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豪你好，我们做朋友吧。”
在北京一所高校当老师的毕敏觉
得，这句当下网络流行语正好可
以形容自己的同学聚会。

1987年，毕敏从安徽一个县
城考上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留
校任教并在北京安家。2010年春
节，一位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
突然邀请毕敏回老家参加同学聚
会，盛情难却，毕敏按时赴约。

邀请毕敏的那位同学在老家
做地产生意，当年的“差学生”现
在已是县城里有头有脸的大老
板。同学聚会现场，毕敏发现应邀
而来的老同学、老教师、老校长，
虽然人数不少，但是主角却始终
只有那位老板同学。

“大家争着跟他喝酒、换名
片，有同学甚至还给他带了礼品，
有的希望与他合作生意，但是更
多的则是有事希望让他帮帮忙。”

那次聚会结束后，老板同学
拉毕敏到一旁私语：“我家闺女今
年高考，您看报考你们学校咋样，
钱不是问题。”毕敏说，直到那时
自己才明白老同学盛情邀请自己
的另一层原因。

虽然，毕敏对老同学的诉求
无能为力，但是此后每年春节，那
位老板同学都会邀请她参加聚
会。去年春节，在那位老板同学推
荐下，毕敏参加了母校举行的“校
友春节联谊”。最后大家拍合影，
官大财大的人物坐中央，当年的
老教师却被排在边上，甚至有的
还站着。大家相互称呼中，“某总、
某局、某主任”代替了当年的小名
或者外号。

据中新社

七七天天推推掉掉仨仨同同学学聚聚会会

大年初五，潍坊市昌乐县城关中学05级初中同学利用大学假期聚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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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无声的集结号，不光家人要团聚，分别多年的老同学也想促膝围坐，追忆似水流年。不
过，不知道从何时起，一些同学会开始变味儿了，回忆当年的越来越少，打问现在的越来越多，说
真心话的越来越少，拼生活比工作的越来越多。不少曾经的“同学少年”逐渐变成“恐聚族”，感叹

“相见不如怀念”。
还有谁提起食堂当年几毛钱一份的饭菜？还有谁提起那个总是答不上问题的小伙伴的外号？

还有谁提起谁在谁的抽屉里放了虫子的恶作剧？

合影官大的坐中央

老教师被排到边上

80后过年九大怕

同学聚会榜上有名

过年回家怕什么？近日，一
则题为“80后过年九大怕”的帖子
在网上风传，其中同学聚会榜上
有名。一起入选的还有：怕年终
奖少、怕春运、怕催婚、怕亲戚邻
居问工资、怕送礼、怕外甥侄子、
怕堵车、怕提年龄等。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些喜欢调侃的网友整理出一
套奇葩“反提问攻略”。攻略支
招，要在过年同学聚会时显示高
大上，除了叙旧，重在神侃，车啊
房啊理财啊、体育旅游都是发挥
的点。谈体育时，不能停留在
NBA这类平民运动之上，高尔
夫、F1热门赛程才是你的菜；介
绍自己公司时最好先将公司名
翻译成英文；谈工作时，时不时
说出几个别人听不懂的专业术
语，这样气势就上来了。

不过，调侃终归是调侃，本
该追忆青春、共叙旧情的同学会
还是应该回归本义。时评人司马
童呼吁，同学会的“污名”真的需
要好好“洗洗”了，要趁早回到其

“纯叙同学情”的归真一面。应去
除那些“耍大牌”“充阔佬”的包
吃包喝做派，坚持“AA制”的平
等花钱更有必要；至于有些“名
校”或“非名校”组织的校友联谊
与聚会活动，最好也别再搞成官
员与商贾的“炫耀会”和“长脸
会”。 据科技日报等

本报记者 王茜茜 王领娣

成绩差的小吴刚毕业就有车有房了
“小吴刚刚工作半年，

家里就给买了房和车。”同
学聚会上的一席聊天，让刚
毕业不久的小宇心里七上
八下。小宇在一家家电公司
当会计，上学时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没想到一毕业就有了落差。

时间回到从前。小宇说，
小吴读书没有他努力，成绩
也不如他好，读的大学更是

一般，跟他没法比。可是现
在，就因为小吴家庭条件好，
房车都有了，自己却是从零
开始。“唉，现实就是这样，倒
也不是抱怨，只是心里有那
么一点不平衡，可能等自己
一点点奋斗过去，心态就会
好起来。”说到这里，小宇又
笑着给自己鼓劲。

“有人比谁的工资高，有
人比谁的对象漂亮，这是聚

会还是攀比会？”小宇感叹
道，自己也不想比，可这种比
是很难逃避的，别人说出来
了，你就会不自觉地比。

其实，这种攀比还没毕
业就开始了。“你考研怎么
样？报的哪所大学？打算报
考哪里的公务员？”刚刚参
加完同学聚会的小会说，如
果自己找工作或者考试不
理想，都不好意思开口。

谁还会提起谁在谁的抽屉里放虫子
“春节七天假期中，推掉

了三个同学聚会。”张海卓老
家在滨州，他已经大学毕业
多年，从大年初三开始，就陆
续有老同学邀请他到市区聚
聚，可他都婉言谢绝了。

说起来，也该聚聚了。
天各一方的老同学多年不
见了，又有同学领着对象回
家过年了……

不过，张海卓还是没去。
为什么不去？“家离得远不方
便。”这理由说出来，就连他
自己都觉得牵强。其实，他家

距滨州市区并不太远。
张海卓当然有自己的

苦衷。“同学邀请自然是好
意，不过我的确是有点累。”
张海卓说，好不容易春节期
间放个假，他不希望过得比
上班还累。早上可以睡到九
点多，起床吃完早点还能看
看篮球赛，陪家人聊聊天，
没有丝毫压力。

“但是聚会让你不得不
重回战场，至少感觉是这样
的。”张海卓说，刚毕业后，聚
会话题多是当年谁在谁的抽

屉里放了虫子、哪个小伙伴
外号叫什么等等，那都是催
泪的青春。但是工作了，尤其
是工作多年以后，人还没变
老，话题却先变得俗气了。工
资多少？住多大的房子？开什
么车？孩子学习好不好？“压
力就够大了，还要听几遍！”

“横竖都生堵。”张海卓
说，听着哪个同学抱怨生活
压力大，自己心里也一紧；
听着哪个同学讲现在混得
多好，对比一下自己，心理
压力随之而来。

一说起孩子前程，张阿姨不吭声了
不光年轻人，50岁的张

女士今年也让同学会呛了
好一阵子。

离春节还有十几天，张
女士就接到了高中同学的
电话，邀请她参加正月初五
的同学聚会。因为不少同学
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她便欣然答应了。换上新
衣，弄妆梳洗，怀着一分期

待，赶赴同学聚会。
高高兴兴聚会去，悻悻

怏怏回家来。“离开学校几
十年了，本想着同学聚在一
块儿就是回忆往事，再找找
年轻的滋味儿。”但是，真到
了聚会的饭桌上，她才发现，
人心散了，当官的聚在一起
聊官场，经商的围在一块儿
说生意，她倒成了一看客。

这还不算啥，顶多就是
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出来，直
到聊起孩子的话题，她才坐
不住了。张女士说，有个同
学主动聊起孩子，听了一
番，好像大家的孩子都是顺
风顺水的。“我家孩子25岁
了，工作还没稳定，更不用
说结婚生孩子了。这么一
比，心里可不是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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