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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时光

1993 年，我们毕业那一年，距今

已有 20 年了。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已经

有些模糊不清，但还是想提起笔写下

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与事，与我们

结 81 班的同学一起追忆那五彩斑斓的

青春时光。

普通话

刚一入学，班主任王志浩老师就

告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大家现

在说话南腔北调，来到清华大学是一

个学习机会，用五年的时间学会普通

话，可以算是一个大收获。

我们屋的同学中普通话进步最大

的算是翔子，从一开始的福建地瓜味

普通话，发展为福建标准普通话，有

很大进步。其次，是来自山东蒙阴的

侯可合同学。刚刚入校的时候，沟通

有些困难，毕业的时候，对答如流。

许多年以后，有同学到加州出差去看

望他，据说，他的山东口音又恢复了，

订餐的时候一口流利的山东英语。

伙⻝⾷食问题

我们入学时住 23 楼，在清华最北，

从南门到我们宿舍走路需要 30 分钟，

这还是要快步如飞地走。当时就餐经

常去的是 10 食堂。后来，14 食堂出

现了，就在 23 楼的东侧。大家很高兴，

吃饭不用走远路了。

不过，让同学们郁闷的是伙食实

在是太差了，为此，有人开始组织罢餐。

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同学们开始互相传

递一个信息：“明天中午别去 14 食堂

吃饭了”，消息很快传开了。第二天早

上，大家怀着好奇的心情，端着从其他

食堂打来的饭，静静地走入 14 食堂。

看到大师傅们手持大勺，目瞪口呆地看

着同学们。之后，伙食确实得到了改善，

不过时间没有多长又恢复了。

⼩小⽶米粥

1989 年夏天，我们一行多人从北

京出发前往泰山。记得同行的有张杰、

庄青峰、李晋扬等同学。火车抵达泰

安站后我们一行多人补票出站。

出站后直接去老庄亲戚家借登山

的衣服，当时大家穿着不一，有穿棉

袄的，军大衣的，厚毛衣的。凌晨，

从岱宗坊开始登山，记得当时在山间

小道上前行，不时晃动着手中的电筒

照亮脚下的山路，中天门、十八盘、

南天门，一路走过。记得在太阳出来

之前到达山顶，虽然六月是初夏的感

觉，但山顶风大，气温低，冻手冻脚。

大家在山顶上等待着、期盼着日

出。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太阳没有露头。

日出没有看成，大家有些失望，在山

顶看了看风景后准备下山，此时，有

些肚饿，山顶上有卖鸡蛋和小米粥的，

考虑再三，大家就喝了碗五毛钱的粥。

不知道现在泰山顶上一碗小米粥要多

少银子。粥很香甜，应该算是一生中

喝过的最好的。五毛钱的小米粥确实

管用，一直到山脚下，我们中途没有

再吃任何东西。

东坡肘⼦子

记得毕业那年，我们经常会去西

门外杜甫草堂聚餐，畅叙友情同时打

打牙祭。记得当时大家的最爱之一是

东坡肘子。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要了两份，当

时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

肘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上来了，

此时摄影爱好者潘凯同学拿起照相机

离开座位给东坡肘子和大家合影留念，

没有想到大家对东坡肘子太热情了，

当潘凯同学完成了摄影任务回到餐桌

旁的时候，肘子就剩下一副骨头了。

为了鼓励潘凯同学继续学习摄影技术，

大家一致决定再要一份。

200号

某年夏天，我们扛着三脚架、水

准仪等工具在 200 号的山地上开始了

测量实习。

阳光下搭起三脚架，架上水准仪，

拿着对讲机，同学们有模有样地开始了

实习生活。由于 200 号的实习工作比较

累，伙食水平一般，几天过后，发现同

学们开始动脑筋想办法改善伙食，有人

到玉米地顺手拿个玉米棒，有人做个弹

弓打个家雀。真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大学五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结

81 班的同学们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转眼二十年又过去了，大家开始回忆

大学时代的趣闻趣事，很想穿越到 25

年前重读一遍大学，重温一下那美好

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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