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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视“特例”为耻辱，将制度视为生命的年代里，

梁再冰等是高考的曾经失利者，却恰是公平的见证者。

后来，这些没能上清华的孩子，一个个都成为了各

行业的精英，都和父母一样，为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中，梁再冰毕业后成为了新华社的记者，后来她

还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

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他们曾为中国的新闻事

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冯钟璞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

究所，创作了无数长、短篇小说。2018年，她还凭借作

品《北归记》获得了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这些孩子的顺利成长，与昔日高考时父母用“身

教”给他们“立德”是分不开的。

真正的教育，从来是立德为先，这是半个多世纪前

那些教育大家用实际行动传给我们的，它应该被永远

传承。

那些年的高考中，落榜的特殊子女还有很多。他

们的存在，让国人看到了教育的希望，并支撑着后世无

数相信公平的学子勇往直前！

（作者：李满，来源：今日头条客户端）

据相关资料记

载，林徽因的女儿

与儿子都报考过清

华建筑系，但都落

榜了。林徽因不相

信 ，要 求 复 查 考

卷。最终，两个孩

子还是无缘入读清

华。这是怎么回事

呢？要知道清华建

筑系可是林徽因与

梁思成创建的，梁

思成还是系主任。

为何不给儿子和女

儿开个后门呢？

1946年，对于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的梁思成

与清华营建系特聘讲师的林徽因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一年。

这一年，林、梁终于在阔别北平9年后重归了这片

已“物非人非”的故土。这一年，也是他们作为父母最

操心的一年：这年，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正备战高考。

诗人、建筑大师林徽因此时的身体已经有些欠佳

了，但在女儿的高考面前，她丝毫不敢半分懈怠。好在

平日里，女儿梁再冰一直成绩优异。

17岁的梁再冰和父母一样对建筑情有独钟。因为

从小耳濡目染，她在建筑设计上也表现出了相应的天

赋。梁再冰心里的高考目标和父母所想完全一致：清

华建筑系。

相比其他学子，梁再冰对清华和清华建筑系明显

有着更深的情感，毕竟：她所报考的这个建筑系正是她

父亲一手创办的。

实际上，梁再冰与清华的渊源还远不止这般简单。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真正提出者，

正是梁再冰的爷爷梁启超。此外，梁启超还曾出任清

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虽然梁再冰考清华时爷爷梁启超

已去世17年，但他的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一代一代的

清华人。

在爷爷之外，梁再冰的父亲和几个叔叔也与清华

有着极深的渊源，他们最初均出身清华。

可以说，对于梁再冰而言，入读清华不仅是一种理

想，还是一种很深的家族情怀。“再冰”二字正是取自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这样的梁再冰怎会不想在到处

挂着爷爷画像的清华学习呢。

为了顺利考上清华，梁再冰在父母的陪伴下日夜

奋战。高考当天，林徽因信心满满，梁再冰脸上虽写满

了紧张，却也写着自信。考前她对母亲说：“妈，您放心

吧！”

有女儿的这句话，加上再冰本就天资聪颖，林徽因

对于女儿考清华是没有太多担心的。放榜前，林徽因

异常淡定，她早从女儿考试前后的表现有了判断：定是

没问题了。

可是放榜当日，林徽因一家全都懵了：差两分，未

上榜！

这样的结果，是林徽因怎么也没想到的。结果公

布那天，听到消息后的她呆呆在原地愣了很久，而女儿

梁再冰则更是一脸地难以置信。

良久，林徽因看向女儿：“你先别急，许是弄错了。”

梁再冰低下头转身回了房。梁再冰知道，这样严格的

考试，是不大可能会弄错的。

可林徽因却并不甘心，当晚，她和梁思成商量了很

久，商量的结果是：他们决定调出女儿的试卷看看是否

有疏漏。

林徽因对女儿梁再冰一直很有信心，在女儿幼年

时，她甚至就做起了让女儿继承他们夫妻衣钵的美

梦。女儿长大后，他们夫妻俩一有空就跟她讲建筑，对

于女儿今后一生的道路他们比谁都确定：一定是建筑

无疑了。可眼下的这场高考无疑打乱了这所有的计

划，一想到自己的学生里将不可能有女儿梁再冰，林徽

因心里就充满了失落。

很快，素来行动力惊人的林徽因便托人拿到了女

儿的试卷。她一个个挨个看过去，只要两分，只要有两

分的疏漏，女儿梁再冰便可以进入清华建筑系。可偏

偏，整个试卷上，竟连两分的错判、漏判都没有。

林徽因心里暗暗感叹着高考阅卷老师的认真、公

正。良久，她起身将试卷慎重地交给了老师。

事情虽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但当时的林徽因仍可

找理由让女儿“酌情入清华”。毕竟，梁家与清华渊源

极深，梁家在清华的人脉也极广，可林徽因和梁思成并

没有在接下来做任何举动。

实际上，若他们想“动作”，便不会大张旗鼓去调看

女儿的试卷。

林徽因是个好强的女子，也是个极有原则的人，

“后门”二字她从未开过，自然也不会为自己女儿去开，

即便这事对女儿的打击极大。对于大学的规章制度，

她和丈夫只会是坚定的执行者、守护者。

看完试卷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平静地接受了事

实。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衣钵是不可能传给女儿了，即

便她有天赋且也喜欢建筑。

3年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也参加了高

考，如宿命一般地和姐姐一样，离清华建筑系的录取线

差两分。

儿子落榜后，林徽因比头一次越发难以置信。她

再次调取了儿子的高考试卷，发现有几道题儿子像是

故意做错的。正在诧异时，她看到了试卷上的一行小

字，上面写道：“我不喜欢建筑，我喜欢历史。”

那一刻，林徽因半晌没有吱声。随后，梁从诫如愿

去了北大攻读历史。

无独有偶，与梁再冰同时参加高考，且同时落榜清

华的还有另外两位女孩，她们也同是清华内部人士的

女儿。

这两位女孩，其中一位叫梅祖芬，是时任清华大学

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而另一位，则是当时清华大学文学

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

那一年，她们三个：清华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

儿，报考本校竟通通因几分之差被拒之门外了。昔日

看来极其正常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却很有些让人难以

置信。

但说回来，这些天资过人的孩子之所以都落榜，在

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战乱中教师（她们父母）的特殊生存

状况有关。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清华、北大等

高等学校纷纷内迁，其中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

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冯友兰、林徽因、梅贻琦等都在这时期带着家人和

学生四处奔波。这样的境况下，他们的孩子自然难有

良好的学习环境。可这个特殊因素，却并未被任何一

位老师作为“特殊”进行考虑。

后来，梁再冰转身去了录取分数线稍低的北大西

语系。也是自这开始，梁再冰的一生便与她最初理想

中的建筑再无半点瓜葛。

梅祖芬后来去了比清华录取分数略低一点的燕京大

学，随后因不甘心，她在清华研习班复读一年后考入清

华。而冯钟璞则不得不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

两年，第三年，她才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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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考失利者是公平的见证者

两位清华内部人士的女儿也落榜

女儿和儿子均差两分未上榜

■林徽因与女儿

梁再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