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永康中学校园里
举 行 了 一 场 特 殊 的 同 学
会。参加聚会的 21 位同学
中，年纪最小的是 74 岁，最
年长的已经是 81 岁高龄，
他们都是永康中学 1958 届
三（6）班 的 毕 业 生 。 一 晃
60 年过去，昔日的青葱少
年，如今都已是年逾七旬。

前期筹备不易
“见一面，少一面”是心声

老同学相见笑开了花

胡维初等人搀扶无法站稳的徐友清

记者手记 同学会应以情为重

现如今，同学会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不论小学生还是老人，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同学聚会。然而，同学会变

味却成了当下的普遍现象，功利化、媚俗化，充斥着世故与隔阂等等都是其重要特点。尤其是年轻人的同学会，虽有丰

富的形式，但忽略了最重要的“情”。同学会，会的是曾经的同窗情，当形式大于内容，就会沦为单纯的交际活动。

永康中学1958届三（6）班60周年同学会看似简单，却包含了太多深厚的情谊，用一天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聊聊

毕业后的经历，才是叙旧的最好方式。记者认为，年轻人的同学会也应当如此，回归纯粹，以情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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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由项炳仁、胡维初、施丹

珊、周鹏程、徐哲龙5位老人组成的“筹备

委员会”就开始为这次同学会做各种准

备。大事小事都放在胡维初家商量，光是

会议就开了3次。

会长项炳仁说：“这并不是我们毕业

后的初次相见。2010 年 10 月 10 日，就

开过一次同学会，那次同学会的前期准备

十分艰难。”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同学都

已失联，他们费尽心思找到的学生档案中

只有基本资料，连个联系电话也没有。为

了同学会能如期举行，他们一边托朋友打

听，一边照着老档案中仅有的地址寻找。

经过一年多的苦寻，才终于联系上大部分

的同学，但仍有五六名同学难以找到。最

后还是一位在外地公安部门工作的人，通

过公安局全国联网的通讯录为大家提供

了线索。首次同学会的顺利举行为此次

同学会奠定了基础，那时候大家就相约毕

业60周年时一定要再聚首。

“虽然首次同学会之后做了纪念册，

每个人都写了联系方式，但 8 年过去，许

多人都已经换了号码、搬了家，还有的已

经离世，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他们

的亲戚朋友。”项炳仁说，尽管有基础，这

次同学会准备得也不容易，依旧花了很多

功夫才联系上每个老同学。

2010 年后，较大规模的同学会仅

2012 年永康中学百年校庆时聚过一次，

今年是第三次。但平时大家的联系不断，

项炳仁告诉记者，定居在江西南昌的徐俊

樵每年清明都会回永康来，召集大家一起

吃饭，开一个小型的聚会。微信开始普及

之后，常用手机的同学们建了一个 14 人

的微信群，时常互动。然而，这些联系都

是小范围的，有些不用微信的、不在永康

的同学就参与得很少，唯有面对面的大型

同学会才能真正地交流。今年清明聚会

后，大家定下了同学会的日子。

“我们班原有 52 人，如今 14 人已经

不在世，大家年纪大了，能见一次是一

次。”徐俊樵说，正是这样的想法，他才坚

持每年都要小聚一番。“我们老一辈，都是

苦过来的，人生道路走得坎坷。以前读书

的时候，勤工俭学，吃玉米羹，好多人连被

子都没有。一起吃过苦，情谊才更深重，

我们的情与现在年轻人的情是不同的。

好在先苦后甜，我们抓住了幸福的尾巴，

衣食无忧，就该趁现在享受享受，与老同

学叙叙旧。”

“见一面少一面”是每一位同学的心

声，珍惜每一次相见的机会是大家举办

60周年同学会的初衷，人生苦短，若不开

同学会，只怕会抱憾终生。因为有情，才

有了这一次的相聚。

那天早上 7 点多，筹备委员会的

成员就来到永康中学，早早地布置起

了同学会的场地。与 2010 年一样，

大家依旧选择了母校的教室作为交

流地点。虽然几十年过去，母校早已

不再是当初的模样，门口的解放街也

已拆迁多年，但永中承载的是他们整

整三年的同窗情谊。不论母校翻新

多少次，地点不会变，他们心中的宝

贵回忆也永远不会忘却。同学会时

回到母校就像是三（6）班同学的一

个传统，在教室中围坐成一圈，谈谈

各自毕业之后的去向、人生经历、家

庭状况，分享自己在保持健康、养生

方面的心得。没有年轻人花哨的形

式，只有最淳朴与真心的交流。对于

老人来说，不论是同学情还是母校

情，情比形式更重要，“以情为重”是

这场同学会最大的特点。

“我们这次同学会真的非常感谢

母校的支持，得知我们要开同学会

后，母校特意为我们做了横幅挂在校

门口，还腾出了教室，准备了茶水、礼

品袋等。”负责与母校联系的施丹珊

说，60 年过去，母校仍旧让人感到温

暖。正因如此，同学们还特意准备了

“办一流名校，育济世英才”的锦旗以

及一封感谢信送给母校。对于他们

来说，同学会不仅是与老同学的聚

会，更是与母校的重逢，是母校的栽

培才让大家拥有远大前程。

未到约定时间上午 9 点，就已经

到了大半的同学，大家都十分积极。

不得不提的是，每位同学在签到时就

同时要签一份承诺书。“我会根据自

身情况量力而行，如果我突发疾病

⋯⋯”胡维初大致念了念承诺书的内

容，共有 9 条，包括疾病、受伤、饮酒

过量等多种状况。他表示，大家身体

不比从前，总有或大或小的毛病。若

是正好同学会后出了问题，家人就会

首先怪罪同学会，好好的聚会最终闹

得所有人都不开心，甚至影响大家的

感情。因此，签一份承诺书对于高龄

老人的同学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简简单单的签名，却能免去许多不必

要的麻烦，不破坏最重要的同学情。

第二天，老人们还组织前往仙

都、大陈村、园周村游玩。对于地点

的选择，项炳仁表示，大家年纪都大

了，选择较近的地点游玩比较安全，

去哪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起

去的人。而大陈与园周都是永康近

年来建设得很好的村庄，带外地回来

的同学看看永康的美丽风光十分有

意义。

说起来，这场同学会的相聚并不

容易，有专程从天津、南昌、景德镇等

地赶回永康的同学；还有行动不便、

身体不适的同学，其中有着说不完的

感人故事。

徐俊樵是江西电力设计院退休

的高级工程师，目前仍在设计院帮

忙。他患有严重的退行性骨关节炎，

算得上半个残疾人。为了这次同学

会，他抛下了工作，在 12 日晚上 6 点

多赶回永康，但必须赶在 15 日早上

回到南昌上班。因为同学会为期两

天，14 日晚上结束后赶不上末班高

铁，他只能乘坐晚上11点的硬卧，第

二天早上将近 6 点到南昌。试想，即

使是年轻人，连夜乘坐绿皮火车，第

二天一早就去上班也吃不消，何况一

位行动不便的古稀老人。宁愿通宵

坐火车，也不愿缺席同学会的一分一

秒，这是怎样深厚的情谊？

患帕金森病10年的徐友清腿脚

不便，为了参加这次同学会，由妻子

专门陪同而来。要拍集体照时，徐友

清颤颤巍巍地想要站起来，却无法站

稳，几个老同学见了，都连忙赶着去

搀扶。在两个人的搀扶下，徐友清才

得以走到校门口。最后，胡维初扶着

徐友清定格在了最终的合影里。胡

维初说：“第一次同学会时，夫妻俩曾

为了刻光盘熬了个通宵，让同学们深

受感动。如今友清坐久了连站立都

成问题，却还是来了，不论是他的坚

持，还是妻子的陪同都令人佩服。”第

二天出游时，徐友清因身体不便未能

参加，但在微信群里时刻关注着老同

学们的动态，并热情地邀请大家去他

家喝杯热茶。

同学会结束后，老人们纷纷在微

信群中抒发感想，因故无法参加的同

学也通过微信表达遗憾。“念日月之悠

悠，追百岁之情感，享同窗之欢愉，追与

时俱进之美梦，其乐融融！”徐俊樵的话

为这场同学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60年前各奔东西，60年后又从五

湖四海赶回永康，每个人都有说不完

的坎坷经历，每个人都有诉不尽的人

生体会。21位老人坐在一起，说着他

们毕业之后的种种经历，感慨万千。

曾经在操场上谈天说地有着远大抱负

的毛头小子，如今已是走南闯北为国

家贡献后的退休老人。人生总是有限

的，即使年轻时再轰轰烈烈，年老之后

终会归于平淡，最后留在身边的，还是

那群同学老友。美好的相聚时光总是

转瞬即逝，但1958届三（6）班的深深

同窗情将一直延续下去。

“见一面就少一面”，古稀老人同学会把“情”字摆首位

毕业60周年聚会场面感人发人深思

没有花哨的形式 以情为重

克服重重困难 延续深深同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