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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开学账本

拉一拉开学经济年代秀

那那些些年年，，我我们们用用过过的的““装装备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大学生们的装备悄然发生变化，从简单的书籍、衣服到如今的“三件套”，

入学支出也从几元钱发展到现在的几千元，动辄上万元。
带有时代色彩的入学装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态，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回忆。

今年47岁的刘军民说，他上大学
是1985年，那时他的开学装备除了生
活用品和衣服，就是一些书籍。”

“那个时候的高等教育堪称真正
的精英教育，高中生只有10%的人能够
进入高等学府。很多学子通过高考改
变命运。”刘军民说他出生在临朐一个
偏僻的山村，在1985年考上了山东大
学，使他从一个小山村走了出来，到了
省城济南求学。

刘军民说，他的行李也非常简单，

他当时拿了1套被褥、两套衣服，1双筷
子、1个碗，还有一包书。他回忆说，有
的同学还带着塑料壳的暖壶，他当时
连暖壶也没有，上学的时候都是和同
学合用。当年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家
里会给他们买手表，方便看时间。但在
他的同学中，有手表的人不多，他也是

“无表一族”。 他当时觉得有一支不
错的钢笔就很满足了，“毕竟父母种地
供我们上大学不容易。”

那时候收音机、录音机风行，但价

格并不便宜。他入学的时候也没有条
件买收音机、录音机等，“但后来在读
书期间，宿舍10个人一起凑钱买了一
台挺小巧的录音机，可以放卡带，一百
多块钱，挺不错的，但现在想起来真是
很奢侈。”磁带录音机陪伴他们度过许
多美好夜晚。

“80年代是学习型消费年代，那时
候整个社会背景比较朴素，同学间也
很少会出现攀比的情况，所以我们更
看重学习本身，都是买书。”

60后：能上大学，已属不易 装备：生活用品和书

70后：经济匮乏，实用为主 装备：寻呼机、随身听、生活用品

今年36岁的李密，1995年考上吉
林大学。她说，自己考上大学后，母
亲给她买了收音机作为奖励。那个收
音机陪伴她度过了大学时光。

李密说，每个月，父母会给她
1 0 0元作为生活费，吃饭大约花7 0
元，其余的便自己计划着购买各类生
活和学习用品。当时自己根本没有化
妆品，一学期买一瓶10块钱的小护士
来擦脸。

“有条件的同学买了个BP机别在

腰间，就让大家羡慕得不得了。至于
现在再平常不过的手机，在当时还叫
“大哥大”，读大一的时候我还没有
亲眼见过，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更
别提电脑这类的“大件”装备了。”
李密说，同学们和家里联系都是买电
话卡，到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插
上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当时卡有30
元、50元和100元几种。

她说，宿舍里也有电话，但只能
接听不能拨打。她每周给家里打一通

电话，每通电话一般不超过5分钟，
基本上一个学期用一张电话卡。

“当时随身听已经成为同学们追
逐的对象。因为要听英语，想买部随
身听，可价格很高，我不好意思向家
里开口，所以节衣缩食大半年买了一
部。”李密说，谁要是揣着随身听、
戴上耳机在校园里走一圈，绝对能吸
引众人的眼光。买了随身听后，每天
都有很多人来跟她借。

80后：电子产品最拉风 装备：手机、台式电脑、MP3

对于80后的大学生来说，进入21
世纪，经济发展较快，家庭可支配收
入较为富裕。除了读书，手机、电
脑、MP3等电子产品在大学校园里面
有了市场。

27岁的马东礼2005年考入大学，
家乡较远，为了方便和家人沟通，马
东礼的妈妈花1700元给马东礼购买了
第一部手机。花重金买来的手机，只
自带简单的MP3和打电话发短信的功

能。“很简陋”，马东礼说。
在马东礼的印象中，大一第一学

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有手机
的人数占了70%左右。还有一些同学
家庭情况较差，基本上把积蓄用在学
费、吃饭上面了。学校里面的电话
亭、小卖部的公共电话每逢课间、放
学后排起了长队。

当升入大三大四的时候，马东礼
班上的同学中基本就人手一部手机

了，但是手机还是比较普通的按键手
机，很少看见触屏的。

由于电脑功能相对较多，在同学
们当中还是一个新事物，不少同学勤
工俭学，在外打工攒钱买电脑。钱攒的
差不多了，宿舍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科
技市场买电脑配件，回来之后组装台
式机。临近毕业，寝室里面基本上每个
人都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打游戏、
跟网友聊天占据了大部分业余时间。

90后：入学装备丰富多彩 装备：“苹果三件套”、大屏智能手机、单反相机、车

对于90后的学生来说，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IPAD平板电脑，备齐“苹果
三件套”并不困难。90后大学生叶敏
说，同学们对电子产品的嗅觉非常敏
感，时时关注着准备更新换代，走在电
子产品时代的前沿，这在同学当中已
经成了一种潮流。

2010年，16岁的的叶敏刚上大一，
“开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都带着电

脑、大屏智能手机。”叶敏说，而后来的
每个新学期开始，总有同学换新手机，
苹果手机、平板电脑渐渐也流行起来。

叶敏告诉记者，同学们几乎都是
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的零
花钱换一块手机并不困难。还有一点
原因，学校里面的一些通信运营商根
据大学生们的消费能力特点，推出了
存话费送手机的活动，原本昂贵的手

机，用存话费的形式分期支付，减少了
一部分同学的压力。

“我们班还有同学开着车上下
学。”叶敏说，有车一族在大学校园里
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节假日，同学们开
车去逛街，露营，非常拉风。还有同学
直接带着空调来学校，装在宿舍里。不
少同学花费上万元，买来单反相机，让
叶敏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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