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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了，想读名校，没钱万万不行；但金钱
也远不是万能的。要知道，那时全国“高考”的录
取率只有 6％，至于名校的录取率，就更低得可
怜。所以，若你是个家里特有钱的超级学霸，那省
内省外的名校随便选，如果学习一般，尤其是英文
不行，还是现实一点的好。那时，除了英文必考，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被视为西学，很多
知名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多是用英文命题的，
要是英文不好，连题目都看不懂。

再说，不少名校还有一个“对口中学”名单，这
些“对口中学”当然也是头顶光环的学校，比如培
正、真光之类，来自于“对口中学”的学霸，被录取
的几率要远大于“孤军奋战”的考生。所以，如果
你不是超一流的学霸，就别非名校不上了，毕竟报
考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要交上几块银圆的报名费
的，考不上，这钱也不会退。倘若你一口气报个好
几所，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既然考不上，又何

必花冤枉钱呢？
看了这么多，你或许会问了，既然各校都是自

主招生，考试场次和时间又全由自己决定，那考生
去哪里获得这些关键信息呢？其实，这在当时还
真不难，一到考试季，广州坊间各家报纸上都是大
片大片的招生广告，考生只要盯住报纸，就能知道
个八九不离十了。此外，双门底（今北京路）及其
附近的街道上，云集了大量书店，不少大学就委托
一些书店做“代理”，代发招生广告，考生经常去那
里转转，也能获取不少新鲜热辣的招考信息。不
过，他们在浏览招生广告的时候，多半得留个心
眼，不要一不小心上了野鸡大学的当。毕竟那个
年代时局纷乱，官方管理有心无力，野鸡大学层出
不穷，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只须有房子（或租房

子）、有教员、有学生，就可以叫做大学了。”你说，
要是千辛万苦，还花了一大笔报名费，最后上了个
来路不正的野鸡大学，得有多冤啊？

D 报考陷阱 野鸡大学出没，报考需要留神

80年前“高考”：大学自主招生跑断腿
有钱学霸才能上名校

没有统一考试，各所大学自主招生，
考试科目各自不同，有的考六七门，有的
却要考十几门；考场设在省城，偏远地区
的考生得背着干粮，冒着被山贼劫道的风
险来赶考；倘若报考多所大学，那就得像
赶场一样，一场场考过去，有时甚至还得
进行“城际转移”……这些令人看来匪夷
所思之事，就发生在80多年前的“高考”
考场。据《广州日报》

假如时光倒退到 80 多年前，广州城
里一个即将报考大学的中学毕业生，面对
的问题要比现在的考生复杂很多。那时
候没有统一高考这回事，无论是由教育部
拨款的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是自
主招生的。每一所大学的考试科目与日
期都不相同。比如，燕京大学的考试科目
设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社会科
学常识六科；齐鲁大学要考国文、英文、
史地等10门课；更“狠”的是辅仁大学，居
然要考13门课，除了国文、英文、数学外，
还有史地、物理、数学、化学、常识等林林
总总的课程。比较起来，现在的考生只需
熬过四五门考试，就可长吁一口气，回家
睡个天昏地暗，实在是轻松多了。

不过，考生若身在广州，还是比身在
偏远地区要幸福得多。因为广州是大城
市，全国知名的大学一般都会在这里设立
考场；考试当天早上，叫个黄包车赶过去
都来得及；若是偏远地区，就得带上干
粮、跋山涉水，远赴省城赶考，彼时广东
城乡盗贼横行，手持火器的绿林好汉也不
罕见，半道碰上个打劫的，耽误了考试还
是小事，连性命都“交代”了，那才真是悲
剧呢。所以，赶考之路，只能自求多福，
或者多花几个钱，雇两名保镖，才可保一
路平安。

说起来招生的大学也不容易，它们除
了在学校本部设立考场外，还在外地设立
考场，最少也得在当地有一二十个考生才
行。在文盲成堆的山区小镇，它们上哪找
那么多考生去？所以，当时广州各大名校
的考场上，多的是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
考生。他们考完这一场，没准又会急着赶
另一场。这样看来，现在的考生只需撑过
两天，就可万事大吉，又要轻松很多了。

国立北京大学
国文科（1936年）

一、作文（两题任选一题，限白话文）

1.叙述你平日作文感到的困难，并推寻困难的由来。
2.你从读书以来，对于学问的兴趣经过几次转

变？试说明理由。
二、文法
用下列的词分别做成适当的复句
1.到底……还是

2.只要……一定
3.除非……不能
4.与其……宁可
5.固然……可是

国立交通大学工学院
国文科（1942年）

1、试举例中国史上之伟大工程
2、论抗战以来我国国防工程（任作其一）

B 当年“高考”都考啥

A 考生赶场
偏远地区没考点
自带干粮赴省城

80多年前，大学可以自主招生；考生也能自主
选择想要报考的大学。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考
生本人又是牛气冲天的学霸，那他无论想报考多
少所大学，都悉听尊便；有北大、清华、燕大、复旦、
中大、岭大、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如果一
下子考上了好几所，那选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带上
行李去报到就是了。此外，那时的名校常有破格
录取一说，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些数学考十几
分的“偏科”大师，因国文素养上乘，被名校破格录
取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代。话又说回来，那是
文科专业才有的事，在理学院、工学院或医学院这
样的地方，像这样的传奇少之又少。根据当时的
统计，70%多的考生报读的是文科专业；只有不到
30%的考生才报读理科专业。

说 80 多年前考生的选择比现在更多，其实也
是针对有钱人家的超级学霸而言。毕竟，就算在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有一半的孩子因为家境贫
寒，连小学都读不上呢，能读到高小已经算是一个

受人景仰的知识分子了；能更上一层楼，读到中学
毕业，不仅自己要会读书，家境也得比较富裕才
行。那时，虽说名义上也有义务教育制度，但只适
用于初小，从高小开始，都得自己掏学费。到了中
学阶段，学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像培正、真光
这样的名校，一年的学费高达两三百块银圆，连广
雅中学这样的公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要几十块
银圆，也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轻松松拿出来的。
说起来，大学的学费比中学还要稍微便宜一些，像
北大、清华这样的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三四十
块银圆；而燕大、复旦、金陵女子大学这样的教会
大学，一年得花掉一百五六十块银圆。

那么，穷人家的孩子，真的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了吗？这倒也不是，他们至少可以上师范，不但一
分钱学费不要，还有免费饭吃。再说，从师范毕业
后，在中小学里谋个教职倒也不算难事，可以趁早
贴补家用。不过，僧多粥少，不拿出一点“头悬梁，
锥刺股”的精神，要想考上师范，几乎是痴人说梦。

C 读书不易 有钱+学霸 才能上名校

养生大讲堂 康美来灵芝基地：生产最道地的药材
国家最近颁布的《中医药法》明确提出，要扶持生产

道地药材。其实康美来创业开始，就认识到道地药材的
重要性，高品质的产品需要把握道地药材的源头。那么，
康美来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原产地。2000年前《名医别录》记载：赤芝生霍
山，霍山即今天的大别山。2000年后的今天，以金寨为
代表的大别山灵芝闻名天下，自古不变。得天独厚的地
理气候环境，是不可复制的资源。茅台酒生产离开贵州
茅台镇，出产的是低劣的不正宗的酒。康美来在大别山
创业，就是要占领原产地的高地。

二、原产地的核心区域：深山。唐代道家《道藏》记载
的中华九大仙草明确：是深山灵芝，而非灵芝。道家认为
仙草必须是深山灵芝，不是浅山灵芝，更不是平原灵芝。
所以，康美来灵芝基地选择高海拔的大别山腹地，生态

好，无污染，白昼温差悬殊。
三、正宗的品种。选择大别山野山赤灵芝品种，是康

美来坚守的理念。目前，包括大别山地区在内的中国，多
年来一直引进日本、韩国的品种，导致功效低劣。康美来
在沈业寿教授的指导下，在大别山找到野生赤灵芝，经过
人工驯化，采用科学复壮技术，建立了一流的菌种生产车
间，实现优良品种的科学生产、储存。

四、仿野生椴木栽培。康美来坚持原木栽培，不用棉
花籽壳、花生壳、玉米芯等秸秆作为原料。

五、有机栽培。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是有机的前提
条件，虽然产量低，人工成本高。

六、科技创新。康美来首席科学家沈业寿教授发明
了“一种灵芝的栽培方法”和“一种灵芝孢子粉的收集方
法”，药材生产拥有核心技术。

康美来扎根大别山天然药谷，以地道、正宗传承中华
仙草文化，把最好的灵芝奉献给消费者，吃的放心，吃出
效果，让仙草不再是奢侈品，造福更多平民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