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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车夫连考11年喜中硕博连读 如今，在九台市近3000名三轮

车夫大军中，陈平可是声名大震的一员“猛将”。1991年大

学毕业后，陈平准备了5年多，开始考研究生，虽然家庭经济

条件窘迫，但凭着执着的精神，在经历过11年的研究生考试

后，今年他终于金榜题名，考中云南大学硕博连读。 6月22日

下午，在九台市街道上依然能见到陈平蹬三轮车的身影，因

为妻子在长春工作，儿子在家等他带晚饭回家⋯⋯ 不惑之年

的丰收 40岁的陈平，略带书卷气，一条洗得泛白的裤子暴露

了他的职业这条裤子屁股后已磨得泛黑。 “天儿热，一出汗

，裤子就染黑了！”他笑了，这成了他车夫的标志。 确信自

己考上研究生是6月5日，那天11时许，陈平突然接到原单位

人事科长的电话：“你考上了云南大学的研究生了，调档函

来了，你去不去？”“去！”陈平的话掷地有声。 “考试几

乎成了我前半生的生活乐趣，考入国家重点学科，终于实现

了我的名校梦想⋯⋯虽然这份荣光来得晚了些。”陈平长舒

一口气。 见到眼前的陈平，九台市委干部档案室主任冯大姐

惊呆了，她在这里工作了14年，管理九台市两万多干部，“

能坚持苦读这么多年，有这样的毅力，这是九台市的第一人

！” 6月8日下午，陈平准备将档案邮寄到云南大学，当时他

兜里只有38.5元钱，这是他和儿子的全部家当。那天，他找熟

人借了两元钱，终于把档案邮了出去。 他也曾气馁 1991年大

学毕业后，陈平来到当时的九台市第二工业局，被下派到九



台市弹簧厂工作。当时他就一边工作一边攻读考研书籍，单

位几次选拔后备干部，终因他会“高飞”而告终。 1992年正

月，陈平和在长春工作的刘静结婚。1994年，儿子陈宇新出

生。1996年，陈平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这一考，就是11次。 

陈平说，他曾经气馁过，那时候他就会去殡仪馆看看。“毕

竟我还有鲜活的生命，我还有希望！”于是，考研的热情重

新燃烧了起来。 一个问题“考倒”4名博导 陈平失业后，开

了个食杂店，常借朋友的三轮车进货。一来二去，他喜欢上

骑三轮车，空车在路上走，总有人要坐车。他担心把客人摔

了，终于有一天，一名男子说：“没关系，你骑不好，我蹬

车拉着你！”那是陈平第一次当车夫，“那天晚上，我拉了6

元钱。”陈平回忆。 后来食杂店生意惨淡，陈平开始白天看

书，晚上出去蹬三轮。“开始我怕遇见熟人，路灯关了才出

去。”后来陈平碰到一个老同学，老同学惊讶之余，说了一

句改变陈平的话：“做什么都是职业，无所谓！”这句话也

让陈平从一名地下三轮车夫成了有证的三轮车夫。 今年复试

时，在4名博士导师和一名硕士导师面前自我介绍时，陈平说

自己是三轮车夫，这可把导师们难住了“三轮车夫”是做什

么的？当陈平把电视剧《马大帅》中三轮车夫介绍了一番后

，考官们惊呆了。 陈平原来报考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攻读方

向是近现代史，学校为他调整了攻读方向，改为中国民族史

，这是被列入国家重点的学科，全国只有两所高校有设置。 

冷饮摊老大娘的赞美 22日下午，记者拨通了云南大学研究生

院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日下午已经把陈平的

录取通知书寄出，预计1周左右陈平就可以收到了。 一下午

的采访结束了，陈平要抓紧最后一次高峰拉点活。他说，忙



完这阵要买点包子给儿子当晚饭，他自己每天就只吃两顿对

付对付。 对于以后的工作，陈平说，他完全有心理准备，大

不了回家还蹬三轮车。不过，他相信学到的知识一定会有用

，他这么努力攻读，也是为儿子的未来考虑。 道别后，陈平

掏出两张面值1元的钞票。他迅速拿出1元钱，买了一瓶冰水

塞到记者手里，迅速骑上三轮车。走远了，又回头挥了挥手

。 “他是你同学啊？真有毅力，值得所有九台人学习！”冷

饮摊的老大娘竖起了大拇指。 他是儿子眼中的“假研究生” 

他是大学毕业生，他有不错的经济头脑，可是为了考上研究

生，他干“黄”了食杂店，三轮车一蹬就是几年。 妻子、母

亲支持他吗？儿子理解他吗？ 那些已经“高升”同学、朋友

怎么看待这个“书呆子”？ 妻子：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 陈

平的妻子刘静单位解体后，她下岗了，如今在长春市的小饭

店打杂，每周回家一次。刘静回家后，忙活完家务就开始为

陈平制作题目卡片，家里的墙上、三轮车里到处放着这些卡

片。 陈平说，妻子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赶考。他考试前，

妻子准备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考试需要带的物品和答题注

意事项。“这么多年，考研就是他的理想，如今实现了，让

他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和家！”刘静说。 儿子：其实我

更信任妈妈 虽说现在陈平有点像个“英雄人物”，可他的儿

子却说，爸爸是“假研究生”。原来，去年陈平的成绩下来

后，虽没考上报考学校，但可以调剂。一天，他被通知可以

到青岛某大学报到。回家吃午饭的儿子也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可刚过了1个小时，大家还在兴头上，学校又来了电话，说

经研究发现不能录取陈平。 在指导儿子学习时，这个小家伙

却对妈妈充满了信任，原因是，陈平曾教错了一个字的读音



。 弟弟：哥哥挺有经济头脑 陈平的弟弟陈亮在九台市纪检委

工作，用他的话说，哥哥一生错过了很多机会。其实，哥哥

比较有经济头脑，他在大学时就做起了生意，一天能挣20多

元钱，还把最好的菠萝带回学校给弟弟吃。 “我哥太善良，

他开食杂店的时候，刚认识几天的人，就开始赊账，最后赔

了6000多元。”陈亮说。 母亲：这回不会没面子了 “以后谁

再问我儿子做什么，我就不会没面子了。”陈平的母亲高兴

地说。不过，老人也为这事儿上火：儿子上学后，儿子的学

费、孙子的学费和家里怎么办？儿子告诉他，他有公费的可

能，还可以做兼职，这才让老人家放下心来。 同学：钦佩与

不赞成 在很多人为陈平叫好的同时，陈平在九台市政府工作

的同学孙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钦佩他的精神和毅

力，但我不赞成他的做法。因为人的一生可以选择的职业有

很多，研究生不是惟一的出路。” “考试都成了我生活的乐

趣！” 算起来，陈平40岁的生活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各种

各样的赶考中度过的。在11年的考研生涯期间，他还参加过5

次国家公务员考试，3次笔试命中，但均未通过面试。“考试

都成了我生活的乐趣！”他这样总结。 1985年，陈平参加了

第一次高考，考上了中专学校，他放弃了。1986年参加第二

次高考，英语和语文考得了九台市的最高分数，当时完全可

以进入北京大学外语系，但报考出现失误，最终进入延边大

学专科。入读半年后，名牌大学的梦想让他退学，重新参加

高考。可是，1987年的第三次高考，却只能进入一所中专学

校，他入学两天，还是放弃了。1988年，第四次高考成绩仍

然不理想，陈平没有正眼看这份录取通知书。 1989年的第五

次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他和弟弟同时考上了长春大学，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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