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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浪人”不容易：
20%严重抑郁了

“浪人” 并不都像日本经济新闻社
描绘的那么逍遥自在，相反，有些人始
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据美国《大
西洋月刊》报道，日本精神病专家2014
年的研究发现，约58%的“浪人”有抑
郁情绪，20%为严重抑郁。

在日本，医生是最受憧憬的职业之
一，但医科大学的录取门槛高不可攀。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6年该国报
考大学医学部的考生高达17万人，而
国立、私立大学加起来的医学部入学名
额只有8000个，自然催生出了“浪人”
大军。

为此，著名的日本医科大学在官方
网站上开辟了“浪人应试”版块，邀请成
功考取了该校的“浪人”传授心得。“我
在‘浪人’时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每一
次考试都如同末日审判，我怀疑自己将
来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为此，我跟
家人及受人尊敬的老师进行了交谈，再
次坚定了我的目标。” 大五学生齐藤理
帆写道。

“我整日浸泡在忧伤中， 只想把一
切抛诸脑后，压力一点儿也不小于落榜
……考试近在眼前， 我却看不进书，只
顾躺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问自己为什
么这么没用。” 在日本资讯网站“知新
闻”上，一位目标是早稻田大学的“二
浪”倾诉着焦虑。

好在， 并非所有大学都“剑走偏
锋”。 名列日本医科大学十强的顺天堂
大学医学部公开表示接受“浪人”，但仅
限“一浪”。同为“十强”的东京慈惠会医
科大学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三浪”也
没问题。该校称，为医者需要一生意志
坚强，所以他们欢迎“浪人”。事实上，该
校每年超过一半的新生是“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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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复读

“浪人”时代很幸福，“浪人”时代很抑郁

日本的大学:
超过1/5的考生是“浪人”

录取率和毛入学率高于我国的日本和韩国， 高分复读生现象更加显著。 韩国2017年复读生比例高达
23.2%，当年还发生了全国考生“九人满分，八人是复读生”的奇闻。在日本，复读生被称为“浪人”，复读一次
叫“一浪”，两次叫“二浪”，三次以上就叫“多浪”。大阪大学2018年63万高考考生中，“一浪”就超过10万，占比
约17%。东京大学考试中，“浪人”数量始终在三成左右，最高接近一半。

东京大学：
一半考生是“浪人”

浪人原本指失去主子的武
士，也就是武士中的失业者。到了
现代， 日本人也这样称呼没考上
称心的大学、 准备来年继续挑战
的人，相当于中国的复读生。

随着日本高考季到来，“浪
人”们即将重返考场，为了心目中
的学校再战一次。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初
次在高考中失利的人被称为“一
浪”，也可读作“人并”，意为“普通
的事情”。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仅
仅挑战一次就放弃第一志愿，
是“没骨气”的表现。强调骨气
的日本文化催生了一批带有悲
怆和无奈色彩的称呼： 高考第
二次失利的人成为“二浪”，3次以
上统称“多浪”；在家自学叫“宅
浪”；不满已经就读的大学，准备
回到考场向其他大学冲刺的人是
“假面浪人”。

据日本雅虎新闻网报道，
2018年的日本大学新生中，应届
考生为79%，意味着“浪人”占了
五分之一。 根据大阪大学官方网
站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日本
63万名高考考生中，“一浪”人数
超过10万，“二浪” 近两万，“多
浪”也达到6000。

顶尖高校的数据更加惊人。
日本经济新闻社称， 在该国号称
最难考取的东京大学，“浪人”在
考生中一度接近半数， 近年来也
从未低于30%；私立大学中公认
最难考取的是早稻田大学，2018
年报考该校文学部的考生中
32.1%是“浪人”，政治经济学部
为33.9%， 先进理工学部更是高
达37.6%。

考场失意后不得不度
过一年甚至更长的复读生
活，“浪人”面临的精神压力
可想而知，复读似乎注定是
一段痛苦而黑暗的日子。不
过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
很多“浪人”的回答是“并非
如此”，他们表示要充实、快
乐地度过这段时间。

“‘浪人’时代是很幸福
的。现在我念大三了，之前
作为‘浪人’考生的时候每
天都感到生机勃勃，非常快
乐。”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

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优良的复读机构。在

日本，主要从事大学应试辅
导的学校被称为“预备学
校”， 其中不少知名讲师像
明星一样活跃在媒体上。除
了“宅浪”，大部分“浪人”考
生会入读这样的学校。

预备学校的氛围和普
通高中截然不同。“从小学、
初中、高中、预备学校一路
念到大学，我觉得预备学校
明显是其中最好的。那里全
是教学方法出色的老师，上
课令人愉快。‘预习、复习都
是很有趣的事。’‘奋斗令人
心情舒畅！’ 有生以来我第
一次产生这些想法。” 日本
经济新闻社引述一位“浪
人”的话说。

在活跃于日本社会的
名人中，“浪人”出身者不胜
枚举，比如中国读者熟悉的
作家村上春树，他作为“一
浪”考进了早稻田大学戏剧
系；比如1960年，神奈川横
须贺高等学校的一位毕业
生为实现当外交官的梦想
投考东京大学，结果连遭落
榜，只得放弃“初心”入读庆
应大学经济学部。 几十年
后，这位“二浪”当上了日本
首相，他叫小泉纯一郎。

“浪人”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