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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一场考试，
当每一个

喜爱读书的人
有了一张安稳
的书桌，生活就
变 得 大 不 相
同。高考，已走
过 了 风 雨 40
载，明天，又有
千万学子将走
进考场。与40
年前一样，高考
不仅意味着考
生个人与家庭
命运的转折，也
是一个国家未
来人才的积淀。

40 年 ，有
无数的高考“过
来人”。岁月的
磨砺，令他们拥
有 更 深 的 感
悟。他们坚信，
知识改变命运，
高考的意义与
价值，“宛若初
见”。

6月3日晚，记者联系上了正在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办公室的王争。
当地时间周六中午，他用电脑打开
skype软件，远程接受记者采访。

“高中的基调是灰色的，那是我
和家人比较迷茫的阶段。”王争讲得
很沉稳，似乎以第三者身份旁白那段
回忆。

1997年进入北仑中学念高中。
当其他同学一门心思为了读书考试
而努力的时候，王争忐忑不安地给北
京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北大有没有
可能录取一名身体有障碍的学生。

按照政策，北京大学客观又残酷
地拒绝了。“当头一棒吧。”王争说，在
自己看来，北京大学是人文社科类大

学的标杆、自由开放的代表，如果连
北大都不行，其他学校还能怎样？挥
之不去的阴影盘踞在王争的心头：高
考会不会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整个高中阶段，王争都尝试着
联络大学。到了高三的下半年，父亲
王相朝更是精心整理了王争的资料，
一包包地寄往国内有点名气的大学。
王争已记不清父亲寄了多少资料，有
的如石沉大海，有的给了回复明确拒
绝。有时候，父亲索性不知会王争，免
得影响他的情绪。一直捱到高考，王
争都没收到一个好消息。“压力很大，
有很多顾虑。”王争说，支撑自己走下
去的信念是，将自己唯一能做好的那
部分做到最好。

无臂教授王争：
成为大学教师曾是他不敢轻言的梦想
那年高考，他在“隧道”里看到了光

1991年4月，年仅9岁的王争因为触电意外失去了双臂。这一变故，让这个北仑小男孩整整哭了3天，一口饭也没吃。
学会生活自理，学会用脚写字打字，“不要放弃”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2001年，王争以600分（文科）的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2008年，他赴英留学深造，2012年学成返甬，在宁波诺丁汉大
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一年。如今，他在英国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执教，教授的是国际贸易课程。

早年的梦想已然实现。回想当年高考，王争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超常的紧张与压力。

实现不敢“轻言”的梦想

辗转联系上王争，靠的是网络，微信和skype，他都
用得很熟络。手机触屏比较小，记者想象不了他如何使
用。王争笑着告诉记者：“可以用电容笔呀。”

在王争执教的大学里，每一届都有身体有障碍的学
生。比起当年，王争觉得现在的自己更多了一份磨砺之
后的从容。经历了高考，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一切似
乎变得容易多了。

王争说，如果高考落败了，他还是会坚定不移地朝
着考取文凭的方向努力，或许是自考，绝对不会放弃。

“但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平台，丰富
多元的学习资源，言传身教的老师，热心友善的同学，这
些都是通过啃书本自学不可能拥有的珍贵东西。”

王争认为，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对自己而言
尤其如此。倘若没有高考，没有进入大学，王争觉得自
己不会去“奢望”年少时的梦想——当一名大学教师。
那曾是他不敢轻言的梦想。“高考之后的每一个阶段，都
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也有不少运气的成分，才有了现
在的自己。”王争说，熬过了高中那一段时光，经历了高
考，就像人长时间在隧道中行走，突然见到了光。

高考过后，无论在什么阶段，他都会有意识地去关
注与残障学生相关的高考政策。2003年以后，大学招
生对身体要求的限制放宽了，有更多的残障学生圆了大
学梦。王争希望他们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顺畅。

现在，王争已成为英国著名大学的教师，和家人一
起在国外打拼。他对现状表示满意：物质上不会太富
有，但思想自由度大，可以尽情地探究社会、经济的规
律。提到未来，他笑着说：“把眼下做到最好，未来谁知
道呢？”

记者 徐叶 照片由王争本人提供

进入高中阶段，王争已明确自
己喜欢人文社科类专业。因受身体
方面的限制，他对高考产生了超常的
期待，这也给他带去了难以想象的重
压。

“不能开车，也不能从事体育运
动，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王争回忆
说，自己失去了双臂，只有在学习上超
过别人，才有可能弥补人生的缺憾。

2001年，高考是在闷热的7月举
行的，考场教室后边放了一盆盆冰
块。王争享受的唯一“特殊待遇”是：
允许带一条白色小毛巾进考场。

首场考语文，写名字的时候，王
争写了两遍才写好。考数学时，他觉
得自己处于一种机械答题的状态。
考试期间，或许身体也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紧张，他甚至出现了腹泻症

状。
回想起来，王争对当时的高考成

绩并不满意。他觉得，紧张和压力终
究干扰了自己的发挥。不过，600分
已是十分优异的成绩。然而因为体
检不合格，他的档案被挂了起来。

为了能让儿子上大学，父亲王相
朝多次找到省、市残联及高招办等有
关领导，并7次到浙江大学请求学校
录取。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浙江大
学校长的潘云鹤看到了王争的自述材
料，破格录取了他。当大学录取通知
书送到家中时，母亲唐惠珍喜极而泣。

正如王争在自述材料中“承诺”
的那样，只要能上大学，自己不会要
求任何特殊照顾。大学期间，他曾多
次拿到奖学金，并朝着“大学老师”的
梦想一步步前进。

高考时的紧张，至今还记得

高一起就一直被大学“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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