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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取取上上海海交交大大，，他他的的清清华华梦梦醒醒了了？？

““小小镇镇做做题题家家””唐唐尚尚珺珺
和和他他的的1144个个高高三三

高高考考1144次次，，复复读读1133年年，，出出
生生于于广广西西的的唐唐尚尚珺珺22002222年年的的
高高考考情情况况依依然然引引人人关关注注。。

““我我发发现现我我走走错错路路了了。。””
22001144年年年年初初在在拍拍摄摄纪纪录录片片

《《高高十十》》的的过过程程中中，，陷陷入入复复读读
旋旋涡涡的的唐唐尚尚珺珺说说，，只只是是他他真真
的的非非常常想想要要上上清清华华大大学学。。而而
这这之之后后，，他他又又复复读读了了88年年。。

唐唐尚尚珺珺22000099年年第第一一次次参参
加加高高考考，，其其后后还还曾曾被被西西南南政政
法法大大学学、、吉吉林林大大学学、、重重庆庆大大
学学、、中中国国政政法法大大学学等等多多所所知知
名名高高校校录录取取。。但但每每次次高高考考结结
束束后后，，他他都都选选择择复复读读。。有有网网
友友称称他他是是““小小镇镇做做题题家家””，，也也
有有很很多多人人质质疑疑，，他他复复读读这这么么
多多次次，，究究竟竟是是为为了了理理想想，，还还是是
利利益益？？

这这一一次次，，唐唐尚尚珺珺考考上上了了
上上海海交交通通大大学学，，去去还还是是不不去去
呢呢？？88月月1122日日，，他他对对记记者者说说

““有有考考虑虑去去””。。而而读读了了1144次次高高
三三的的他他，，是是怎怎么么坚坚持持下下来来的的？？
背背后后经经历历了了哪哪些些不不为为人人知知的的
故故 事事 ？？ 现现 在在 又又 在在 想想 些些 什什
么么呢呢？？

最新成绩
高考第14年被上海交大录取

然而，和家人坦诚几个月
后，唐尚珺又进行了新的隐瞒。
那年开学，他去中国政法大学溜
达了一圈，又回到广西平果读高
中。这次复读，一是因为没考上
清华大学，另外老爸重病需要钱
治疗，而广西平果三中用高额奖
金吸引高分复读生。

2017年，唐尚珺有两名同
学考上了清华、北大，获得60万
元的奖励。但他并没有考好，较
2016年反而降了几十分。除了
请假回家照顾老爸两个月，还可
能受谈恋爱的影响。

2018年，他和女友都考上
了广西大学，但唐尚珺还是选择
复读。当地一些私立复读学校
给出的奖金或生活方面的其他
福利，一年可能有好几万元，甚
至超10万元。这几年，他在各
个有高额奖金的学校复读，不仅
入学能获得一定的奖金，在模拟
考试中也常常能名列前茅。

今年，唐尚珺参加了第13
次复读高考。8月5日，他再次
进入公众视野。那是在其2022
年复读高中的表彰大会上，他拿
着一块写着“热烈祝贺唐尚珺同
学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平果市
衡水阳明高级中学助学奖金8
万元”的红色牌子。在复读过程
中，唐尚珺还遇到5个和他年龄
相近的复读生，这也让他觉得

“不止他一个人”。

思考未来
上了清华又有什么用？

现实是，唐尚珺的女友已从
广西大学毕业，而他还在抉择要
不要去录取的学校。

唐尚珺觉得，自己的路越走
越窄，就算读了大学，以他的年
龄，还能否好好找工作。不过，
他还是觉得读书有用。今年高
考成绩出来，他甚至不愿意跟身
边人透露分数。6月底，唐尚珺
在填志愿期间，仍旧拿起已经学
了16年的高中教材复习。在一
个夜宵摊，何汉立像兄长一样问
唐尚珺，“你要什么时候才上岸，
怎么上岸？上岸的时候，能怎么
发展，什么时候是个头？”

关于未来，唐尚珺也有思
考，他认为就算考不上，也不愿
意去广东流水线上打工。家里
姐姐有做养殖业的，以后回家也
做养殖，形成一定的规模。

他曾在6月底告诉记者，以
他的情况，考上清华大学几乎是
不可能的了。但是他也考虑要
不要再搏一搏，而且到2024年，
将采取新的高考模式，不再分文
理科。不过，8月12日，记者微
信询问他是否想去上海交通大
学时，他的回复内容从7月下旬
回复的“考虑中”改为了“有考虑
去”。

现在，唐尚珺也会想，就算
上了清华，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吴善柳读了清华，年纪大了找
工作很难，后来去当了中学老
师。”他分析，吴善柳为什么复读
那么久，“可能他想让心愿有个
了结吧。”随即话题转到了自己，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考清华），
如果实现了，就是人生某个阶段
的愿望实现了，也就无怨无悔
了。” 据《成都商报》

唐唐尚尚珺珺（（右右））和和
好好友友何何汉汉立立

唐唐尚尚珺珺在在微微博博
上上晒晒出出上上海海交交通通大大
学学录录取取通通知知书书。。

梦的开始 村里出了个清华大学生

复读生活 复读十年被清华录取的同学

2010年的高考，唐尚珺
的分数上了三本线，被一所
专科学校录取。家人劝他去
上专科，他拿着学费和生活
费，瞒着家人开始复读的
生活。

“身边很多人考不好就
去复读。”唐尚珺觉得，去复
读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也关
注同学的录取情况，有一个
同学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

后来何汉立拍摄纪录片
《十年》的时候，问他想考哪
所学校。唐尚珺一心只想考
清华大学，但他说不出口，就
在黑板上写上“中国科技大
学”几个字。

复读的时候，他并不觉
得有多大压力。在他的意识
里，复读就意味着分数能提
高。那几年，唐尚珺拿着家
人给他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
费，年复一年地进入复读班。
他时常会给自己打气，告诉
自己，目标是清华，但也无法
抵御自己的惰性。他爱玩，
也会走神，好在每年成绩的
确会进步。

但还是远远不能上清
华。2013年，唐尚珺考上了
一本。那年暑假，他坐了近
30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到
达时，清华大学的新生正在
军训，他希望自己以后来这

里军训。
2014年，他以583分的成

绩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那
一年，同样有清华梦的吴善
柳，唐尚珺复读班的同学，历
经10次高考后，最终以钦州市
理科第一名被清华大学录取。

吴善柳也出生在广西的
普通村庄里，他考上清华大
学后，引发了争议，“高考专
业户”“占用和浪费社会教育
资源”“从中牟利”等言论瞬
间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
尖。吴善柳否认以此牟利，
他表示听说过奖金的事，但
从没收到过，“只是想考个好
的大学”。

2013年秋，唐尚珺还在
复读。但在家人眼中，他已
经毕业，应该工作挣钱了。
除了学校每月给的约400元
补助，他没有收入，一度穷得
没有钱吃饭，问过姐姐借钱。
他在QQ上联系何汉立，说出
了自己的秘密：他还在复读，
而且经济拮据。

此时已是广西电视台纪
录片导演的何汉立，想到这
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就说服
唐尚珺拍摄纪录片《高十》。
纪录片中，2014年春节，已

“毕业”的唐尚珺在钦州大街
上买了一些礼物，回家过春
节。他给了老妈500块钱，
还给晚辈发红包。见儿子已

毕业，老爸终于卸下重担，开
始翻修房屋边上的排水沟。

2014年1月，唐尚珺在
家乡的小河边说：“我发现我
走错路了，不应该回头那么
多……我现在有点厌学了，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我都瞒
了他们，那种感觉可能都没
人懂哦，很难受的。本来我
想考个好大学，现在我觉得
考大学也没有很重要，我觉
得跟家人在一起也很重要
啊。”

因为愧疚，唐尚珺一到
寒暑假，就回家帮干农活，把
一年最重的体力活集中做完
再上学。

2016年，唐尚珺考了

625分，被中国政法大学录
取。语文老师觉得学校不
错，劝他去读。唐尚珺决定
向家人坦白。在医院病床
旁，他把录取通知书给老爸
看，因为老爸已诊断肺癌晚
期。虚弱的老爸没有责备，
还鼓励他说，“精神值得敬
佩，值得自豪，将来青出于蓝
胜于蓝。”

带着父母去北京，是唐
尚珺的梦想。何汉立也争取
到费用，拍摄了唐尚珺和父
母第一次去北京的场景，他
们去天安门，去爬长城，还去
看唐尚珺未来的大学——— 中
国政法大学。

拍纪录片 还没考上清华的“高十”

唐尚珺今年33岁，体型
偏瘦，他骑着电动车在南宁
大学城附近穿梭，看上去像
一个大学生。因为年年都复
读，唐尚珺多次登上热搜榜，
关于他的各种声音不断。今
年，他还是抵触媒体采访，但
记者找到他，在大学城附近
的夜宵摊前，他还是礼貌地
接受了采访。

唐尚珺出生于广西防城
港市上思县的一个小山村，
有3个姐姐、1个哥哥，父亲此
前是一名小学老师，后一直
务农，母亲不太识字。在唐
尚珺的印象中，父母的农务
繁重，姐姐、哥哥也和村里的
孩子一样，很早就辍学打工。
唐尚珺小时候喜欢在田间奔
跑、摸鱼、玩泥巴。那时候他
好像不用刻意学习，小学成
绩一直排名班级第一。

唐尚珺听父辈谈起，上
个世纪90年代，他们村庄附
近有个老乡考上了清华大

学，后来那个老乡还给村里
修了一条路，成了当地长辈
激励孩子的榜样。考清华大
学，唐尚珺从小学就设定了
这个目标。

2002年，唐尚珺考上县
里最好的中学上思二中。他
和同样来自农村的何汉立成
为了同学，还相约去北京上
大学。唐尚珺记得，初一曾
考到班级第4名，初二成绩开
始下滑，“其实我一直很贪
玩，经常到外面瞎逛”。

唐尚珺读过两个初三。
第一个初三时，他因为贪玩，
很多功课都落下了。尤其是
数学，遇到不会做的题，他就
责怪自己，用拳头锤墙。距
离中考越来越近，他开始出
现头晕的症状。有一天去食
堂排队打饭，突然就倒在了
食堂。

他形容发病的症状，整
日神情恍惚，除了吃饭、上厕
所、睡觉，啥都做不了，而且

每次发病都会持续10天左
右。医生认为这是神经衰
弱，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
那之后，几乎每年临近考试，

“怪病”都会发作，直到2014
年才好。唐尚珺也因为这个

“怪病”没有参加第一次中
考。他从暑假休养至春节
后，才回到学校重读初三。
最后考上了附近最好的高中
钦州二中。

唐尚珺和何汉立认为，
他们都出身于农民家庭，身
边没有可以引导的人。唐尚
珺现在想来，如果读应届高
中时有人给他指导，就算不
是想考的清华大学，也早就
上其他大学了。

2009年，唐尚珺第一次
参加高考，老爸来县城接他，
他说好多题都留的空白。姐
姐帮他查分，370多分，远远
不能上清华。却不知，他从
此一直“停留”在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