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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同学情 不忘旧时岁月记者手记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人生暮年寻找起了老同学，开起了同学会。前段时间，本报刊文再现毕业 60 周年

聚会，场面感人、发人深思，体现老人对同学情的重视。当然，追忆过去不是老人的专利，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的

内心深处都为老同学留着一个角落。

正如一首歌中唱的“同学情是一份真挚的情，同学情是一份难忘的情。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同学是情同

手足的亲弟兄。一本毕业证，各自奔西东，从此我们不常见，同学情意装心中⋯⋯”人人都应珍视同学情，不忘过去

青春岁月。

引发关注 激起市民怀旧情结
照片中一共 59 人，学生有 51

人（2 名同学因故没参加合照）。要

把 53 名同学找全并非易事。几个

人通过多方打听，辗转联系上了几

名。“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分工合

作。比如，我就负责找芝英那边的

同学。”胡星财说，仅凭这样的寻

找，费时费力且收获甚微，大家就

商量着要借助微信等方式来让更

多的人知道。

金连升是“资深驴友”，他人脉

最广。11 月 20 日，他在朋友圈发

布了寻找 45 年前同学的消息。一

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收到了许

多人的回复。这其中不仅有热心

提供线索的朋友，还有一名认识多

年的驴友，借此机会才得知两人曾

是校友，感慨万千。不仅如此，这

则消息还吸引了一个知名公众号

的注意。运营人当即表示，这则消

息十分有意义，他要连夜写报道，

第二天作为公众号推文的头条推

出，让更多人知道。

推文发出后，引起了不少人的

热情转发。这看似与大家毫无关

联的事，却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内

心，引起共鸣。这不仅是50后那一

代人的记忆，也蕴含着对过去岁月

的深厚情感。几位老人在寻找那

已经逝去、留着青春足迹的旧时

光，而众人也在转发中寄托着对过

去的怀念。

在几位同学的不懈努力与自

媒体的协助下，截至目前，53 名同

学已找到23名。前几日，照片中的

7 名同学 45 年后首次相聚，为寻找

行动出谋划策。“时隔多年相见，个

别平时有联系的能认识，但见面后

的第一眼还是叫不出名字了。”金

连升感慨道，尽管如此，对照照片，

依稀还能辨别出当年的模样。

老同学相见，从对师训班的回

忆、毕业后的经历到现在的生活，

总有说不尽的话，道不尽的情。老

人们对着老照片，努力搜寻脑海中

的蛛丝马迹，为寻找老同学提供线

索。他们都说，现在只是迈出了第

一步，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以及媒

体的宣传，更多知情人能提供线

索，尽可能地把人找全，到时组织

一场同学会，再续同学情。

“那时，我们豆蔻年华，
风华正茂，无忧无虑，即将
成为灵魂工程师，抱着极大
的理想，投入到教师队伍的
第一课。时光飞逝，45 年
弹指一挥间⋯⋯”近日，这
则寻找 45 年前“永康县工
农兵五七学校第六期师训
班”同学的消息在朋友圈与
微信公众号上热传，引发我
市许多市民的关注。

苦寻45年前同学引发众人情感共鸣

□记者 李悦

过去的岁月记忆犹新
教师梦难以忘怀

这则消息始于退休干部金连升的朋友

圈。金连升现在从事老年体育方面的工

作。他回想起过去，精神焕发。

“我们是 1974 年 6 月入的学，一共进行

了为期 3 个月的培训。”金连升告诉记者，师

训班就等同于现在教师的岗前培训，要成为

老师必须先进入东岳宫（现在明珠学校校

址）的师训班学习。在那时，上高中、大学就

读全靠推荐。金连升自小学开始便是班长，

村里推荐 2 人读高中时，他就是其中 1 人。

由于学校教师紧缺，各个公社就派高中毕业

成绩优异的农村青年进入教师队伍。于是，

高中一毕业，他就进入师训班开始培训。

3 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颇丰。“我

们那时候什么功课都学，政治、语文、数学是

必修课，音乐、戏剧等课程也在培训范围

里。”金连升笑道，自己从小就对戏曲特别感

兴趣，师训班学习令他获益匪浅。直到今

天，那长长的样板戏还在脑海中，一整段都

能唱下去。师训班结束汇报演出《审椅子》

时，他还是司鼓。

当年9月，金连升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

民办教师。1976年，他被抽到象珠区征兵体

检站，负责征兵宣传工作。那时，一套绿军

装穿在身上，别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当

部队来带兵的赵连长问他是否愿意当兵时，

他毫不犹豫地说了愿意。这一当，就是 24

年。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是他人生磨练的

第一步。

“人生最美是军旅，有当兵的经历，永远

不后悔。”金连升说，放弃教师这条路成为军

人，他从未后悔过，但午夜梦回，却总会有自

己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与学生做游戏

的场景。就是这样的教师梦，让他 45 年后，

仍对师训班难以忘怀。

45年后7名同学首次小聚

努力实现多年梦想 再续同学情
在金连升看来，人这一生，除

了亲情，同学情与战友情最为纯

粹，没有利益牵扯，只因一个“情”

字。再续同学情是他数十年来的

梦想，他一直希望，45 年前的同学

有一天能重新聚在一起。

1999 年 9 月，金连升从部队转

业后，遇见了昔日师训班的班主任

翁其龙。两人都在行政单位工作，

平时来往较多，不论翁其龙任何职

位，金连升看到他总会尊称一声

“翁老师”。以老师相称，是金连升

对曾经师长的敬重，对过去岁月的

尊重。

“东岳宫所在地是培训医生、

民办教师、电工等各行各业人才的

学校。”谈及师训班，翁其龙说，他

1963年开始教书，一直到1975年，

学生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这

个班只是众多班级中的一个，又只

有短短 3 个月时间，脑海中与之相

关的记忆少之又少。从翁其龙处

金连升得知照片中有2人是工宣队

的，除此之外，并不能获得更多信

息。

前年，金连升去安徽旅游时碰

到了曾经担任师训班班长的胡星

财，聊着聊着便说起了同学重聚的

事。“有同学提出分开这么久了，应

该聚一聚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班

长，要加把劲。”胡星财说，从那时

起，他们就开始为重聚而努力。

“我们那个年代，别说 QQ、微

信，就是电话也没有。毕业后，大

伙儿就各奔东西了，只有部分人还

有点联系，找起来很困难。”胡星财

感叹。随着时光流逝，很多事大家

都已回忆不起，连同学的名字也记

不清了，或许有一天面对面也认不

出来。虽然他们去找过花名册，但

都一无所获，手里这张集体照是他

们唯一的资料。

副班长徐秀和是胡星财战友

的妻子，平时半年时间待在美国。

作为女生，与女同学联系较多。胡

星财联系上她后，她提议建个微信

群，把已有联系的同学都拉进去。

今年 10 月，徐秀和回国，几个同学

便正式开始了寻找当年同学的行

动。

4545年前年前““工农兵五七学校第六期师训班工农兵五七学校第六期师训班””合影合影

这批花甲老人能圆上重拍全家福的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