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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这意味着刘早

将在4年后取得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本科文凭(清华建筑系学制

是5年，因为刘早已经拥有学士学位，可免修部分公共课程，

入校后可与大二学生同学)；而此前他已经是国内某顶尖大学

的“直博生”(硕博连读)。如果不是作出新的选择，他原本

可以在4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这位已经修完一个学期研究生

课程的男孩，事隔5年再度参加高考的惟一目的是：要学习适

合自己的专业。 “几个月前，我的同学告诉我，有一个被保

送到中国最好的大学读博士的人再次回到我们学校读书，准

备参加高考，当时我以为他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和他打赌

，输方为对方洗两个星期的臭袜子。”重庆市长寿中学一名

高中学生说，“结果我真的洗了两个星期的臭袜子。我非常

佩服刘早，不是因为他很帅，不是因为他是我们学校今年的

高考状元，而是因为他的勇气、他的自信、他的理性、他对

自己未来的高度负责。” 化工专业非我所爱 刘早读研之后才

确认，从本科学到现在的化工专业并不适合自己。 1998年，

刘早第一次参加高考，其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专业志愿依

次是建筑学、计算机、生物医学工程，后以612分的成绩，上

了浙大的调档线，被该校调剂录取到化学工程与工艺系。 刘

早说，本科学习强调打基础，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和研究并不

深入，因此他对自己的专业谈不上感兴趣，也谈不上反感。

冲着保送研究生的指标、奖学金和学士学位，刘早学得很认



真。在浙大，刘早的综合成绩从大二到大四一直是全班第一

，还担任了该系学生党支部书记。 因为家境不是特别好，从

大二开始，刘早就用奖学金和各种勤工俭学收入供自己读书

，不再用家里的钱。 2002年本科毕业后，刘早被保送到另一

所大学化工反应工程专业“硕博连读”，这所大学一向被认

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刘早在该校读了一个学期，听了不少

学术报告会，对专业的了解开始深入。学期即将结束时，导

师给刘早定下了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一个纯理论的学术课题。 

走过一个学期，刘早渐渐发现，在化工专业学下去似乎并不

是自己应该走的路。 刘早说，其实，化工专业的就业前景很

不错，他的大学同学中很多人毕业后去了宝洁、强生、杜邦

、通用等世界知名公司。而他在深入了解了化工专业的特点

以后却发现该专业完全不适合自己：该专业，尤其是他的论

文课题对数学要求很高，而数学偏偏是他的弱项；该学科需

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他却长于形象思维。他还是希望

自己能够学习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些的应用学科，而不是一

直从事纯理论的学术研究。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刘早的天赋

所在：中学时他去看望上美术辅导班的同学，同学正在学素

描，刘早也现场画了平生第一幅素描。没想到，辅导该班的

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问刘早：“你学素描多久了？”此外，

中学时代，刘早的书法作品曾在全国性比赛中拿过一等奖。 

针对自己的特点，刘早最中意的专业是建筑学一门在他看来

需要创造力、想像力和艺术灵感的学科。 放弃名校博士学业

合不合算 刘早曾和一名建筑学教授联系，询问自己这种情况

的学生能否报考建筑学的研究生。结果那位老师说，“你考

吧，反正你也肯定考不上”。这让刘早意识到，搞建筑需要



基础知识，需要有本科学习经历。 在对专业特点和个人情况

反复进行权衡后，刘早作出决定：退学，重新参加高考。“

经过认真考虑后，我认定建筑就是我终身的专业和事业，我

学建筑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决心如果自己即使考不上

清华，我也愿意到其他大学学建筑。今年高考，我还填报了

重庆大学的建筑系。现在，我更看重专业，是不是名校反而

退到第二位了。”“我刚有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时，很

多同学都告诉我说这样做不划算。我的导师是在德国获得博

士学位的，他用自己曾一度苦闷但最终获得成功的经历劝我

慎重考虑。事实上，如果咬牙坚持，我肯定也能把化工专业

学下来，但可能学得不开心。我也犹豫过，一边是令许多人

羡慕的名校博士学位，一边还是未知数，重新参加高考我未

必就能考上这样的名校。”刘早说，“但经历了并不太长时

间的认真思考后，我选择了退学。对于这个决定，我有着清

晰的认识，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建筑学领域能够得到更好的体

现。我真正作出了这个决定，也就很少有人反对我了。” 今

年3月，刘早回到自己的高中母校重庆市长寿中学学习，随后

参加高考，以644分的高分实现了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愿望

。 希望后来人不再盲目选志愿 “兜了5年的圈子，现在能如

愿以偿地开始学建筑，我很幸运。”刘早坚持认为，过去的5

年不是遗憾，相反，那是自己的一笔财富：“除了学习成绩

外，我锻炼了能力，增加了社会阅历，多结交了朋友；作为

一名工科学生，我的思维也变得更加缜密严谨⋯⋯” 经过这

番曲折才找到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专业，刘早把主要原因归于

高考填报志愿时的无知和盲目。这也是促使他愿意公开自身

经历的原因，刘早希望以后的中学生不要再像他一样兜个大



圈之后才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刘早认为，在高中阶段，

很少有学生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所在，也未必知道自

己以后究竟适合学什么专业、干什么职业，所以高考填报志

愿多是盲目的。同时，高考报志愿时，学生获取的信息量太

少，他们对大学和专业的认识，往往是肤浅甚至错误的，基

于这些信息难以负责任地作出可能影响一生的选择；社会上

也往往热炒某些时髦专业，极易形成误导，影响学生的判断

。 总结自己这5年的经历，刘早想提醒后来人，在高考志愿

选择方面，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喜欢和适合重要。“其实，想

换专业的大学生挺多的。”重庆师范大学一名大学生听说了

刘早的经历后感慨，“高考志愿填报就像恋爱结婚，有的人

在填报志愿时就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专业，也考上了这个专

业，这样的‘恋爱’和‘婚姻’肯定很幸福；但有的是‘拉

郎配’，对对方并不怎么了解，由于种种原因而走到了一起

，这其中有的人经过调整还会过得很好，但有的人却无法作

出这种调整，只能是要么终生郁闷，要么干脆‘离婚’。关

键是最初就要选择正确的对象，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自

己真正的‘意中人’？”(刘早系化名) 编后 刘早和他的选择

让我们惊讶。我们知道有很多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为

了改变专业，有人考研，有人辅修，也有人毅然决然退学再

次参加高考，但像刘早这样，在名校的博士学位已经唾手可

得，后面的深造、就业肯定也是一路坦途的时候，放弃这似

锦的前程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可刘早就是能为了从事自己喜

欢的专业，宁愿从头开始。更何况，以后究竟如何，对他还

是未知数。 现在又正值高考录取之时，许多考生面临抉择。

刘早的果敢让人钦佩，也让人困惑。付出如此高的成本去追



寻一个有风险的梦，值吗？兴趣和能力倾向在一个人的专业

和职业选择中究竟有多重要？要知道，兴趣是可以改变的，

能力是可以塑造的。即使是影响人职业选择的另一个要素价

值观，也会随着时代、环境和个人的经历而改变。刘早现在

喜欢并认为自己适合学习建筑，可是如果他真进入这个专业

会不会发现自己只是想当然呢？每个人无论对待学习、工作

还是生活，都会有感到不喜欢、不契合的时候，这时是应该

调整自己努力适应，还是像刘早这样选择放弃？ 刘早的经历

更让我们深思。许多人回忆往事时，认为高考填报志愿自己

作出了令现在后悔的选择，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招生信息的

缺乏吗？想改变方向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钟情

的职业，难道只能回过头再参加一次高考才能实现吗？这里

面有没有教育制度自身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

们欢迎广大读者各抒己见。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