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还能记起，高三那年，自己坐在课桌前推一推眼镜的模
样？翻开高三的毕业相册，一张张青涩的脸庞如今都在哪儿？照
片将记忆定格，总能勾起无数人对于青春的怀念。近日，大四学
生童钰琳上传了一张创意同学聚会照，照片是完全模仿四年前
高三时的一张班级照片重新“ 翻拍”的。一样的地点，一样的主

角，却有一种让人动容的岁月之
感，一时间勾起了无数网友对青春
的怀念⋯⋯

本报见习记者 吴嘉川

一高校寒假网上发起
“ 校徽旅行照”征集

大江南北
留下上大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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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回到家
乡或是出门旅行，可想做点有意义的
事情呢？05级的邵晓敏学长曾将校徽
带到珠峰脚下，留下了这张照片，现
在上大团宣向所有上大人发出征集：
在你所到之处，用校徽或学生卡留
影，看上大人行遍祖国万里河山！”
近日，上海大学团委宣传部在人人网
和微博上发起了一项寒假在线活动，
如今寒假已近尾声，校方已经收到了
近百张照片。

上大校徽
“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最近，在“ 上大团宣”的微博上，
转发了不少学生在寒假所到之处，用
校徽、学生卡留影的照片。网友“ 寻
找行者孙” 的照片背景是一望无垠
的天空、高山、绿水，照片的中央位置
则是上海大学的校徽，这名网友上传
照片后，还打趣地说：“ 主页君猜猜
这是哪里啊？”

记者看到，晒出的照片显示的背
景涉及祖国大江南北，河南信阳、香
港、厦门、台湾⋯⋯但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照片中央都出现了上大校徽
或者学生卡。

据上大团宣介绍，之所以发起该
项活动，是因为一个毕业了的学长在
珠穆朗玛峰，用上海大学的校徽拍摄
了一张照片。当初上大团委宣传部看
到这个照片后觉得很好，就想发动一
个活动，让更多的上大人参与进来，
用校徽记录下自己的足迹，让大家在
不同地方奋斗拼搏时能想到母校，让
大家带着“ 上海大学的象征”走遍全
国各地。而且，时值寒假，同学们都要
回到自己的家乡，更适合这个活动的
举行。

心系母校
大学生们热衷参与

上大红娘社团的赵甜春节去台
湾旅行，当时天气阴霾，唯独到阿里
山那天天气晴朗，她就拿出手机里特
意保存的上海大学校徽的照片，找到
一处标志性的景观拍照。

“ 当初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个活
动，觉得蛮有意义的，再加上有机会
到台湾旅行，所以我就 积 极 响 应
了。”小赵说。

上大文学院的大四学生赵黎虹
这次也去了外地旅行。“ 正好去台湾
环岛旅行，就拍了一路。微博上只放
了一部分照片，其他的还在整理中，
各个景点，如101大厦、淡水、日月潭
等都有拍。” 她表示，“ 上大虽然很

‘ 年轻’，但是有很多的上大人深深
爱着母校，所以带着校徽上路，就是
把对学校和同学的情谊作为心底的
支柱，也是和母校、同学朋友分享自
己的生活。”

网友们总是喜欢“ 忆当年”。最
近，80、90后们在一个帖子里回忆起
了自己当年偷偷干的事情，其中就列
举了不少让人捧腹的故事，“ 玩家电
包装里那张有很多泡泡的塑料膜，把
泡泡一个个按破；下雨时，故意转自
己的伞；用镜面反射太阳光，在教室
照来照去；从后边拍别人左肩，却站
在别人右边；踩别人的影子；看见路
上的地砖故意隔一个跳过⋯⋯”

》照片上的情怀

老教室里摆老动作 四年后大家成熟了

正在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
学院念书的童钰琳马上就要毕业
了，回想上一次体验毕业的离别滋
味还是在自己的家乡福建省。大学
毕业后，曾经的高中同学有人要出
国，有人继续在异地读研，离别滋味
再一次涌上心头。和童钰琳有一样
感触的同学旧友不在少数，所以趁
着寒假，当年的高中同学们相约回
到一起奋战的高三教室，开了一场

“ 班会”，重拍四年前的全班合照。
童钰琳给记者看了这组让众多

网友感慨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连城一中高
三9班的教室，第一张是2009年6月
3日拍摄的，小童说，那天正是高考
前的最后一天，大家一起在教室里
并肩拼搏；第二张则摄于2013年2月
5日，是同学们踏入社会前的最后一
个寒假。

不难看到，两张照片中的高三9
班教室几乎没有变化，木头课桌、棕
黄色门、门框和窗框，尽管黑板报上
的内容已经改变，但上方的标语依
然相似，从2009年的“ 超越自我，受
益一生”到2013年的“ 超越自我，争
创辉煌”，4年的岁月如同定格了一
般。但照片中最让人动容的正是一
种“ 物是人非”的别样情感。为了

“ 营造”与当年完全相同的模样，在
今年寒假的这场“ 班会”中，同学们

“ 真实” 重现了自己在旧照片中的
位置、表情、动作：男生回头和女生
聊天；“ 学霸” 依旧在埋头做题；窗
户边上有人在傻笑；一名男生在专
注地看黑板报，只留下一个背影；甚
至还有人在打哈欠⋯⋯小童说，四
年前快门摁下的一刹那，自己正要
坐下，所以在模仿的时候也要作出
这样的姿势。

不少网友发现，2009年原图的
拍摄者可谓“ 无心插柳柳成荫”，有
网友指出：“ 照片上甚至有人打哈
欠，是因为这张照片当时是一位同
学拿数码相机随便按出来的，有些
同学可能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呢！”
小童说，这位拍摄者如今正在上海
交大念书，由于忙于毕业事宜，并没
有赶回来再做一次回忆的记录者。

小童和她的高中同学都觉得，
四年足以让当年的青涩模样逐渐变
得成熟，“ 我记得有人在照片评论里
说，当年的照片里的‘ 屌丝’，在新
照片里突然成‘ 高富帅’了，哈哈。”
说起照片里的种种花絮，小童乐得
合不拢嘴，要知道，为了这场班级聚
会，他们的“ 筹备委员会”整整筹划
了几个月时间。

重拾青春和友情 创意聚会照走红网络
老同学四年后欢聚 一秒“ 闪”回高三

》照片后的友情

老同学相聚很温暖 期待下回重逢时

不同于众多“ 局外”网友热衷
于简单地对比两张照片，小童坦言：

“ 拍这张照片并不是主要的，‘ 重
拍’只花了1分钟左右，能够聚齐大
家才是真正的目的。我的人人网相
册内还‘ 躺’着许多关于这场聚会
的照片呢！”小童言语里透着一丝无
奈，面对毕业，她感慨曾经的高中同
学、大学同学都纷纷要出国、读研、
或是异地工作，这才让自己想到要
聚齐一次老同学们。据她回忆，在踏
上社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这堂由
高中51名同班同学齐聚的“ 班会”，
依然因为有7名同学没能赶来而留
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虽然有些可惜，但谈及班会的
内容，她依然滔滔不绝：“ 我们播放
了许多当年从未公开过的照片，还

制作了视频，甚至邀请当年的授课
老师给我们说了一段寄语。”她向记
者介绍了同学们制作的这段视频，
其中有许多同学们意想不到的“ 猛
料”，视频最后这样写道：“ 2013年，
我们相聚在此，其中有人选择工作；
有人继续读研；有人准备出国，下一
次的聚会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但是
09届高三9班，大家是永远的朋友！
我们约定，一定再相见！”

小童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高
中老友们都相当优秀，自己所在的
这个尖子班里不少同学都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甚至有人出国读书。眼
下，尽管曾经的同学将要再次各奔
东西，但就像这张红遍网络的创意
照一样，“ 改变了岁月，不变的是我
们的友情！”

这组创意合照一经发布，就在网
上引发热议。网友@珥儿快意奔跑
说：“ 真有心啊，变化也不小。”有网
友甚至开始玩起了“ 大家来找茬”游
戏，@老祝万福Everlasting说：“ 左下
角姑娘变白了!” 而更多的网友则是
开始“ 忆当年”，小童说这张照片会

红也许正是因为高三这一年最特殊，
“ 高三这一年，无论是什么城市，大

家回忆特别多吧！”“ 凑齐真不容易
⋯⋯”“ 我们原来的教室都没有了
⋯⋯真是回不去的岁月。”一张对比
照看哭了众多网友，大家都万分羡慕
这个有爱的班级、有爱的集体。

网友“ 眼红”：我也想“ 穿越”回高三

正是这张校徽与珠峰的“ 合照”
掀开了这次征集的序幕。 网络截图

春节已经结束，不少人开始回味
起了自己的过年趣事，有网友总结了
一个过年新现象：“ 现在走亲访友，
大家落座后的标准问候就是问一句，

‘ 你家有wifi吗？密码多少？’”有网
友还表示：“ 如果拜访的人家没有
wifi，心里总有点失落。”此言一出，
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这已成为一
种“ 新餐桌文化”。还有人不禁调侃：

“ 不知道主人听了是什么滋味！”

昨日早上9点15分，腾讯微博官
博@路边社陕西分社转载了网友@
相见恨早的微博，该微博称官方微
博@西安TAXI已经变成“ 发报机”，
打开该微博可以清晰地看到：“ 各单
位来领1月报纸”、“ 各单位来领12
月报纸”、“ 各单位来领11月报纸”
⋯⋯但至记者截稿时，该微博账户
已关闭。

见习记者 吴嘉川

近日，一张“ 睡眠时间”对阵
“ 死亡危险率” 的图表在微博上被

疯狂转发。该图表显示，睡眠时间在
6.5至7.4小时之间，死亡率最低；少
于4.4小时或高于9.5小时，死亡危险
率会翻倍增高。有医学专家表示，该
图表有一定合理性，掌握睡眠时间
有利于长寿。网友们吐嘈道：“ 不睡
觉如何？” 甚至有人说：“ 难道以后
睡觉还要掐着秒表？”

80后90后
追忆偷偷干过的那些事

回忆春节拜年
落座先问 wifi 密码

网友吐槽
以后要掐秒表睡觉

西安 TAXI
官方微博成“ 发报机”

两 张 照 片 ，
一次对比，网友
们看热闹，但对
小童来说却着实
感受了一把同窗
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