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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从书中知道“君子之交淡
如水”的道理，所以对于许多朋友同
学，常常是多年不打一个电话，也很
少张罗着和朋友、同学见面。如果有
人在通知聚会的时候想起我，我倒也
愿意捧场，但大多时候也只是坐着听
朋友们侃侃而谈。

想想现在的我们，可以说人生已
近过半，回头看时，抛开存折上永远
不够的数字，抛开公司里忙不完的
事，抛开舍不下的孩子 （人家未见得
买账） ……我们还剩下什么？回忆，
也就是回忆了。

幼年时趴在幼稚园的地板上写
字；童年在后湖滑冰车、捞蝌蚪、摘
槐花；初中时和同桌画 38 线、斗嘴、
生气、哇哇大哭……和闺蜜一起读
书、出黑板报；高一时一班人气得老
师哭鼻子，和周围同学一起上自习打
扑克；每周一起升国旗、和数学尖子
一起做出数学题后嚣张的大笑，还有
那个爱发脾气的小姑娘……大学了，
就是男生帮我提行李，我去男生宿舍

听他们弹吉他，每星期盼着高中同学
的来信……对了，还有无数的回忆都
记在好友送我的日记本上，每次搬家
都藏在箱子底下、带着却不肯让老公
知道……

工作以后，联系的同学越来越
少，很多人甚至一下子都想不起名字
了；曾经年幼的我们也都为人妻、为
人夫、为人母、为人父。我们再也不
能像曾经在一起时那么任性、那么毫
无道理地哭哭笑笑；在各自扮演的社
会角色里，我们已经老了，有人开始
叫我们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了。

可是一旦我们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叫做青春的东西又回来了，忘记
了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撤掉经意刻画
的 种 种 面 具 ， 回 到 了 20 年 、 30 年
前，想想我们一起跳皮筋、跳房子、
捉迷藏；想想我们在附中操场上散
步、聊天、看天上的流云、听风的声
音……我们内心中那个不老的真我又
被唤醒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友谊的魅
力吧。

同学聚会就好比是观看光盘的集体同学聚会就好比是观看光盘的集体
盛宴盛宴，，是一张永远也看不腻的光盘是一张永远也看不腻的光盘。。

同学聚会肯定要盘点同窗旧事同学聚会肯定要盘点同窗旧事，，有有
喜有悲喜有悲。。19981998 年秋天年秋天，，我回成都参加我我回成都参加我
们班入校们班入校 2020 年聚会年聚会，，5050 名同学名同学，，已经有已经有
故去的故去的，，也有失联的也有失联的。。聚会那天的第一聚会那天的第一

个内容就是全体默哀个内容就是全体默哀，，怀念我们的同怀念我们的同
学学。。等到等到 20022002 年我们班毕业年我们班毕业 2020

年聚会时年聚会时，，地点选在青城地点选在青城
后山后山，，其间其间，，我和几我和几

名同学相约到名同学相约到
我们班足我们班足

球球

队左前锋谢克文同学墓碑前追思队左前锋谢克文同学墓碑前追思，，他球他球
场上的矫健身影场上的矫健身影、、实习时站在小山坡上实习时站在小山坡上
伴着夕阳高声咏读自己诗作的画面伴着夕阳高声咏读自己诗作的画面，，犹犹
如光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光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记得 20022002 年年，，已故地质学家刘东生已故地质学家刘东生
院士接受我采访院士接受我采访，，当时刘老已当时刘老已 8585 岁高岁高
龄龄，，老人家像个孩子似的激动地给我讲老人家像个孩子似的激动地给我讲
起不久前他参加毕业起不久前他参加毕业 6060 年同学会的情年同学会的情
景景。。讲到老同学相见讲到老同学相见，，讲到西南联大读讲到西南联大读
书的时光书的时光，，仿佛毕业就在昨天仿佛毕业就在昨天。。

同学聚会也会刻印下分别之后的坎同学聚会也会刻印下分别之后的坎
坷坷，，时间积累的差距令人唏嘘时间积累的差距令人唏嘘。。记得我记得我
三叔回到原北京钢铁学院参加毕业三叔回到原北京钢铁学院参加毕业 5050 年年
聚会聚会，，回来对我说回来对我说，，同年级同学有的官同年级同学有的官

至直辖市委书记至直辖市委书记，，也有每月仅有也有每月仅有400400多多
元收入的下岗者元收入的下岗者。。

同学聚会也会因为一些同学目空一同学聚会也会因为一些同学目空一
切的炫耀切的炫耀，，令另一些同学望而却步令另一些同学望而却步。。也也
是是 19981998 年我们班聚会年我们班聚会，，薛同学觉得自己薛同学觉得自己
混到给私人老板打工混到给私人老板打工，，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就躲就躲
着我们着我们。。我抱着电话根据他我抱着电话根据他““曾经任过曾经任过
一届县政协委员一届县政协委员””的线索的线索，，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
找到他家电话找到他家电话。。他妻子接到电话得知是他妻子接到电话得知是
老同学在召唤老同学在召唤，，就严肃地对薛讲就严肃地对薛讲，，你不你不
能辜负同学们啊能辜负同学们啊！！他回家简单收拾他回家简单收拾，，连连
夜坐了夜坐了1818个小时的汽车赶到成都个小时的汽车赶到成都。。

面对或近或远的各种同学聚会面对或近或远的各种同学聚会，，我我
的体会是的体会是：：心态要平和心态要平和，，忆旧不比新忆旧不比新；；
多聊聊那时的暗恋多聊聊那时的暗恋，，少叨叨眼前的烦少叨叨眼前的烦
恼恼；；走路去走路去，，粗布素颜自信自如粗布素颜自信自如；；开车开车
去去，，华服艳妆戒骄戒躁华服艳妆戒骄戒躁。。否则否则，，就干脆就干脆
别去别去，，省得回家郁闷省得回家郁闷。。

“同窗是一壶上好的陈年老酒，无
论何时何地开启，都会让人沉醉。”大
学毕业14年，每次同学聚会，回望那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品味一幅幅精彩
的人生画卷，仿佛昨日历历在目，整
个世界顿时变得美好起来。

虽然在重庆念的大学，还是要感
谢杭州这个让人向往的城市，给我带
来了天南海北的大学同学。或孤身一
人来出差，或拖家带口来度假，抑或
三五同学相约来聚会；或茶或酒，或
闲聊或瞎逛，抑或就找个临湖的椅子
一起坐着发发呆；西子湖畔、茅家埠
旁、龙井村里、宝石山上……也只有
老同学相见，可以不拘泥于形式，不
在乎场合，一个熊抱，一句问候，瞬
间就消弭了岁月带来的陌生感，把所
有人都带入到那个人生的黄金年代，
那个浪漫的青春年华里。

还记得2013年那个丹桂飘香的季
节，天南海北的同寝室的8个弟兄克服
各种困难，赶到西子湖畔，来赴一场
兄弟间的约会。在西湖边一个可以看

到湖面的房间，大伙儿10斤陈年太雕
下肚，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傅剑锋一如
大学时代的浪漫情怀，铺陈纸笔“要
为同学聚会留下墨宝”，引得兄弟们个
个不甘示弱，纷纷展示起大学时代的

“绝活”——吟诗的吟诗，编段子的编
段子。尽管，相关视频和图片上传到
同学群里，吐槽之声不绝于耳，但我
们仍很得意。那两天两夜的聚会，没
有炫耀，没有攀比，没有隔阂，有的
只是聊不完的理想，唱不完的老歌。

因了工作便利，我还可以比其他人
有更多机会见到散布在各地的同窗。
忘不了，刚毕业时在沈阳简陋的出租屋
里感受同学夫妇的不离不弃；忘不了，
每次在北京和老同学开怀畅饮到夜半
的日子；忘不了，2014年正月里自驾游
中老同学从福州到厦门再到梅州的一
路护驾；一杯清茶、一次握手、一句鼓励
的话语……有时候，即使是一个浅浅的
拥抱，一次简单的见面，都能让在外的
人儿心生感念，让人生的旅途有了新的
注脚，重新充满着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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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 懿

■ 朱 煦 北京 资深主持人 看不腻的那张“光盘”■ 朱 煦 北京 资深主持人 看不腻的那张“光盘”

只剩回忆
■ 费 燕 北京 外企员工

最美同窗情
■ 章 勇 浙江杭州 公务员

去年，一部名为《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的电影曾在全国引发“缅
怀青春”的热潮。提起学生时代，也许每个
人都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有着不同的回忆和感
慨。而每年的春节、“十一”等长假以及暑假期间，
也成了各类同学聚会“缅怀青春”的“高峰期”。

时下正值暑期，一场场聚会再次接踵而至，它们也常常
被贴上了“毕业5年”、“20年相聚”，甚至“50年再聚首”的标
签。找回最纯的同学情谊，成了很多人的满心期待。

“毕业十年、二十年这样的大型同学聚会
一般都会选在暑假，因为这个时段是毕业季，
而且家里孩子放假时间也比较宽裕。”今年36
岁的杨先生告诉记者，同学们现在都有了一定
的经济基础，选个时间节点聚在一起叙叙旧，
挺有纪念意义的。

今年 50 岁的高女士是一位高中的语文
教师，她于 1984 年毕业于家乡内蒙古的一所
大学。2014 年，正巧是他们这一届大学生毕
业 30 周年。不久前，她受邀请回家乡去参加
了毕业 30 周年聚会。“家乡的同学们还是那
么淳朴，他们的盛情款待让我特别感动。我
们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谈，感觉就像回到大学
时代一样。”

家住天津市南开区的王阿姨今年 72 岁，

她在今年夏天参加了中学同学毕业后时隔近
60 年的聚会。提起聚会当时的场景，老人的
话里还充满着无法掩饰的激动：“各个都是满
头白发，虽然一下子好多人都认不出来了，但
相认之后仔细端详，脸上还都依稀有着小时候
的模样，不觉地就已经笑出了泪花。”她告诉记
者，她上学的时候，正好处于物资匮乏的年代，
那时的人们感情也很纯真，同学们在下工厂、
下农村的实践中培养出了深厚的情谊，“后来
再熟的人，也比不上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
当记者提议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对同学聚
会的感受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神往！”

刚刚走出“象牙塔”两年的媒体从业者小
徐谈到刚刚参加过的同学聚会时对记者说：

“能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里的不如意，和这些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相互倾诉、吐槽一下，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随着人们的怀旧情绪的愈发浓郁，各种同
学聚会催生的“聚会经济”也在不断升温。

时下各种同学聚会的内容都相当丰富，不
少都会进行一些简单仪式或制作一些纪念品，
如制作纪念片、纪念相册或统一的纪念文化
衫、徽章等，这也使部分文化公司的相关业务
量有所提升。据一位相关人士介绍，最近接了
五六单“年代毕业同学会”的生意，每单收费三
四百元，预计这一两个月内可以进账 3000 元
左右。而某订制服装店的店主则表示，最近，
毕业文化衫制作的订单接了十几个了，不少都
是办同学聚会的“老男孩”、“大女孩”来穿的，
每笔订单都能带来数百元的收入。

● 怀旧情绪越发浓 老少集体“致青春”● 怀旧情绪越发浓 老少集体“致青春”

日前，40 岁的重庆男子陈志在参加战友
聚会时，中途悄然打车离开，自叹“混得不如
人”，在高速路上弃车狂奔了 3 公里。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慨叹，
好好的“致青春”却变成了“名利场”，一些同学
聚会俨然成了“攀比”的舞台。有些聚会中的

“成功人士”更是主动“包圆”聚会费用，或让其
他“相形见绌”的同学陷入“囧境”，或被贴上

“炫富”标签遭到奚落。
陈志的所遇所感，成了当下一些“变了味”

的同学聚会的一个缩影。一项有超过3000名
网友参加的名为《你还愿意参加同学、战友聚
会吗？》的网络调查显示：其中 2524 人表示不
愿参加，约占总人数的八成。对于不愿参加的
理由，有 1693 名网友选择“自己混得不好，无
脸前去”，超过了总人数一半。

“刚毕业那几年，同学们忙于奋斗，彼此间
关系还很单纯。随着时间推移，同学之间的差
距渐渐拉大。‘忆当年’的越来越少，‘比现在’
的越来越多，渐渐地就不愿意参加大范围的同
学聚会了。”同样表示不愿参加同学聚会的降
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与因为攀比心理
而“恐聚”的人不同，还有很多人因为被过于
频繁的聚会和过高的聚会消费所累而变得

“恐聚”。
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平台的流行，

让不少人找到了“失联”已久的“小伙伴儿”，然
而却也在加强了老同学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提
高了同学聚会的频率。“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
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几乎都有微信群，每个
人的动态也几乎都能在‘朋友圈’里看得到，可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北京的任女士向记者讲
起了她的烦恼：总是有出差来的同学，因此产
生的聚会也没完没了。“这时候‘见’或‘不见’
就成了一个纠结的问题。”不见，面子上和心里
都过意不去；见，就会给本来就压力很大的工
作和生活增添经济和精神负担。

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高先生去年参加
的一次同学聚会中，按照要求交了每人 2200
元的“团费”，加上往返机票，这一次聚会花费
了5000多。“虽然这些钱对于我的工资水平来
说并不算负担，但我觉得对于一次聚会来说还
是过高了。”高先生对记者坦言。

面对因为种种因素而变味的同学聚会，尽
管有着昔日“同桌的你”般美好的记忆，不
少无奈的“恐聚”族也只好感叹“相见不如
怀念”。

● 一些聚会变了味 “恐聚”一族很无奈

同学关系是人脉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信大多数同学聚会
组织者，举办聚会的初衷是让大
家重温学生时代的感觉，并且期
待能找回那份纯真。然而同学聚
会也折射着世态人情，关乎社会
风气，不能不察、不可不正。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所长陈光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过
渡转型期，金钱、权力、物质往
往被人们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
的标准，这致使现代人心态浮
躁，攀比心理丛生。

谈到如何找回同学聚会的纯
真，陈光金认为，在参加同学聚
会时，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很重
要。在聚会中大家都是同学，身
份平等，一方面“成功人士”为
同学“能者多劳”在情理之中，
但也应顾及其他同学的感受，摒
弃炫耀心理；另一方面其成功背
后一定有着别人看不到的艰辛和
努力，应当得到欣赏尊重，而不
是一味嫉妒。

为了不至于破坏大家的感
情，营造良好的聚会氛围，不少
网友建议同学聚会组织者应该

“约法三章”，不携带印满职位的
名片，不当众称呼头衔，规避

“比现在”的敏感话题。以吃
饭、娱乐为主的传统聚会形式也
应改变，比如搞一场足球赛、做
一次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分享等
等。如成都的一位网友聚会组织
者，就把今年的同学会选择在了
郊外，邀请函上写清楚了“压力
大，不希望攀比”。同学聚会
时，除了工作用车外，其余都统
一乘坐大巴车来回。他说，席间
大家追忆往昔，只谈同学情谊，
不谈工作，饭后又去母校请老师
重上一堂课。“即便是联络簿
上，也只有姓名、电话和所在城
市。”

对于过于频繁的同学聚会，
任女士呼吁大家应该换位思考，
联络感情虽重要，但也应为对方
着想，不给对方徒增压力和烦
恼。

● 专家谈 平和心态很重要

▲恐“聚”症 朱慧卿绘▲恐“聚”症 朱慧卿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