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项 比例 票数

1 支持，应破格录取考生，中国大学太缺乏创新。 58.8% 40827
2 可惜，考生有才，但没考虑大局，耽误了自己。 24.2% 16809
3 质疑，考生只顾标新立异，成不了真正的人才。 14.3% 9936
4 不好说。 2.7% 1873

中国焦点 A37

谁是今年高考中的古文字作文的作
者？经过不懈努力，种种悬念终于解开，
被网友称为“古文字达人”的考生——读
于四川省一全国重点中学的小黄和他的
语文老师普老师终于被找到，并取得了小
黄高考后摹写的古文字作文。

普老师称，该考生用古文字写作文并
非为了搞怪，而是兴趣所致，一时灵感。四
川高考语文阅卷组指导委员经过长时间会
商后，认为“考生花了很长时间写作，尽管
文字太少且离题严重，但依旧要尊重考生
的劳动成果”，最终判定该篇作文8分。

第一眼看到这篇
小黄高考后摹写的古
文字作文时，记者对
满纸工整的古体字非
常吃惊。几位学过古
文字的语文老师仔细
查看后才发现，其中
有甲骨文、金文、篆字
等古体字。看过普老

师释读后的文本，一些语文老师表示，虽然有些
语句不通，甚至有些牵强，但基本意思还是能读
懂的。普老师认为，平时小黄的作文写得更好一
些，可能是因为用古体字影响了思维。他是照小
黄考试后摹写的原文释读的。事实上考试时小
黄恰恰不熟悉“熟悉”两个字的古体字，在考试作文
里，他替换为“深入了解”这4个字。摹写时，小黄已
经知道了“熟悉”该怎么写，于是就直接用了“熟悉”
二字的古体字来写。

普老师是最早得知小黄用古文字写了今年
高考作文的人。“这孩子平时很乖的，从来不是
一个搞怪、出位的人。”普老师回忆，考完后，小
黄很高兴地告诉他这个消息，“当时他还挺得意
的，觉得自己的作文还写得不错”。普老师听
后，脸立即就沉了下来。“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说了好多次，高考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不听。”
有多年高中语文教学经验的他深知，小黄的做

法在阅卷老师那里未必被认可。
小黄当时顿了一会儿，才忙着解释道：“我

不是怕作文不出彩吗？高考阅卷那么残酷，一
分钟就可能判生死。”为此，他选了一个冒险的
做法。“或许老师们会专门研究一下我的作文，
也好发现我这方面的才华。”一番争论后，小黄
才开始后怕起来。后来，师生俩一直悬着一颗
心，非常关注媒体的报道。

事实上，这是小黄第二次参加高考了。去
年高考，他没上一本线，最终选择了留在原校复
读。“他学习很认真，在班上还担任了学生干部，
做起事来也头头是道。”进入复习班，小黄的成
绩进步不少。“一直在A优线上。”普老师说，这
个线在他们学校意味着“重点线”，上了这条线
的学生，一般考重点大学问题都不大。

一、二、三诊考试，小黄的语文都考了 110
分左右，“虽然作文不算写得非常好，但基本都
在 50分以上”。普老师说，小黄的意愿一直是

想考一所上海的大学，最喜欢复旦大学。复旦
大学有个叫刘钊的教授，之前破格录取了一名
三轮车夫为研究生，只因为三轮车夫在研究甲
骨文。

普老师是从小黄复读时才开始认识他的。
但两人“很快就要好了起来”，因为他们有共同的
爱好——古文字。“一次，他拿着一个字来问我，古
代的字应该怎么写。我一说，他马上就领会了，还
把它的几个变体写了出来。这个娃娃在古文字方
面确实很有研究，很有天赋，经常一点就通了。”

……熟悉成与败能使大家对生命更加尊
重，对生活更有希望，对自己更有信心。看惯
成败，能使大家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面对失败，不放弃自己；面对成功，能使自己清
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应当以一种
熟悉而平常的心态，来追求美好未来。

以失败为常，更能深知自己的人生重要
与意义。一个人在生命大道上不可能一路
通畅，没有失败与困难。面对失败，十分多
的人丧了面对它的勇气，从而对生命丧失希
望，对自己丧去信心，对自己的人生意义生
出不自信的心态。在此时，如果一个人能熟
悉失败，看惯失败，便决不会因此而悲观厌
世，他会寻求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因为年看
惯成功和失败，他会相信自己的人生重量，
会在自己失败的位置上抓起成功的尘土。
熟悉的人会将失败当作取得成功的基石，自
己的人生更是在一次次失败中不断丰厚起
来的。以失败为常的人，对自己追梦的过程
中出现的失败能以最乐观的心态面对。

……当今社会竞争惨烈，能真正取得
成功并长期成功的人，都能熟悉自己所处
的位置，对社会潮流有熟悉的认知，熟悉成
功，明白成功者是处于潮流之端的。

作为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也该如此。中华民族因熟悉过去的失败，
才能以永不放弃的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不
断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中华民族更因为熟
悉了改革成功，才能不断地认知自己进而
取得振兴。

熟悉成与败，能使个人成功，更能使一
个民族永远立于世。

悬念1

悬念2 为何用古文字作文？怕不出彩选择冒险

他是个啥样人？有古文字天赋是复读生

悬念4 为何判8分？阅卷组指导委员长时间会商决定

《熟悉》摘录
（摹写版本释读而成，文中错

误未作修改）

数据来自新浪网

报道几天的“甲骨文作文”终于现身
下图就是这篇作文，右边是翻译过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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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参与今年高考阅卷的老师介绍，在
作文阅卷前，指导委员确定了思路，认为“深入了
解”、“了解深入”这类的词都可以用来理解“熟
悉”，考生往这方面理解并不算偏题。有的老师
认为，这篇作文没有偏题，因为“整个还是在谈人
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和看待成与败，熟悉成与败的
关系”。虽然需要一些转换才能理解，但基本还
是有理有据的。反对的老师则表示，文章更多地
去谈了成与败，离熟悉这个题目太远。一位知情
人介绍，语文阅卷组的指导委员们找古文字专家

释读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会商才决定的。
“有指导委员坚持认为应该给零分。”这位知

情人说，该指导委员认为，虽然高考作文规则中
没有规定必须使用简体字写作，但是国家语言文
字法明确规定，在公开场合、出版物、教育都应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简体字。“法律当然高于
高考规定。”因此，应该判定这篇作文为零分。

但也有指导委员认为，判定零分不是很合
理。“毕竟用古文字还是很新颖的。”偏题也不至于
得零分。因此，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不高的分数。

调查：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共有69448人参加）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信息时报》《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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