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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起伏，几多波折。有过一年中一门未过的尴尬失败记

录，也有过一次考试通过四门的辉煌战迹。 我是一个农民之

子，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比较优异，但为了尽早地摘掉

草帽子，在1995年中考之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中专

学校。当时或许真的以为“完成了任务”，心一下子放松下

来。都说“中专60分万岁，学不学无所谓”，不知不觉之中

，也被这种风气感染。到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竟然到了中

下游。以前只有别人羡慕我的份，现在竟成这个样子，心中

感到非常难受，决心重新把心收起来，认真学习，并给自己

加压，参加自学考试。由于我们班当时报英语言文学的比较

多，我也跟随着报了这个专业。 但这种热度没能坚持多久，

在通过两门自考课程之后，又放松下来。之后的状态就是一

阵松，一阵紧。中专四年，总的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失败的

，自学考试也只通过了五门课。 毕业之后，找工作处处碰壁

，这时才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渺小，所学的知识太少，远远

不能达到社会的要求，再不学习，就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命运

了。 当时，我身边又发生了几件令我感到震惊的事情。一件

是我表哥工作一年之后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另一件

是我同学的哥哥考取了国务院召考的公务员。 这些都发生在

我身边，回头再看看自己，我感到深深的惭愧，论资质，我

并不比他们差，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我却快成无业游民了

？“我要超过他们”，这是我当时暗暗发下的誓言。 我又一



次想到了自考。首先应该认真反思一下第一次自考为什么失

败？我静静地思索之后，得出两个原因，一是我对英语兴趣

不大，有点随波逐流的感觉；二是兴趣太广，文学、音乐、

足球、书法统统喜欢，精力过于分散。因此，我决定选择我

比较喜欢的汉语言文学，同时把别的事情都放一放。这一次

我报了四门课，在这期间，我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误乐活动，

全身心地放到了学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四门课全部通过

，并且平均70多分。我感到由衷地高兴，我并不笨，我并不

比别人差。同时，又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我一个亲

戚的帮助下，我被一家单位录用了。 这次，我没有被这些喜

悦冲昏了头脑，接受在学校时的教训，利用工作之余继续认

真学习，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一举通过了汉语言文学（基

础科段）的10门专业课，加上在学校时考的公共课，终于可

以专科毕业了。并且在这两年中，由于我不断地学习，逐渐

成为单位里的业务骨干。现在，可以挺起腰板做人了。 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加深了对自考的理解。自学考试，最

重要的是“自学”两个字，而不是“考试”，应该通过自考

养成一种“自学一生”的习惯，就是所谓的“活到老，学到

老”。因为，无论一个人以前掌握了多少知识，如果在飞速

发展的社会面前，不学习，不进步，只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迟早就会进入“历史博物馆”，被社会淘汰，被历史遗忘

。 杨绛先生以90多岁的高龄仍然写出了文字优美的《我们仨

》，思路之清晰，构思之巧妙，丝毫看不出是出自这样一位

老寿星之手。我想这其中没有多少奥秘，就是一生学习不断

、读书不断、思考不断的结果。写到这，我不禁想起了杨绛

先生在《干校六记》中的一段文字： 默存（钱钟书）过菜园



，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令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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