今后也要坚持努力⋯⋯”

钱老师觉得，班里50个学生就像自己

带大的50个孩子。“早读响亮、黑板报出得

好、运动会‘毛毛虫’比赛拿了第一⋯⋯许

多学习生活中的小细节，都会让我为他们

开心自豪。带了这么多届，临近毕业还是

会舍不得。高三带班是挺辛苦，但这群学

生有灵气、有感恩之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个性，又紧紧团结，会为班级荣誉拼搏喝

彩，这些有趣的灵魂在一起，感觉很合拍。”

杭州第二中学滨江校区 2022 届高三

共有11位学生保送到清华北大，他们其中

的六位7日早上专门到门口为同学加油。

在钱老师眼中，这届毕业生是特殊的

一届，三年疫情贯穿高中生涯。钱老师记

得，高一寒假起就遇上疫情，她每天给班里

布置运动作业，到点就催同学们打卡，用运

动缓解居家学习的焦虑。这三年也让学生

们意识到，拥有健康体魄的重要性，许多学

生养成了运动习惯，有学生每天风雨无阻

都会去跑步。“疫情下的高中三年，也让他

们更快成长起来。”

对于三十多年来高考的各种变化，钱

老师印象最深的是考前的仪式感。“我觉得

这是满满爱意的体现。”她说，“大概从十来

年前开始，很多家长考前会订酒店的‘高考

房’，妈妈们送考会穿旗袍。这都是一种仪

式，也是一种被人爱的感觉，以一种隆重的

爱护，表达对孩子们的支持。”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戴欣怡

任教32年的钱老师
送自己最后一届学生赶考
任教32年的钱老师
送自己最后一届学生赶考

现场

昨天早上 8 点刚过，大部分考

生已经进入考场。杭十四中凤起校

区的大门一侧，一位老先生站定，拿

出手机，“45 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参

加高考的。帮我拍张照吧。”

取景框里，老先生着蓝衣蓝裤，

拿一个藏青色帆布袋，眼睛里似有

千言万语。老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今年75岁了，当时参加高考已过而

立之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

生，今天路过，来合影留个纪念，也

为考生们加油。“希望孩子们沉着冷

静，考出自己的水平。祝他们成

功！”

这位老先生，是浙江大学传媒

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张梦新

老师。“1977 年恢复高考，不光是个

人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历史

上的一件大事。”聊起 45 年前的高

考，张梦新很感慨，“很羡慕现在的

孩子们，赶上了好时候。我们77级

考生，当年的录取率只有 4.7%。而

现在，录取率翻了几十倍。”

1977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唯一

一次冬季高考。张梦新记得，那天

杭州很冷，但一上考场，寒冷一下子

抛到脑后，迅速全神贯注答题。“这

是我迟到了11年的高考。”

1966 年 6 月，张梦新在杭州大

学附中（现学军中学）读高三。他成

绩优异，目标是考上马路对面的杭

州大学。正要填报高考志愿时，突

然传来消息：高考取消！他懵了。

1968 年，“上山下乡”运动开

始，1700 万知识青年开始大迁徙。

已高中毕业两年多的张梦新和几百

名中学校友一起去了黑龙江。

“条件非常艰苦，一年没下雪的

时间只有 5 个月，很多活都是在冬

天的时候干。气温经常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刚开始，张梦新被分在

生产队务农，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民

办老师兼大队会计。

1973 年，全国刮起回城风。张

梦新先回到了老家富阳农村，后来，

他来到当时的杭州武林中学，成为

了一名中学教师。

1977 年的一个秋日，上完课的

张梦新翻报纸时突然看到一则消

息：要恢复高考了！

“这么多年颠沛流离，已经不敢

想恢复高考这件事了，没想到还能

遇上这一天！”虽然十多年都没有机

会参加高考，但是高考这个念头仍

留在他脑海的深处。

那时，张梦新已经结婚，儿子也

两岁了。“我觉得我应该去考，以后

孩子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他：老爸当

年也上过考场！”他毫不犹豫向学校

打了报告。因为是学校骨干，在报

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下午 4 点，他才

收到了同意参加高考的答复。

45年前的高考生回考场：帮我拍张照吧

1977 年 12 月 11 日，张梦新步

入考场。“那时，我工作的学校就在

狮虎桥路附近，高考考点就在步行

10分钟左右的杭十四中。”

那一年的高考作文，他记忆犹

新。作文题是“路”。张梦新说：“我

记得开头是这么写的：我走过西子

湖畔宽广平坦的林荫大道，到过黑

龙江泥泞的田间小路，也到过老家

富阳山区崎岖的山路⋯⋯”

1977 年高考，全国有 570 万考

生 ，录 取 27.3 万 人 ，录 取 率 仅 为

4.7%。一个考场里，最多只能考上

一个，对于年龄偏大的“老三届”来

说，能考上大学的就更为稀少。

1978 年春天，张梦新顺利被杭

州大学中文系录取。来到大学校

园，张梦新是抱着儿子去的。

“1977 年高考很特别。夫妻同

考、兄妹同考、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

比比皆是。”张梦新读的就是一个“超

级混合班”，141人中，年龄最大的30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如张梦新

的上铺、金庸的博士生卢敦基。

重拾学习的机会，张梦新倍加

珍惜。“我们拼命读书，想补回失去

的时间。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

当年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当时，

文二路的新华书店到了新书，我们

会通宵排队。”

“在而立之年，能迈入大学校

门，我深感庆幸。”大学毕业后，张梦

新留校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从

事古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

研究，学术成就斐然，先后担任中文

系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党总支书

记、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

持工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党

委书记、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

学院院长等职，2011年6月退休。

在学生们眼中，张梦新老师非

常拼。1995 年，日常工作繁重的他

已经 47 岁，评上副教授也已四年，

却又做出一个惊人决定，“自讨苦

吃”去考博。他利用晚上、节假日积

极备考。数月里，他废寝忘食地复

习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外语，翻阅

了大量的文献和学术论著，以罕见

的高分被录取。

“1977 年恢复高考，真的是我

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人才断

档，这一届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

各行各业的骨干，为社会发展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梦新感慨地

说，他的同学，大多成为了各个领域

的杰出人物。

当年录取率仅4.7%，他抱着儿子上大学当年录取率仅4.7%，他抱着儿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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