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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 Je de l’écrivain et jeu de l’écriture 文化概念中 autobiographie, mémoires, journal 
intime 这一个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综合分析。 
 
 
Document 1 
 

《我与父辈》第一章 我的那年代  节选  
阎连科 

 
 

小学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
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的书。家在中原的一个
偏穷村落里，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
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
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褶标刻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一年的存在，是缘于那年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因由。 

[...]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不是班级他人，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
洁净，嫩白，说话时甜声细语，准准确确，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拖泥带水，
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遢，破破烂烂。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
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终于，老师来了。 
终于，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款步站在土坯垒砌的那个讲台上，庄严地看了同学们，
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
试卷作题了。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
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
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
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后，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之间，掌声雷动了。[...]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
再也没了超越的机缘，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
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铸成坚硬的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
根深而蒂固。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
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两年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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