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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学期，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师生们惊

喜地发现，一尊朱震亨雕像落户在滨文校区，为开

春后的校园增添了一道人文风景。

如何着力形成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中医药文化

影响力，充分发掘我省深厚的中医药文化资源？浙

江中医药大学一直在认真思考，并不断付诸于实

践。

朱震亨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金

元四大家之一，古代浙江最杰出的医学家。他对

于“四伤”（即气、血、痰、郁）与养生寿老的研究极

具特色。他的学术思想、医学理论、医疗技术成

就等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他所创立的“丹溪

学派”深刻影响了元代以后的中国医学，世称“滋

阴派”鼻祖。为此，经过全面遴选，浙江中医药大

学 决 定 在 滨 文 校 区 矗 立 高 大 的 朱 震 亨 雕 像 。

经 过半年多校内中医药文化专家的论证审改和

后勤建设部门的支持，朱震亨雕像于 2023 年 1 月

落成。

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浙江中医药文化研

究院院长黄文秀表示，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一项

重要功能，浙江是中医药发祥地之一，浙江中医药

大学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和谐的大爱文

化、卓越的学术文化、精致的品牌文化、大气的发展

文化，将中医药特色融入文化校园建设。学校已建

成浙江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文化碑廊，在两校区

建有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首届“国医大师”何任

等著名中医药学家雕像，朱震亨雕像的落成将进一

步丰富文化校园内涵，为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营

造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陈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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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考研的学生经历了史上最艰难的

初试，因为去年 12 月 24~26 日初试的时候，正

好遭遇了疫情的一轮突发，很多学生临考前

“阳”了。

“我20多天没出大门，还是被病毒感染了，

当时一直吐，考试前三天‘阳’了。”就读于某师

范大学 2019 级学生梦木（化名）说，考试首日，

她还是忍着高烧、喉咙痛、咳嗽这些症状走进了

考场。坚持了一天，梦木决定放弃。“在‘阳’场，

周围的人都在咳，咳嗽的声音就没有停过，比监

考老师的皮鞋声音还刺耳，挺受影响的，根本发

挥不出应有水平。”

梦木仍记得她在候考时看到的场景：早上

七点左右，很多同学在校门口排队，交流中甚至

有人在说自己正高烧40度。进了校门，有几位

同学把帽子摘了后，头顶隐约冒热气。

与梦木“考场一日游”不同，2019级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马均同学算是彻底的弃考

生。毕业在即，马均正在一边找工作，一边准备

“二战”考研。他苦笑着说，其实自己做过挣扎，

并没有果断弃考，阳了后还想着再刷一套题，但

真的做不下去，头疼欲裂。“在梦想面前，谁都不

会愿意放弃。但在高烧面前，谁也别幻想能搞

定微积分的题。”

记者同时采访了一些阅卷老师，老师们共

同的感觉：近年来虽然考研人数每年都在增长，

但草草答卷，甚至交白卷的现象也同样普遍存

在。

有的阅卷老师发现 150 分的专业试卷，大

批学生只考出了 50 多分的成绩。因为考虑到

今年很多学生发烧坚持考试，老师们都一分一

分给学生找。但是碰到“空白卷”，老师就真的

无能为力了。“有的考生，可能真的只是为了逃

避就业才来参加考试的。”

对考研失利的同学，是选择“二战”还是就

业？

张裕晨老师认为，“应该回归到自身的职业

生涯规划角度去考虑。如果目前职业对学历起

点要求较高，比如把大学教师作为职业目标的，

基本上是肯定要考研、读博的。那么总结经验，

再战一年有必要。但如果第一次考研分数与录

取分数差距较大，说明自身可能在目前专业领

域并没有优势，可以早点决断更换能发挥自身

潜质的赛道。”

心怀梦想：弃考生大多准备“二战”

教育学（不含体育学）总分国家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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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2023 年硕士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出炉，初试国家线预计将在 3 月 15

日左右公布。

202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到474万人，为历年最高，比去年增长3.72%。仅浙

江省就有17.4万名考生，全省设立了103个考点。

今年的考生在去年 12 月初试时还遭遇了疫情，不少考生弃考或带病上场，阳性考

场中咳嗽声此起彼伏，阴性考场里则每天有减员现象。

那么，今年的国家线还会继续水涨船高吗？因病弃考的同学，要不要“二战”？记者

采访了各路专家、考生、成功上岸的过来人，为大家全方位解读。

2023年考研成绩出炉，初试国家线3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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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开始，考研人数每年都在大幅度

上涨，从 177 万，增长到 2022 年的 457 万。其

中 2022 年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比 2021 年

增加了 80 万人，增长率高达 21％。与之相应

的是，初试国家线也逐年“水涨船高”。以教育

学为例，2017 年总分国家线 A 类 320 分、B 类

310 分，到了 2022 年涨到 A 类 351 分、B 类 341

分，足足涨了30分！考研“越来越卷”是不争的

事实。

2023 年考研报名人数再创新高。474 万

人是个大数字，但是，在考研报名开始前，各界

预测的报名人数高达 520 万人，而实际报名人

数仅比 2022 年增长了 17 万人，是近年来增长

幅度最小的一年。

记者采访了中国科教评价硏究院专家张裕

晨副教授，他表示，今年的国家线反而有可能下

降。原因有三：

首先，2023 年考研报名人数虽然又创新

高，但增长量急剧萎缩。从 2022 年的增长

21%下降到增长 3.72%，而今年招生计划数并

没有明显减少。

其次，去年年底的考研初试因为遇到新冠

疫情暴发，大量考生弃考。例如，根据西藏官方

发布的考研数据，2023 年考研人数 5573 人，实

际考试人数 3649，弃考比例达到 35％；广东省

报名考生 26.3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 21.3 万人，

弃考率 19％；陕西省报名人数 16.8 万人，实际

参加考试人数 14.32 万人，弃考率 14.31％。据

估算，今年弃考人数可能超过百万人。“弃考人

数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招录比。”

最后，出国留学选择比例上升。“防疫政策

的调整，使得压抑了３年的留学需求将得以

释放，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考研内卷压

力。”

专家预测：今年考研国家线可能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