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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是学校工作的家常便饭。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考试种类五花八门：按地域分有国
内外、校内外的，按语言分有外语的、中文
的，按专业分有经济的、法律的等等；同种考
试又分不同级别的，所以考生形形色色，监考
的过程也各不相同。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在考
前就能判断哪个好监，哪个不好监。所谓好与
不好，是指监考工作的繁简，规定的要求宽
严，考生水平的高低，考试时间的长短等。对
于监考员来说，填写的表格内容越多，完成的
条文越具体，考生的素质越参差不齐，感觉时
间过得就越快，这种考试就越好监，因为监考
员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读书、看报，又不能相
互交谈，除了坐着喝水，就是在教室前后走
动。我常自嘲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1月5日、6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研究生
入学考试。在我印象中，这种考试就是最不好
监的。考试两天，上下午各1场，每场3小时。
考前准备格外充分，细致到每个考生一个信
封，内装一份试题，上面标明科目、姓名、报
名号，在考生入场前就放置到位。监考员只要
在考生入场时检查证件、引导考生找对座位就
可以了。开考以后，在没拆封的信封表面写
上“缺考”，填个考场记录，就开始等着收卷
了。与其说是监考，不如说成煎熬。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考研监考了。今年
报考的人数众多，监考员人手不够，有人要
我“老将出马”，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为其
难了。

5日全天是全国统考的公共科目，与以往
有明显不同：试卷、答题卡是完全密封的，
要在考前规定的时间当众展示后方可拆启；实
行“一试多卷”，试题封面贴有不同条形码，
每个考生要把条形码贴到答题卡上方的椭圆形
框内再答卷。增加的这一道道防线，使本来就
很严肃的考场，变得更加庄重起来。

监考·煎熬
我所在考场最小，30名考生，两人监考。

我们的工作先是进场时认真核对考生证件，开
考后，对照证件查看与答题卡上填写的个人信
息是否一致；因8人缺考，核查完毕，还要到
考务办公室对缺考人的信息条形码扫描，填写
考场记录，填涂缺考人答题卡，在答题卡上面
填涂缺考标记、盖上“缺考”电子章。一通忙
活之后，离考试结束收卷已经不远了，这才
感觉，上午连准备带监考4小时20分竟然没尝
到“煎熬”的滋味儿。

清早顶着星辰就到了考场，下午的监考
注定是要发困的，为此，我思想上做足了准
备，也泡好一杯浓茶助自己一臂之力。午时1
点半，考生陆续进场：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穿
着，径直走向熟悉的座位，入场这一关删繁就
简。开考后，发完试卷、答题卡，确认缺考又
增加1人，我想肯定是上午没考好不来了，就
找了个空位坐下，填起所有的表格来。

10分钟过后，同场监考的小王老师轻轻叫
我，一抬头，啊？那位考生又来了！按规定，
迟到15分钟才不可进场，考生没有违规；怪我
着急，把试题上的条形码已经贴到答题卡上，
而且还盖上了“缺考”章。怎么办？最好办法
就是用涂改液盖上“缺考”两字，但找遍了所
有的考生桌面都没有，只有揭“条形码”这个
唯一办法了。考生在等，急得我直冒汗。还
好，小王老师沉稳，他慢慢的、很有力度的把
条形码揭下，毫发无损。好在还有没填涂的答
题卡，小王老师把条形码贴好后递给考生。

等我重复完上午该做的各项书写起身巡视
时，一位考生举手了。我悄悄走近轻声说：“
去吧！”没成想考生反问：“去哪？”，我才
意识到是想当然以为考生要上卫生间，赶紧改
口：“什么事？”他指指左边位置的同桌告诉
我：“她打瞌睡了，您提醒一下。”我说“这
是考生个人行为，不能——”“干涉”两字还

没出口，就听到了有节奏的呼噜声。明显是对
相邻的干扰，我只好把她轻轻推醒。　

这时我看到，同样趴着睡的还有两位女
生。我的职责是保证她们不影响到他人，于是
不得不在这几人中间来回走动。也许，她们为
备考夜里没好好休息，也许她们花１百多元报
名费只是要体验一下考题的难易程度，也许她
们来考场更多的是搪塞望女成凤的家长！这下
倒好，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发现鼾声起，立即
动手推，整个下午神经紧张，没有丝毫困意。

按 规 定 提 前 半 小
时可以交卷，还差1分
钟，趴着的两个女生同
时起身。只见一张试卷
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动
物，大到熊猫，小到蜗
牛，形象可爱、生动逼
真；各种各样的植物，
大 到 垂 柳 ， 小 到 蒲 公
英，一幅“春江水暖鸭
先知”的自然景观。这
样 的 答 卷 让 我 忍 俊 不
禁，这两个半小时对交
白卷的三位女生无疑是
煎熬。

没想到的是，接下
来的两场考试，那位男
生依然姗姗来迟、三位
女 生 依 然 以 睡 “ 熬 ”
考 。 我 从 心 里 感 谢 四
位：是他们增加了我监
考的责任心，紧绷神经
时刻严阵以待；是他们
的“煎熬”让我感到监
考 时 间 过 得 飞 快 。 当
然，考场内的其他18位

考生毋庸置疑，虽然我没有特别关注他们，但
个个严肃、认真的态度，人人奋笔疾书的样子
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我转眼望望窗外的楼
下，双肩背书包的青年男女脚步匆匆。我想，
多元社会，人各有志，考研不再是90后青年追
求理想的唯一道路。在各自的青春路上，只要
努力奋斗，都有属于他们的未来和梦想！拼搏
的生命都精彩，祝福他们，年轻的一代！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厌非

季姬击鸡记<一>
原文：
季姬寂，集鸡，鸡即棘鸡。棘鸡饥叽，季姬及箕稷济

鸡。鸡既济，跻姬笈，季姬忌，急咭鸡，鸡急，继圾几，
季姬急，即籍箕击鸡，箕疾击几伎，伎即齑，鸡叽集几
基，季姬急极屐击鸡，鸡既殛，季姬激，即记《季姬击鸡
记》。

翻译：
季姬感到寂寞，罗集了一些鸡来养，是那种出自荆棘丛中的野

鸡。野鸡饿了叫叽叽，季姬就拿竹箕中的小米喂它们。鸡吃饱了，跳
到季姬的书箱上，季姬怕脏，忙叱赶鸡，鸡吓急了，就接着跳到几桌
上，季姬更着急了，就借竹箕为赶鸡的工具，投击野鸡，竹箕的投速
很快，却打中了几桌上的陶伎俑，那陶伎俑掉到地下，竟粉碎了。季
姬争眼一瞧，鸡躲在几桌下乱叫，季姬一怒之下，脱下木屐鞋来打
鸡， 把鸡打死了。想着养鸡的经过，季姬激动起来，就写了这篇《 季 
姬 击 鸡 记》。

季姬击鸡记
<二>

原文：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矶脊。

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
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
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
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翻译：
叫着的鸡，鸡不停地叫，几只鸡在拥挤的笼里

找吃的，运鸡的车子走得极快，鸡也饿极了，它们
的翅膀已经如同拼死一搏般坚硬如鱼鳞。终于，运
鸡的车子到达了蓟。突然，有几只鸡撞开了笼子，
所有的鸡都极快地想要冲下车来。可是车子还在极
快的走着，那几只翅膀已经硬朗的鸡看见飞驰的轮
子便害怕了，赶忙退了回去，也不顾笼子里有多么
拥挤。最后，笼子里安静了下来，鸡即使再饿，也
只敢唧唧的叫。　

不管你说何种语言，像这样的文章只能赞叹，不能模
仿，就佩服中国老祖宗吧，不得不说中文真是华丽的变
态,只用一个发音来叙述一件事，除了中文，怕是再无其
他语言能做到了。

（文章作者不可考；图文均摘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