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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2009_c65_536024.htm 红火了7年后，河南艺考今年终

于走到了拐点增幅首次降至个位数，由去年的近20%降至今

年的4.7%。 比其他专业更严峻的就业形势敲碎了很多人的明

星梦，连续5年租房子给艺考生的陈铭说，现在的孩子，开始

明白，找到饭碗“活着”比“梦”更重要。 曾经热得“烫人

” 坐着“艺考专列”来应考 从2003年起至今，艺考已在河南

热了7年，家住艺考考点之一铁六中附近的陈铭，将房子出租

给艺考生们也有5年了。 陈铭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的第一个房客张涵。“这些考生太不容易了。” 初见张涵，

是在2005年年初的一个凌晨。那天，天很冷，陈铭路过铁六

中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帮小伙子，背着大大的画夹，蜷缩

在学校门口，瑟瑟发抖。 他们来了两天了，由于考生太多，

没有找到房子住，晚上只能缩在校门口过夜。 这帮小伙子，

其中一个就是张涵，山东人，他是坐着几乎满火车都是艺考

生的“艺考专列”来河南的。其余的几人，分别来自山西、

安徽、湖南、广东等艺考大省。那一年，艺考已经热得“烫

人”了。仅张涵所在的山东省，就由2002年的3.2万人，暴增

到了当年的14.6万人。 张涵来时，除了身上背着的大画夹外

，还带了一大包行李，里面一大半空间都被各个学校的招生

简章占据了。张涵所在的学校，是中途开的美术班，专为他

们一帮成绩不好的哥们准备的。 在郑州的十多天里，张涵他

们的生活异常规律：排队、画画。到了晚上，一帮人会大声

抱怨当天排了多长时间的队报名、考试。除了排队，他们还



会抱怨为什么他们所在的省份有那么多人中途“学艺”，以

至于他们不得不转而到其他省份考试，以求得更多的升学机

会。 艺考全国降温 坐等考生入住变为找关系拉考生住 这两年

，外省来河南考试的考生越来越少了。而今年，陈铭的家里

至今还没有住进任何人，他的一些邻居已经在卖高低床和棉

被，不敢再做这种短期租房生意了。而其他的一些邻居们，

有人靠着跟艺术培训班的关系拉来一些房客，另一些人则举

着“学生住宿”的牌子，在铁六中门口徘徊。而在艺考最热

的那几年中，他们只是坐在家中，就有学生房客找上门了。 

艺考降温了？陈铭的感觉并没错，虽然这与铁六中门口依然

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些不符。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考生

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但增加的4630人，和去年增加的

近两万人相比，艺考热度已经有所降低，迎来新拐点。 从各

地媒体的报道来看，艺考降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相比

以往，今年不少高校调整了招生政策，个别艺考大省考生报

名人数比往年有所减少，在山东，继去年艺考人数首次减少

迎来新拐点后，今年艺考持续降温：美术类报名人数仅有5.4

万余人，比去年减少3万余人。对此，有教育界人士称，持续

近十年的“艺考热”在2008年出现拐点。 梦被现实击碎 “选

秀”引发的梦想 今年，租房的生意没那么好做了，原准备“

退隐江湖”的陈铭，在意外收到一个叫贝贝的女生发来的短

信后，改变了主意。短信很简单：“我今年还要做你家的房

客，给我加油吧。” 拿出手机，指着手机相册里的一个短发

女孩，陈铭说：“她就是贝贝，一个为了‘音乐梦想’坚持

的女孩。” 贝贝真的是有音乐梦想的人吗？陈铭也不敢确定

。他只知道，20岁的贝贝是个忠实的“玉米”，她从2006年



至2009年经历了4年艺考生涯。 贝贝第一年住进陈铭家时，是

跟一帮年轻的男女生们，他们都是同一家艺术培训班的考生

。因“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选秀活动而志趣相投的

他们，搜集了一大批像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南京

艺术学院等艺术学校的招生简章。他们还在房间里贴满了李

宇春、周笔畅等人的海报。 陈铭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铁六中

门外，很多男生、女生怀抱着吉他、长笛，不少家长们则抱

着古筝、琴等乐器跟在身后那年声乐是突然走红的最热门的

专业。 艺考门槛越来越高 看到铺天盖地的培训班宣传页，贝

贝有些意识到了：艺考生已经太多了，她开始广泛撒网。本

着什么专业都可以的原则，她2006年一共报了四川、南京、

北京等地共12所学校，花费数万元。 在成都，看到似乎没有

尽头的长队，还有那些装扮精致而又因排队显得“灰头土脸

”的年轻男女，贝贝才真正知道，“超女”过后的这一年，

有太多人做起了“明星梦”。 陈铭不止一次问过贝贝他们，

考不上怎么办？他们的答案都坚定而直接：复读，我们已经

回不去了。 贝贝果然复读了。在专业技能终于有了进步之后

，贝贝才发现，时代似乎又变了。以往，只要专业课通过就

可以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课越来越难，数学计入了

很多学校的录取总分，录取时对文化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彻底明白了考艺术学院不是只会吼两首歌就行之后，今年

，贝贝又要来参加艺考了。 从贝贝身上，陈铭清楚地感觉到

了艺术考试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开始理性思考，选秀

热潮的影响也最终会逐渐变淡的。 艺术生选专业 “活着”最

重要 前两年闹着非考四川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好学校

的贝贝，在最近跟陈铭的聊天中说：“考到最后，是不是名



校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要升学、要就业、

要‘活着’。” 陈铭说，早在去年，他已经感觉到如今的孩

子们不一样了。面对各种压力，如今的孩子，相比那些曾经

青涩、只是活在梦想和激情中的孩子们，已经更为成熟和现

实了。 去年，住在陈铭家中的那帮孩子们，除了两个学编导

、一个学艺术模特的学生，其余12个人全是学美术的。他们

早在艺考一个月前，已经住进了陈铭家中，每天出入培训班

，做着考前的最后冲刺。 这帮孩子们真的如此热衷于美术吗

？陈铭问了12个房客，只有两个男生是真正喜欢美术，奔着

一定要上美院的目的来的。其中一个山西男生，已经参加了

两年艺考，还曾经在一所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上过学。可终

究是不喜欢，他最终选择了退学重新参加艺考，考美院。 陈

铭的其余10个房客，十分坦诚地说，自己不喜欢也不讨厌美

术。之所以选择美术，是因为在对比和咨询了前辈意见之后

发现，招收美术专业的学校最多，而且美术的相关专业最多

，就业前景也最广。“如今，一些新兴的如艺术设计、游戏

设计、艺术收藏、艺术经纪人等相关工作，都需要懂美术。

” 学美术的就业前景的确相对较广，装潢、设计、摄影等专

业都招收美术考生。但就业前景真就因此变好了吗？ 如今，

陈铭的第一批房客张涵已毕业一年了。毕业后的半年时间里

，他都在过着散工的生活，后来才在一家由学长介绍的装潢

公司上班了。他们班一共110名学生，至今，就业的不到20个

，考研走了几个人，其他的都在“漂”着。 张涵跟这位曾陪

伴他度过艰难时光的房东说，还有那么多往“苦海”里跳的

房客吗？到处都是学艺术的，但招聘会上几乎没招艺术专业

的。“早毕业两三年就好了。不过还好，我们学美术的，在



艺术生里不算是最惨的。学音乐的人，大都不能从事专业对

口的工作，有些人最后就跑去酒吧唱歌了。” 每次回家路过

铁六中门前，看到学校门口来来往往的一大批背着画夹的学

生，陈铭就觉得异常悲哀。但那些艺考生们真的错了吗？就

像贝贝所说的，“活着”是最重要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

前，他们只能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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