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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承载无数中国孩子美好人生梦想的高考已经风风

雨雨走过了三十年。十年寒窗，三十年高考。在当今中国社

会里，高考作为选拔培养人才的重要制度和环节、途径，起

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是高考，让芸芸学子，包括众多的农

村孩子、寒门学子能够从不同起跑线上，站到同样的竞争平

台上，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从而走向成功的人生舞台。他

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 然而，近年来，曾经风光无限的

高考似乎演变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可

谓饱受争议。其所带来的问题： 一是应试教育，因为在义务

教育12年里，基本是为应付高考而进行的，这显然违背了教

育的本意，也扼杀了相当部分学生的个性发展。因为高考，

中国的孩子们失去了太多的童年精彩，高考成为他们的唯一

记忆。 二是录取分数线的区域不公平，这一点尤其引人关注

，其所引发的争议可谓此起彼伏，也是每年“两会”热议的

重要话题，去年“两会”期间，笔者在网上发布的《一个大

学生对“两会”的期待》再次将此话题引向了风口浪尖。平

等是任何制度的灵魂，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其存在的

合理性与必要性。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两个诟病，近几年各界

呼吁取消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

语学院院长范谊在今年的“两会”上也有同样表述，其建

议2010年取消高考，代之以一套考察学生综合素质的办法，

并把招生权切实地还给学校。 我完全理解范谊代表及各界对



现今高考制度的强烈愤慨与不满，但在尚未探索出一项更加

合理、更加公平的制度前提下，取消高考制度显然太过草率

，缺乏可行性，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新问题。 比如，没有了

高考，谁给穷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意味

上学要花费更多的钱，如此一来，贫寒孩子们上大学问题该

怎么办，谁来解决？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保证制度操作的

公平性与合理性。 尽管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

足，但它至少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具备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的制度精神，这也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倘若失去了

这道屏障，取消了高考，那么，批条子、找关系、走后门等

潜规则无疑会大行其道，制度的公平性也会因此荡然无存。 

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关系至上的社会里，靠单纯的

道德自律来选拔人才无疑是一种痴心妄想。 因此，我个人以

为，在缺乏制度替代的前提下，主张取消高考制度，显然过

于简单与理想，没有现实可操作性，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

制度“幻觉”，作为业务探讨是可行的，但千万别当真，以

免造成恐慌。毕竟，“三十而立”的高考依然在为社会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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