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学期来临，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一新
生也走进校园。近年
来，关于新生行李的话
题一直探讨不断，他们
的行李箱里到底有些
啥？趁着高校新生报
到开学之际，记者进
行了采访调查，发现不
同年代的大学生，行李
都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
独有的特点。

近日，记者找到几
位不同年代的大学生，
了解他们那个年代用的
何种行李箱，里面又都
装什么，感悟时代的变
迁和生活的变化。

2016年9月9日 星期五 责编：赵娅琼

视点LUOHE 11漯河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上大学时，你的行李箱里都有啥

在市区井冈山路商务花园小区，记者见
到已经退休的孙先生。如今，孙先生主要在
家照看外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对于自己当
时能返回学校上学，孙老师非常珍惜来之不
易的机会。

1975年，21岁的孙先生高中毕业担任乡
村教师。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作为工农兵大
学生，被推荐进入漯河师范学校上中专，就
读文史专业。开学时，孙先生的行李只有一
床被褥、碗和茶瓶。“把被褥平铺在一张床
单上，卷成一个卷儿，两边的床单打个结后
直接背走，也能和碗盆装进布袋里。”当时
不只孙先生的行李很少，大部分学生家里的
经济条件都不好。别说多带几身衣服和鞋
子，有些学生连袜子都没有，光脚穿着露着
脚趾的布鞋。

“上学时，能掂个茶瓶每天打热水喝都
很不错了。有些人为了省钱只买个茶瓶内
胆，在外面套一个草绳编的罩就能掂着去打
水。大家穿的鞋子都是家人做的布鞋，很少
有人花钱买一双解放鞋穿。”孙先生说，尽
管那时村里大学生极少，几个村都没有一
个，但开学时家人都在田间地头忙碌，没人
专门送孙先生去城里上学。“毕竟当时我已
经是个成年人，能独当一面。而且家里穷，
父辈们除了过年去邻村走亲戚，哪有人去过
城里，有些村民连火车都没见过。”想到父
辈们穷苦的生活，孙先生非常感慨。

尽管当时物资匮乏，买东西要凭票购
买，宿舍里没有独立厕所和桌子。但是有一
些家境较好的学生已经拥有石英手表或者收
音机。“手表和收音机在当时都是非常稀罕
的物品。知道哪个同学有手表后，大家出门
办事时都以看时间为理由，抢着借手表
带。”孙先生笑着说，“我们当时上学不掏学
费，国家还补发生活费。尽管住的平房，食
堂里只有萝卜白菜两三样饭菜。但是相比在
家种地的父辈们，大家都觉得学校里的生活
是最好的，没有人觉得苦。”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时连想都不敢
想的电灯电话，现在早已实现。由于自己是
因为上大学才走出农村改变了一生，所以孙
先生一直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并在生活中对
儿女的学习和工作严格要求。在学校里养成
的刻苦节俭的习惯，孙先生也一直坚持到现
在。

一床被褥几乎是全部“家当”

今年43岁的郑志文经营着自己的一个小
生意，对于自己上学时行李箱内的物品，郑
志文觉得跟现在没法比。“我1990年考上南
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当时也就 17
岁，家在农村。不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个年龄的孩子在家里已经算是成年人
了。”郑志文老家在南阳，在兄弟姐妹五个
中排行老三，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淘汰
下来的。“也是因为要外出上学，家里才花
钱买布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对于新衣服我
非常爱惜，经常都舍不得穿。”上学时准备
的行李包，就是一个化纤的袋子，里面塞了
被褥、枕头和床单等。临行前，父母把家里
唯一的收音机让郑志文带去了学校。

在学校里安顿下来后，郑志文立即写信
给父母报平安。“当时固定电话还没有普
及，我们学校也只有传达室有固定电话，经
常看到一群学生在排队打电话。”所以，写
信成了郑志文向家里报平安的唯一方式。每
当一个人在寝室时，他都会静下心来认真地
给家人写一封书信，说说自己在学校里的生
活和学习。

“在学校，除了学习和打篮球，自己没
事就在寝室里听收音机，比较单调和无
趣。”回想起自己上学的年代，郑志文觉得
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亲情。尽管没有电
话能随时随地联系，但是一封封书信更能表
达自己对家人的挂念。

带上家里唯一的收音机

记者见到刘子怡时，她刚从昆明工作的
电子商务公司申请休假，回到家里看望父
母。2006 年，18 岁的刘子怡在妈妈的陪
同下来到云南工商大学报到。拉杆行李
箱 里 除 了 必 备 的 生 活 用 品和衣服、床褥
等，家人还专门给刘子怡买了一部红白相间
的诺基亚滑盖手机和一个 MP3。“当时买手
机就花了差不多1500元，MP3也将近四五百
元，而且 MP3 基本当时每人都有。”对于
MP3 里面的歌曲，刘子怡说，除了当时比
较火热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偶像周杰伦的
歌。

当年在刘子怡的寝室里，还没有人配置
电脑。但是一些学校里其他专业的学生，都
相继配备了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因为
昆明的亲戚家里有一个台式电脑，我每周都

会去玩，所以也没有产生过购买电脑的想
法。如果需要查找资料，可以在图书馆里查
询。”除了正常上课，刘子怡经常使用手机
移动网络和同学聊QQ或者浏览网页。更多
的时间，则是待在寝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听音
乐。“MP3 里的音乐听烦了，就去亲戚家用
电脑下载新的歌曲。容量只有4G，但却一直
陪伴着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2009年，电子商务专业的刘子怡马上要
面临毕业实习。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她和家人提出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计划，最
后，花了 5000 多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确实不便宜，快赶上大
学一年的学费了。正是由于价格贵，我一直
非常爱惜这台电脑，到现在还在使用。”刘
子怡说。

MP3和手机是标配

家住市区汉江路电业花园的袁
莹，已经收拾好行李物品，准备和家
人一起前往北京去报到上学。作为一
名艺术考生，18岁的袁莹今年考入了
北京戏曲学院。“终于可以走出去看一
看了。”袁莹一直向往大城市的繁华
生活，一想到要开学她就格外地高
兴。尽管袁莹的姨妈定居在北京，但
是父母不放心，选择陪女儿一起坐火
车去学校报到，顺便看看学校里的生
活环境。

说起上大学要带的行李，袁莹领
着记者走进卧室。只见床边已经准备
好要带走的褥子和被子，粉红色的行
李箱内除了几件衣服、鞋子和化妆品
之外并没有多余的物品。“爸妈买的是
卧铺火车票，一路上也不适合带太多
东西，到时缺什么再买就行了。”相比
与其他学生大包小包的行李，袁莹算
是轻装出发，只等在学校安顿好后，
再一一购买。

为了迎接新的大学生活，袁莹在
两三个星期前去专卖店花了8000多元
钱购买一部苹果手机和一个iPad。“毕
竟现在生活里都离不开手机，买个好
一点儿的手机，内存大、功能多，刷
微博玩游戏也更加方便。”袁莹边刷微
博边说。相比于袁莹的从容淡定，袁
莹的妈妈则显得很忙碌。收拾完女儿
行李箱的衣物后，把家里的笔记本电
脑也放进女儿背包里。虽然电脑购
买的时间较早、配置低，对于袁莹这
种非电脑专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够用
了。

“原本不打算带笔记本电脑，但
是又害怕在学校无聊，而且面对新的
室友彼此都不太熟悉，如果大家都不
爱说话，我还可以看电影、玩网游，
不至于太尴尬。”袁莹打算等熟悉学校
周围环境后，利用周末和同学一起去
各个景区观光游玩，开阔眼界，给自
己的大学生活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电子产品样样不能少

□刘彩霞

从备受追捧的手表、收音机，到上
学必备的 MP3、手机、平板电脑。不
同年代大学生的行李，反映着不同时期
的社会变革。

不同于过去，如今，大学生的行李
物品更加具有时代性，每个阶段的新兴
事物都能从行李箱里的物品反映出来。
正是由于时代在不断发展，老师们的授
课方式从粉笔板书到使用多媒体课件，
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方式由书籍转化为在
网络上浏览各类信息。

相比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
生活，现在的各种条件无疑是最好的。
出门上学不但可以享受便捷的交通，而
且各种数码电子产品和网络购物为业余
生活增添光彩。行李箱内的物品也不再
是单一的被褥、碗盆，更多的是家人对
孩子的担心和牵挂。不管生活怎样，学
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开展社会活动过程
中，主要目标是围绕学习展开。即使现
在物质条件有了提高，大学生不要盲目
攀比，也要提醒家长开学后保持和子女
间电话联系，除了提供物质生活，还要
关心他们的情感生活。

行李箱
和时代一起在变化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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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漯河火车站，到处能看到拉着行李箱赶车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