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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初，云南财贸学院（今云南财经

大学）筹办一个面向全省的金融系统在职大专

班，我供职的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师宗县

支行争取到一个名额。当时，我是单位的团支

部书记、预备党员，又是下过乡的高中生，于

是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报考机会。

接到通知后，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参加

工作已经 5 年，居然还有圆梦大学的机会。忧

的是 1977 年高考首战失利留下的阴影——

恢复高考那年，我踌躇满志地走进考场。

环顾同一考场里年龄不一的考生，身为应届毕

业生的我暗自得意，觉得无论年龄还是理论基

础，自己的优势都很明显。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给了我沉重一击。

虽说我读书时成绩并不差，可与文化底蕴深厚

的“老三届”相比，差距悬殊。

那一年，我们县一中 4 个班的

200 余名应届毕业生，仅有 2 人

被大学录取，我名落孙山。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历历在

目，我对考大学一事毫无信心。好在省分

行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为各支行报考人

员开办了一个为期 3 个月的培训班，为大

家集中补习文化基础知识。

那段时日，用“披星戴月”“悬梁刺

股”“如饥似渴”等词语都不足以形容。每

天天不亮，马路上就有边跑步边背书的同

学；白天听完辅导课，反复看书、做试卷；

熄灯后，每个人的蚊帐里还透着点点灯光，

挑灯夜读。校园附近的田埂上、树林里、

水池边，随处可见埋头苦读的学生。大家

拼的是时间、是毅力、是意志，强压之下，

甚至有 2 名同学在考试前病倒。

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刻，我也会茶饭不

思、彻夜难眠。压力不仅来自难解的题目，

还有残酷的现实。如果说第一次高考我还能

以应届毕业生自居，那这一次优势不复存

在。培训班的同学中，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

的应届毕业生比比皆是。除了比别人加倍勤

奋和努力，我还需要调整心态、自我减压。

我的减压方法是看电视。那时，日本

电视剧《血疑》正在热播，我每晚到电教室

看 2 集电视剧，再全身心地投入复习。一周

下来，心态渐渐平复，我暗想：要珍惜来之

不易的机会，不辜负单位的重托，不放弃上

大学的梦想。只要全力拼搏，就无怨无悔。

同年 6 月，我结束考试回到单位，忙

于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忐忑地等待着答案揭

晓。开学时间日益临近，一张云南财贸学院

的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看着录取通知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感谢

这段难忘的经历，让我在高考的战场上打了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圆梦大学。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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