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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九成“同桌的你”愿常聚
愿意聚 频率高
怀旧畅聊是魅力所在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 95.6%的老年人都有过参

加或组织同学会的经历，同时，实地采访的数位老人也

表达了自己喜欢或愿意参加这类聚会的意愿。

大多数人表示，去参加同学聚会，大体上是奔一个

“情”字。或许已经对应不上名字，但眼神交汇的刹那，

“嗨，老同学！”这样一句“万金油”足以打破多年未见的

尴尬。大家相聚一起，不问其他，畅谈过往，这就是同

学会的魅力所在。

69 岁的范骏森毕业于 1972 届江干中学 203 班，几

十年过去，曾经的班干部通过人找人，凑齐了班里的47
个人，建起的同学群每天都显示有“未读消息 99＋”。

“就连定居在北京的同学，都会专门赶回来参加现在每

年一次的同学会。”范峻森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相册里

的聚会合照。几十年再次相聚，大家虽已白发苍苍，但

见面时的激动和喜悦，仍如同年少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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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 新花样
希望多尝试多体验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同学会无非是老三样：吃饭、

聊天和唱歌，但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年朋友都表示：早

就变了，并且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参与过的新形式。

68 岁的梁尧芬以前是班干部，热心肠的她便时常

来牵头举办同学会。在她的奇思妙想下，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复古主题”“青春主题”“古风主题”等不同类型

的同学会，聚会地点也不拘泥于餐厅和 KTV，“轰趴”

馆、民宿等，都曾是他们的选择。

陈菊毕业于温州瑞安莘滕中学，提到自己前不久

刚参加的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和以往不同，这次以晚会

的形式展开，大家放下了平时的包袱，纷纷上台表演，

尽情展示自己。大家还和以前的老师打了视频电话，

共同向老师传达了真诚的祝福。

调查问卷结果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农家乐、旅游、

按摩等方式。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表示，希望体验多

种形式，愿意尝试不同类型。

有问题 提建议
同学会需要靠谱执行者

聚会上，大家互相拥抱、握手，彼此问候，表达浓浓

真情之余，问题也依然存在。几位老年朋友告诉记者，

组织一次聚会非常费力，小到安排时间、定制服装，大

到预约餐厅、统筹人员，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留下更

多值得回忆的瞬间，压力也随之而来。

“如果有靠谱实惠的公司来承办就好了。”65 岁的

刘小霜表示，自己曾经请承包公司全程操办，花了不少

钱不说，呈现效果也不尽人意，真心希望能有途径让老

年人方便找到好的“合作伙伴”。

在岁月的催化下，友情好像逐步向亲情靠拢，每一

次聚会，都使得这种成分进一步发酵。采访的最后，大

家普遍认为，同学会是当初那个小圈子的再度相逢，是

功利之外的温情，不管现在是富贵还是平凡，都应该摆

正心态，不应在同学会上肆意攀比、炫富，同学会就应

该回归本真，成为“开心会”“真情会”。

见习记者 张文利
通讯员 陈剑

随着岁月增长，或
许早已忘记青春是什么
样子。如何快速“找回”
青春，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同学会是一个重要
途径。

青山在，人未老，同
学情正浓；岁月增，水长
流，情怀依旧深。经历
了改革开放、过上小康
的幸福生活之后，与祖
国的一同成长的那批同
龄人对学生时代尤其怀
念，那份无关身份、无关
利益的同窗情谊，如此
纯粹。

那么，老年朋友对
于同学会有何感想？又
有 什 么 样 的 期 待 ？ 近
日，记者走进杭州市上
城 区 紫 阳 街 道 凤 凰 社
区，同时发放近两百份
调查问卷，与大家一起
聊 聊 关 于 同 学 会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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