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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吧，很顺利，我现在回家给闺
女做饭，11点半考试结束，你提前点儿
去接，千万别晚了。”上午9点10分，省实
验中学考点，市民邱先生给妻子打了个
电话，因为考点离家较远，他们在附近宾
馆订了房间，方便女儿午休。

“早上送人，中午送饭，平时在家都
是我做饭，她吃习惯了。”邱先生是自由
职业者，时间充裕，妻子单位的领导知道
他们家女儿今年高考，特批了2天假，高
考这两天，他和妻子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我做饭送饭，她陪吃陪聊。”邱先生
说，女儿爱吃肉，这几天，他给女儿制定
的高考菜谱里，几乎每顿都有肉，蔬菜、
水果等也都准备好了，荤素搭配，营养全
面。“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炖一锅她最
爱吃的排骨。”

“人生很长，高考只是其中一项，走
好每一步，不辜负生命就够了。”邱先生
说，他想告诉考场里的女儿，高考并不是
人生的唯一一次考试，放平心态、认真对
待，不用过多地考虑结果怎么样。

“我没参加过高考，我爱摄影，过
来转转、看看、拍拍，也算弥补一下当
年的遗憾。”易老先生今年 71岁了，
1967年高中毕业的他，最近四五年都
在关注高考。

家有考生，全家备战。身为考生
家长难免紧张、焦虑，易老先生却用镜
头捕捉到了多数家长心态上的细小变
化。他说，自己原本打算拍首场考试，
考生进场时与家长告别的场景，因为
迟到了没赶上，就在场外溜达抓拍，
“拍着拍着发现，这一届父母真是不
错，一不小心，我的相机里装满了他们
的笑脸。”

易老先生说，前几年自己拍高考，
总会拍到家长们或眉头紧锁，或神色
凝重，今年，类似这些沉重的表情，他
几乎没有见到，有人在看视频，有人在
聊天，有人在发呆张望，无论做什么，
至少看起来很轻松愉快。为啥会有这
样的变化，易老先生自己做了个总结，
“以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在桥多
了，路多了，孩子们选择的余地大了，
家长们的心态自然也就好一些。另
外，国家、社会对成才的标准在发生变
化，人们的观念也在更新，以前觉得成
才就是上大学，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各
行各业只要干出成绩，都是人才，有文
凭自然好，没文凭照样成才，在哪一行
能出彩，就是哪一行的人才。”

在家长看来，高考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分水岭，18岁的他们，或将顺利
升学继续深造，或将踏入社会自力更
生，而对于家长们而言，他们也在经历
一场关于“离别”的考试，学着目送儿女
独立、远走、拥抱未来。
记者 张竞昳 文/图

“进去吧，出来时爸还在这儿等你”
爱很简单：它或是一句叮嘱、一个拥抱、一碗你爱吃的菜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考场
上，莘莘学子埋头答题、奋笔疾书；
考场外，家长们翘首以盼，牵肠挂
肚。6月7日高考首日，各大考点
附近，等待的家长们脸上露出各种
各样的表情，有淡定，有忐忑，有焦
虑，却都透着鼓励、关爱和期望。
记者 张竞昳

“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
6月7日早晨，为了送儿子去考场，考

生家长王先生平生第一次骑了电动车。
路上走了半天，父子俩却谁都没说话。

“说起来原因很可笑，居然是为了孩
子要不要背书包。我说不用背，他坚持
要背，还理直气壮地质问我：我当学生背
书包十几年了，今天你居然不让我背？
虽然我没再继续说话，但我的脸色已经
说明了我的心情。”王先生说，最终，还是
孩子打破了父子间的沉默，路上，他喊了
句“哎哎，你慢点！”

一声呼唤，让王先生想起 27年前
他的高考，“父亲那几天始终笑眯眯的，
帮我把自行车收拾利索，擦得油亮，一
切都由着我，想怎么来怎么来。再想想
今天的我，汗！”

临近考点，有些拥堵，孩子提前下
了车。王先生把水递给儿子，父子俩对
视一眼，欲言又止。这次，换成王先生
打破僵局，“进去吧！出来我还在这里
等你……”

无论付出了多少，永远觉得自己做
得不够好，大概，这就是父母。

“炖一锅她最爱吃的排骨”

71岁老先生拍高考：
我的相机装满笑脸

家长在考场外等待孩子 记者 王秀清

妈妈的拥抱是最好的安慰。记者 丁友明 图

这是一场关于“离别”的考试
大人学着目送儿女独立、远走、拥抱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