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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高考梦，被父亲
一句话打断

在以“00后”为主的“萌新”
之中，同为大学新生的孙家琪
脸上明显多了一些沧桑，1988
年出生的他没有其他新生初入
大学的兴奋与激动，倒更多了
一些平静。其实按年龄来算，孙
家琪应该是在2007年参加高
考，2019年终于圆梦大学，这个
梦晚到了12年。

在2007年艺考专业考试即
将开始的时候，一心追梦的孙
家琪却等来了从煤矿退休的父
亲帮他做的一个选择，放弃高
考，去一个煤矿做一个煤矿工
人。当时一心准备高考，对于父
亲的决定，孙家琪并没有什么
心理准备。

“其实当时美术集训班的
学费已经交过，课程也已学完，
离美术专业校考没几天了。”一
边是煤矿企业的工作，按照父
亲的说法，那是一个十年难得
的机会，一边是自己寒窗苦读
12年等到的高考，孙家琪更希
望继续走自己的路。

前前后后，与父母闹了许
多别扭，面对自幼顽皮的孙家
琪，父亲最后说了一句话，“我
也没怎么管过你，这辈子就只
求你这一件事。”面对并不算很
富裕的家庭，孙家琪妥协了，放
弃了即将到来的高考，而去圆
了父亲的那个愿望。

放弃高考后，孙家琪并没
有马上走进煤矿。做过机械加
工，做过货车司机，终于在2010
年，孙家琪成了一名正式的煤
矿工人，出现在了菏泽郓城一
个1200米深的矿井之下。

一次受伤再次点燃大
学梦

煤矿工人的工作十分辛
苦，在矿井之下，孙家琪做了3
年的掘进工，收入不菲，但矿井
之下的辛苦也感受得真真切
切，“吃一口馒头都能把馒头染
黑了。”孙家琪说，后来改做运
输，依然是在深井之下劳作着。

从2010年开始，孙家琪在
矿井之下一干八年，一天至少8
个小时，大学梦想似乎越来越

远，2015年认识现在的妻子并
结婚，之后诞下儿子，生活过得
平静，但曾经的那个未参加高
考的遗憾，也慢慢在心里酝酿。

“几年之间，工作忙碌，几
乎没有再提起过画笔，但当年
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在当地开
了一个辅导机构，也时常会再
聊起画画的事。”孙家琪说，矿
工的工作的确辛苦，家庭情况
开始变得好多了，他也偶尔会
产生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为
自己做些改变，为未来做一个
更好的规划？”

直到2017年底在矿井下一
次扭伤膝盖后，孙家琪开始认
真思考自己的梦想和未来。“上
大学的梦或许可以再次尝试一
下。”在家养伤的那段时间，孙
家琪开始慢慢做着决定，当把
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学毕业的妻
子时，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做
决定并不容易，毕竟要考虑到
家庭，要考虑到年幼的孩子，但

妻子的支持让孙家琪再次上大
学的梦想之火完全点燃。

重拾画笔，边工作边
备考

过了2018年的元旦，一边
上着班，孙家琪也开始将梦想
付诸行动，重拾已经放下11年
的画笔。因为有伤，那段时间孙
家琪工作调到了井上，每月最
少工作21天，其他的时间，他便
开始在滕州当地一家美术培训
机构学起画画。

“时间是要挤的，不光要学
专业课，重修已经放下十来年
的高中文化课更难。”孙家琪
说。为了集中时间学习，他会把
每个月上班的时间集中一下，
把两个月各9天的休息时间集
中在一起，更便于提高学习的
效率。在培训班，当别的同学出
去玩的时候，他也会想，自己该
如何继续坚持。“学习确实很难

的，尤其是英语，自己练习听
力，错了一大片，大学毕业的妻
子听一遍全做对，会感觉自己
离大学还很远。”

边工作边学习的状态持续
了大半年，山东省美术统考时
间也慢慢临近。为了让孙家琪
全心备考，妻子一人照顾着孩
子，但那段时间父母对于孙家
琪重新高考的决定并不知情。

“直到差不多2018年11月份，那
时候向公司请了假，全身心投
入到集训班，冲刺专业考试时，
才跟爸爸妈妈说了要参加高考
的事。”十几年之后，对于儿子
的决定，爸爸妈妈也没再做反
对。“那时候，他们或许想不到
我会考上大学。”孙家琪猜测。

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准
备，2018年12月15日，孙家琪终
于踏进了当年只有几天之差而
错过的美术专业考试考场。在
这场2019年山东省美术专业统
考中，孙家琪最终的成绩是277
分，排名全省前300名，孙家琪
知道，大学梦已经近了一步。

夜夜学到12点，最长
俩月没见儿子

当专业课成绩出来之后，
在孙家琪看来，最难的文化课
成了他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
关卡。为了更好地学习，他报
了当地一个文化课辅导机构，
与应届的其他艺术类高中生
一起学习。在初入学时的一次
摸底测试中，孙家琪毫无悬念
的总分倒数第一，总分只有
100来分。

离高考还有5个月的时
间，开车离家大约20分钟路程
的辅导班成为孙家琪吃、住、
学习的地方。早上8点开始上
课，晚上10点下课，当同学们
下课休息之后，教室里往往只
留下孙家琪一个人，每天都要
学到夜里12点。

“对我来说，机会就只有一
次，当思想有波动的时候，会给
同学打个电话交流一下，家里
偶尔有事，也会回家看一看妻
子、孩子。”孙家琪说，学习极度
疲惫的时候，想一下自己的梦
想也就坚持下来了。

那时候儿子刚刚两岁，家
并不远，但当高考来临时，孙家
琪却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夜里学习时间从12点延后到凌

晨1点。在学习最紧张的今年3
月到5月，孙家琪最长曾有两个
月没有见到儿子。

“说起来，为了支持我，妻
子确实也付出了很多，一个人
工作、带孩子，也多亏了她在
背后默默的支持。”孙家琪感
慨到。

转眼6月已到，一年多的
准备到了收获的季节，当高考
文化课成绩出来的时候，孙家
琪的付出获得了回报，377分
的成绩比山东省艺术类本科
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
高出51分。

走进大学，只想平静
地做个学生

填报志愿，被山东师范大
学录取，之后的一切都是水到
渠成，不过直到确定自己被山
东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录取之
后，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
母。“他们有些意外，当然也有
些自豪。”

高考结束的两个月，孙家
琪一直在家陪着妻子和儿子，
他知道，过去的一年，亏欠了
他们许多，未来的四年，自己
依然很难照顾他们。8月31日，
孙家琪就来到了济南报到，只
身一人，没有带妻子和儿子，
他担心来了以后更加难舍。

“这个年龄再上大学，会有很
多的牵扯，也希望能把这些都
照顾到了。”孙家琪说。

走进大学，成为这一级中
的唯一一个80后，突然而来的
关注，也让孙家琪有些意外。

“其实，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学
些东西，平静地做个学生，做
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孙家琪
说。但他希望利用这四年的时
间积蓄力量，能成为一个出色
的大学生。

“毕业之后或许会回到滕
州，从事教育行业，也希望以后
能更好的照顾家人。”山东师范
大学熙熙攘攘的新生之中，除
了年龄的差异，孙家琪还感受
着一份责任的压力，报到第一
天就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聊了
聊初入大学的感受，两岁半的
儿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四年之
后则快读小学了。四年的大学
生活，孙家琪知道可能会面临
许多不可知的因素，走进大学
也只是一个新梦想的开始。

12年前缺席高考，如今考入山东师范大学

3311岁岁煤煤矿矿工工人人圆圆了了大大学学梦梦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记者
尹明亮)9月1日，在山东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新生报到现
场，还不满15周岁的聊城姑娘
韩晓力成了关注的焦点，2004
年出生的她，是山东师范大学
2019级新生汇中年龄最小的学
生。不过年龄虽小，这位性格开
朗的小姑娘在一众“大哥哥、大
姐姐”中一点也不违和。

“舅舅是老师，叔叔是老师，
爸爸也曾经是老师。”说起自己
的学习经历，韩晓力先从自己的
家庭说了起来，在她看来自己并
非神童，也没有接受过特殊的指
导，只不过在课堂之外，家人给
拓展了更多课堂之外的知识。

“还记的幼儿园的时候，背

了很多古诗词，平常和大人在
家里院子里玩耍，就让背着玩。
还记得那时候爸爸让我上了一
个识字班，所以当四岁上小学
的时候，语文成绩一直比别的
同学要好。”韩晓力说，当同龄
人在读幼儿园时，自己跟着家
人走进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
个子是最小的，除了语文之外，
数学学起来却十分吃力，不过
自己一直在努力地学习。

对于自己早年的学习经
历，有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不
过在韩晓力的印象里，读完三
年级，就跳过四年级，直接读了
五年级。从那时候开始，自己的
学习也慢慢变得不怎么吃力
了，还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长。

“而且从那时候到初中，虽然是
班里个子最小的孩子，却一直
都是班长。”韩晓力介绍。

韩晓力的高考成绩考了高
中全校第三名，顺利被山东师
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录取，成
为一名公费师范生。对于大学
生活，韩晓力也很期待，“在以
前，因为年龄小，一直在追赶
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
希望在大学里能多参加社团，
也希望发展一下自己播音主持
的兴趣。”韩晓力说。

大学毕业也不过19岁，韩
晓力非常希望能回到家乡做一
名老师，“做老师一直是我的梦
想，最好是能回到我们村。”韩
晓力说。

““大大学学毕毕业业想想回回家家乡乡做做老老师师””
山师最小新生只有15岁，小学初中都是班长

9月1日，在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9级新生报
到人群中，来自滕州的孙家琪成了学校今年本科新生
中唯一的一个80后，1988年出生的孙家琪今年31岁，被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录取，而在此之前，他其实是
一名煤矿工人，重拾画笔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孙家琪是学校今年本科新生中唯一的“80后”。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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