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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INTERNATIONALE DU BACCALAURÉAT 
SESSION 2022 

SECTION :   CHINOISE  

ÉPREUVE :  LANGUE-LITTÉRATURE 

DURÉE TOTALE : 4 HEURES 

Le candidat devra traiter UN sujet sur les deux proposés. 

Le dictionnaire unilingue dans la langue de la section est autorisé. 
Les dictionnaires sous forme électronique ne sont pas autorisés. 

 
L’usage de la calculatrice est strictement inter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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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jet 1 

《报纸的故事》 

孙犁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

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

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

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

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

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

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

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

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

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

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

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

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刊载青年作

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

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

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

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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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

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

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

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 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

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

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

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

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

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

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

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

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

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

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

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

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

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

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

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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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

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

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

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她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

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

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

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

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

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

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

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

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 写于一九八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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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ail à effectuer pour le sujet 1 

 

一、阅阅文章，回答下列问问：（10 分） 

 

1. 作者为什么想订《大公报》？为什么么自己是“异想天开”？。 (4 分) 

2. 作者和妻子的对对有什么特点？可以看出妻子是一个什么么的人？(3
分) 

3.这篇文章的主问是什么？作者围围这个主问题述了哪几件事？(3 分) 

 

 

二、写作：(10 分) 

 

人们常么，梦想和现现之间的距离很远。结合本篇文章，谈谈你对这句对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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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jet 2 
 

口述历史：1977 年高考——我人生的大转折 

来源：BBC 中文 2017 年 6 月 8 日 （有删减） 

 

今年的高考开始了。与去年一样，今年有 940 万考生参加考试，而这 940

万考生可能关系到每一个家庭。 

然而，今年的高考毕竟还是与去年不同的：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第 40

个年头。1977年，在经历“文革”10年后，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

高等教育考试制度。那年年底举行的高考，堪称一场百里挑一的考试，因

为每 100 个考生仅录取 5 人。 

符学成，当年有幸成为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尽管他谦虚地说，77 级中的

佼佼者那么多，有中国总理李克强，外长王毅，还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

物，而他自己恐怕不能代表那么优秀的 77 级，但他的故事算得上 77 级大

学生中的一个类别，讲述那一代大学生们的独特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个

个人的故事，让人们看到 1977 年前后中国社会和教育经历的大变革。 

符学成，现居广东佛山顺德，退休前任职佛山顺德文体旅游局。在中国恢

复高考40年后的高考日子里，向BBC中文讲述了高考给他留下的刻骨铭心

的记忆。 

 

问：现在高考考生基本是高中毕业生，那时候呢？ 

1977 年，我 25 岁，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学担任老师。我 1968 年初中毕业，

69 年下放到农村，在农村一共呆了 4 年 10 个月。1973 年有机会读了中等

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小学任教，当时觉得基本就定型了，没有上大学的可

能了，真没想到还有一次机会考大学。 

 

问：1977 年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文革，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很多

青年人仍然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当年是怎么知道恢复高考这个重

大决定的呢？ 

我是看报纸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后来也有文件传达下

来。其实我们一直都盼着这个消息，所以当时心里是非常激动和高兴的。



 

22-OIBLLCHME1 Page : 7/11 

我从小学习成绩比较好，家里一直希望我能读大学。但66年我开始初中时

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等到 68 年初中毕业，基本就没读书了。然后 69 年

下放，下放以后对考大学基本就绝望了，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了。 

 

问：当年的报考手续还算简单容易吗？ 

报纸上刊登了报名时间，我就到工作单位开了证明去报名，然后领到了准

考证。我的这张准考证是在高考前不久才领到的，大概在考试前一周左

右。 

问：现在参加高考，有各种补习班。1977 年从 8 月提出恢复高考到最终决

定高考，短短两三个月时间。考生怎么准备呢？ 

我没有时间准备。第一，我当时要上课，还担任班主任；第二，当时基本

没有复习资料，后来我母亲想办法托人帮我搞到一套复习资料。其实复习

资料的很多内容我是看不懂的，数理化我基本看不懂。我当时买了一张地

图挂在家里，有时间就看看历史地理和语文方面的知识。后来看不懂的干

脆就不复习了，集中精力复习自己能够得分的那几门课。我当时没有请过

一天假复习。 

 

问：还记得考了什么科目、考了什么内容吗？ 

考了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算一科，大概算

四门课。我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还有语文的第一题是

看拼音写出汉字，因为我的拼音基础比较好，我看了这一题心里就定了很

多。我记得拼音注字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这句话我一看就读出来

了，写了出来。考语文我心里就很踏实了，刚进考场的时候开始还是慌张

的。其他还有改病句、改错字等题目。其实那时候题目不是很难，按现在

的标准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那时候的人都已经很多年没有学习没有读书

了，都荒废了。因为我从小喜欢历史和地理，所以我考得不错，我记得我

拿到85分的高分。我最差的是数学，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没有学过。据说

有人打了零分，但我还算对了一道代数题，拿了 12 分。当时非常高兴。 

 

问：填志愿是上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时填志愿也经过深思熟虑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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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候高考志愿以服从分配为主。我当时根据自己的水平，觉得能考

上大学就不错了。因为自己教书，所以我填了湖南师范学院，最后的志愿

是衡阳师专，因为衡阳当时只有这一所大学。这些也都跟我教书有关系

的。当时根本没有多想，觉得考上就很幸运，有书读就很好。 

 

问：很多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都非常激动高兴。还记得吗？ 

当时的录取通知书是送到我工作的小学，我自己并不知道。学校的校长和

书记，他们当时想不让我去上大学，想培养我做他们的接班人。后来有人

偷偷告诉我说，你考上大学了，但学校不想让你去。我当时就急了，我说

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不让我去，那肯定不行。我去找学校的校长和

书记，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后来我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到学校去找到两位

领导说，我们一家几代人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好不容易有个大学生，希

望你们让他走，让他去读书。后来领导才明确表态放我去读书。我当时有

心仪的女朋友，但没有正式表白，我是等拿到录取通知才正式摊牌。高考

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问：77 级入学时，高等教育刚刚恢复，大学里的教学是怎样一种情况？ 

我们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教学大纲，学了很多科目：古代文学、现代文

学、当代文学，还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等。不过我们当时没

有教科书啊。文革的时候很多书都毁掉了，需要重新出版。我们同学们半

夜去衡阳市新华书店去排队，老师交待我们任务，每个人买哪些书。第二

天早上天亮，书店开门营业我们买了书才回校。那时候有书读是很幸福

的。我们那时候都自觉得很。同学中年龄小的 17、8 岁，大的有 34、5 岁

有两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有的是老三届，66 年的高中毕业生，有的是

应届高中毕业生。大家学习都很努力，早上天还不亮，就到路灯下面去学

习了，学拼音，背古文。晚上学校10点统一熄灯后，我们自己买了蜡烛继

续在教室里学习。那时候，用电是有控制的，到时候就熄灯下自习，所有

教室都没有灯了，同学们就秉烛学习到很晚。 

 

问：社会上有种说法，把77、78、79级的大学生，统称为新三届。他们最

大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成为大学生，故事最多，经历最多，挫折最多，人生经验最多。他们

作为学生，非常好学，勤奋。第二，他们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觉得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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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读书，而不是为自己奋斗。他们最有担当，他们受的教育也不一样，

有了读大学的机会非常珍惜。第三，就是他们能吃苦：社会阅历比较多，

吃的苦比较多。这几届学生对老师来说，应该是最好教的，最喜欢教的。

再加上他们都经过考试选拔，程度基本相同。这几届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

最好，因为恢复高考后，老师们的教学也是重头开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

在努力，为恢复高考后的教学工作做了很多事情。 

 

问：这三届的大学生因为年龄参差不齐，经历差别很大，他们对生活的态

度也很不相同吧？ 

我们是师范学生，国家有生活补贴。我们班有个同学，年龄比较大，有两

个孩子。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却来读书了。他就把每个月的伙食费

省下来寄回家里。对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找对象，系里有规定：没有谈恋

爱的不能谈，谈了恋爱的不能断，结了婚的不能离。这可以看出当时思想

有多左。后来教育部有文件，让学校把规定放宽了，年龄大的可以结婚，

就比较人性化了。我们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很多单位抢着

要，后来都成为工作上的骨干。 

 

问：回头看 40年前 1977 年的高考，那考上的 27万多人的命运肯定是因为

高考而改变了的。当年没有考上的后来也继续努力，有的终于如愿以偿。

当年的高考对个人最大意义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圆了我的一个梦，一个大学梦，而且改变了我的人生。通过学习

我能为社会和国家多做一点贡献，也让家庭和生活过得更好。我毕业后，

因为学校师资非常缺乏，被留校任教，后来又被送到其他大学去继续深

造，做了大学老师。如果不是邓小平当年拍板恢复高考，我应该会在那个

小学工作一辈子。 

 

问：2016 年的数字显示，现在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 80%。 而 1977 年高

考，570 万人只录取了 27.3 万人，录取率低于 5%。自豪吗？ 

当时十年之间没有高考，上大学靠推荐，我们是第一批凭自己的本事考进

大学的，所以都很骄傲和自豪。另外，我们入学以后，召开了全国科技大

会，把陈景润作为典型，鼓励大家钻研知识，全社会都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在那样的氛围里面，我们当然更加自豪。当然我们非常努力，明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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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被耽误了那么多年，我们的起点不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烙印，我们明

白自己的局限性。 

 

问：对当年考上大学的人来说，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对中国来说，

1977 年恢复高考最大意义是什么呢？ 

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 8月提出的，然后教育部又花了一些时间请专家

认证。在非常紧的情况下 ，资源也非常缺乏的情况下，12 月份举行了高

考。它为我们国家多培养了一届大学生。除了早培养出一批人才，恢复高

考还恢复了人们对公平和公正的信心，让人们看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像之前靠推荐上大学，我这样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是没有机会

的。高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社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这些人才才有机

会为国家多做些事。这，可能比我们个人命运的改变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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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ail à effectuer pour le sujet 2 

 

一、请阅阅文章并回答下列问问：（10 分） 

 

1.  接受采访的人是谁？你觉得这个采访有什么重要意义？（2 分） 

2. 请结合本文和所学的知识，么明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代背景。(3
分) 

3. 这个人准备考试的经经和现在的中国高中生准备考试有什么不同？

（2 分） 

4. 你觉得对于当时的人，考上大学意味着什么？（3 分） 

 

 

二、写作：（10 分） 

你也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毕业考试对你今后的人生是否很重要？是否会
改变你的命运？请结合本文以及你的经历来回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