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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同同的的行行囊囊，，不不同同的的记记忆忆
——大大学学新新生生““三三大大件件””的的变变迁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静静 储储著著坤坤//文文 袁袁洁洁//图图

金秋九月，各高校陆续开学报到。大
学新生的开学装备，又成了一年一度的
热点话题。大学新生的开学装备有啥新
变化，有调查显示，除了以往的电脑、手
机和数码相机传统“三大件”外，又添了
电子书、按摩仪和平衡车“新三样”。那
么，六安本地大学新生是如何看待和装
备开学“三大件”的？与老一辈大学生的
开学行囊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呢？

入学行李都有啥

近日，记者走访皖西学院、安徽国防
科技职业学院、六安职业技术学院了解
到，手机、电脑、相机等传统“三大件”依
旧是入学行李中的标配。随着近年来手
机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到学校报
到的大一新生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既便
于联系家人和同学，也可方便日常生活。
虽然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但是电脑
对于很多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来说，仍
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有一些爱好摄影
的新生和美术专业学生，会在入学时带
上一部相机。

随 着 新 一 代“ 0 0 后 ”大 学 生 走 进 校
园，入学的行李也着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了传统“三大件”外，打开一些新生的
开学行李箱，里面的东西甚是丰富。除衣
服、鞋子、护肤品等生活用品外，还有一
些特别的物品陪伴诸如珍爱的玩具、公
仔、吉他等。“考虑到新环境和不熟识的
室友，希望有个独立空间互不影响。”到
云南昆明上大学的六安姑娘汪雨则准备
了居家床帘和新的床上用品。记者了解
到，还有的大学新生早早树立了“养生”
意识，面对入学后的军训，面膜、手持风
扇、防晒霜都是需要提前备上的，而且这
也不仅仅是女生的专属品，不少男生也
会准备一些。

而对于如今的“新三样”——— 电子书、
按摩仪、平衡车，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
在本地新生的开学行李中较少见，但对
于近几年流行的电子书阅读器，不少新
生表示比较中意。“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
读书，电子书携带方便，而且相对手机阅
读对眼睛伤害要低。”皖西学院文学与传
媒学院一位新生说道。但也有新生表示，
相对电子设备，更喜欢纸质阅读，而学校
图书馆 藏书丰 富 ，电 子书可 有 可 无 。此
外，很多新生认为平衡车并不是必需的，

“ 学 校 比 高 中 校 园 大 了 不 少 ，寝室离 教
室、食堂虽有一段距离，但步行或自行车
还是很方便的”，至于眼部按摩仪、颈部
按摩仪等，不少新生则表示今后或许会
考虑但并非必需品。

不同时代的印记

近期，除了对“0 0”后为主体的新一
代大学生入学“新三样”的关注、讨论外，
网上还发起了一波各年代不同入学行李
的回忆，从中反映出明显独特的时代印
记。

“衣服、被褥、饭碗”或“脸盆、暖壶、
搪瓷缸”，正如一些影视剧里的画面，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社会经济
水平不高，大学生入学行李是以生活必
需品为主，开学时随处可见新生背着行

李或用网兜装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
经济的繁荣，到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
代，大学生的入学配置发生了一些新变
化。“钢笔、手表、收音机”、“录音机、随身
听 、小 风 扇 ”成 为 那 个 年 代 新 的“ 三 大
件”，传呼机等一些不常见的小电器则备
受追捧。1 9 8 9年到南京读大学的杨涛在
入学时有了第一块手表；1 9 9 8年到省城
合肥读大学的肖勇有了令很多人羡慕的
传呼机，每当接到信息后他要尽快找公
用电话回复。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记忆
里还有复读机、文曲星等等……如今，这
些曾经深受追捧的物件都已悄悄退出舞
台。

跨入新世纪，从黑白屏
手机、MP3、电子字典、
台式电脑到翻盖手
机、智能手机、平
板 … … 等 产 品
不 断 更 新 换
代 。记 者 了
解 到 ，根 据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不
少 大 学 新
生 会 选 购
性 价 比 合
适 的 电 子
产品，行李
箱中的装备
也 越 来 越 潮
流 。对 于 不 少

“ 8 0 后”大学生
来说，手机、MP3、
台式电脑是最常见的

“三大件”。“大一时，我
买了台诺基亚手机，只能发短
信 和 打 电 话 ，游 戏 只 有 俄 罗 斯 方 块 。”
2003年读大学的张庆感慨道，“我新入学
时有电脑的新生还不多，大家上网都是到
校外网吧。不过在快毕业时，我发现寝室
里有电脑的学弟学妹明显增多。”

近两年，2 0 0 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开
始集中踏入大学校门，他们追求的“三大
件”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需要，而随着
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如今的新生父母
也愿意投入更多，将开学装备变成有仪
式感的奖励和礼物，因为，“新三件”里很
多是更潮流、更科技的物品。

变化折射大发展

与“80后”、“90后”相比，“00后”的
开学装备明显更丰富、价值更高了，与此
同时，还能从他们的开学装备中发现一
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生活必需品越来
越少，个性化用品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
贵，行李越来越小。由此还衍生出新的网
络词汇：“空手到”、“开学寄”。这一方面
是发达的网购、物流为此提供了方便；另
一方面是学校后勤服务不断升级，为学
生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基本生活用品。

“空手到”的字面意思是两手空空，可
谓一身轻松入学。可真的是什么都不带
吗？事实上，不少大学新生不仅带，而且
还带的很齐全，只不过是把行李、生活用
品直接快递到学校，缺什么再网购。他们

到校第一件
事 就 是 去
取 快 递 ，各
种 大 件 快
递 应 有 尽
有。“考虑到
乘 飞 机 的 行

李限制和途中
便利，我早两天

就快递了两大包
物 品 到 学 校 。”9 月

1 3 日 上 午 ，六 安 学 生
丁 志 宇 推 着 一 个

行 李 箱 ，由 表
哥陪同到新桥机场
候机飞往成都
某 高 校 报

到。而相比十年前拖着两个大箱子到郑
州读大学的表哥，丁志宇的报到可谓一
身轻松。

采访中，有家长认为，从大学生入学
“三大件”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
展的显著变化，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以及当代父母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高度
重视。而这些变化和重视，无不折射着社
会的大发展。也有老师指出，大学新生还
没有形成完好的消费观念，经济独立性
尚差，还需家长和校方加以引导，根据家
庭实际经济情况健康合理消费，切勿盲

目攀比追求一些非必需品。

“三大件”的演变史
大学生们更新换代的“入学装备”，就像一个时代的记忆

符号。让我们将时针回拨，看看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甚至五十年前，大学新生们开学，都带了些什么？

60年代
入学装备：钢笔、换洗衣服、大个的饭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可算是凤毛麟角，家里出
了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家里少一个人吃饭，减轻了负担。国家
包办了很多装备，入学时学生们基本上都是轻装上阵，学习
需要的一支钢笔，生活需要的换洗衣物几乎就是全部的行
李。

70年代
入学装备：脸盆、被褥、搪瓷缸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刚刚恢复。新生常规入学品大
多是雪花膏、暖壶、被褥和鸡蛋，手表则是极少数同学才戴得
起的奢侈品。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为10-16元，是学校根据“家庭
情况”分级发放的。虽然物质匮乏，但幸福度很高，大学没有学
费，且包分配。

80年代
入学装备：钢笔、收音机、手表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渐渐改善，收音机也流行
了起来，爱时髦的同学手腕上基本上都会戴一块表。但由于当
时通讯设备仍不发达，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只能靠书信往来，所
以钢笔几乎是每个大学生入学的必备。

90年代
入学装备：小风扇、电暖壶、磁带录音机

见证了数码的更新换代。大学生们带的常规物品是小风
扇、电暖壶、磁带录音机，奢侈品是大哥大、BP机。从免费到收
费，从包分配到自己找工作，上学就有“铁饭碗”成为历史。

21世纪
入学装备：手机、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等

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的经济水平迅速增长，电子产品逐渐
普及。从早几年的黑白屏手机、MP3、电子词典、台式电脑等到
智能手机、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再到这两年的iphone、ipad、单
反相机等，学生们在“三大件”上的花费越来越多。

(根据网络内容整理)

行李在变，期许不变
张 静

从“衣服、被褥、饭碗”到“钢
笔、手表、收音机”，再从“电脑、手机、相
机”到“电子书、按摩仪、平衡车”……随着时代不断
发展，大学新生的开学装备不断升级。从“刚需品”到“消费
品”、“时尚品”，大学新生开学装备不仅带有年代印记和情感，也
是消费升级与时代发展的有力见证。
如备战高考一样，在“开学”时节，不少家长都倾心倾力为孩子置办

各种大件，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物品。随着家庭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加之家
长对教育投资的重视，让孩子步入大学时享受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便
利无可厚非。只不过，家长不能盲目跟风和溺爱娇宠，也不能把孩子的享受建立
在家庭的重负上，更不能助长孩子的攀比心理。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实用性来考虑，都无需
过高过多追求，在开学装备上要适度选择，避免过度消费。这不仅需要个人自觉，
还需要家庭约束限制，也离不开学校和社会多方面的引导与管理，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培养勤俭节约的意识，为大学生活及学习做好准备。
无论开学装备如何变化，不变的是这些物品都承载着家人的关
爱和牵挂，寄托着他们的美好祝福。进入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起
点，作为学生无疑要把重心和精力放在学业上，学习知识，
提升能力，尽快成长方是大学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
永恒不变的期许。

相 关 链 接

本报讯(王康奇 记者 储勇 文/图)为迎接新中国70周年华诞，丰富园
区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全面展示开发区人团结拼搏、敢于争先的精神风
貌，近期，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会、妇联精心组织
开展了“九仙尊杯”迎国庆职工文体活动。

此次活动分企事业组和机关组两组，共设乒乓球、羽毛球、花式台球、
牌类比赛、跳绳、踢毽子、拔河等8个比赛项目，均为贴近生活、贴近职工，
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的项目，共吸引43家单位近400人

次参赛。
此次活动是对开发区文化

建设、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大
检阅。近年来，该区每年都要
举办这样的大型职工文体活
动，依托文体活动搭建平台，
激发职工自强不息、顽强拼
搏、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
神，对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
质、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凝聚
发展合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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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金寨县张冲乡流波村，由于长时间干旱，水库水位严重
下降，昔日流波古镇渡口依山傍水的石壁上“流波古渡”石刻浮出水
面，62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流波古渡”石刻刻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由时任立煌县第五
任县长汪廷霖题写，流波石童私塾先生汪仁山所刻。

张冲乡前身系流波古镇，位于金寨县东部、麻埠镇南18公里处，面
积2 . 3平方公里，是当时金寨颇负盛名的三大古镇之一。早

在明代就已有相当规模，史称陈高集。清朝雍正三年水
灾洗劫后，又建镇为流波石童，该地水路、陆路四通八

达，特产丰富，商业极为繁荣，市面堪为繁华，店
铺林立，商贾云集，是金寨文化、经济中心之
一。由于该地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是淮南至
武汉的通道，因此，又是军事要地。

据史料记载，清同光时期，为流波镇发展的
鼎盛时期。湖北、皖南、江西有大批商人、农户迁
徙此地。因此，居民中湖北人约占半数，皖南及近

江地区的旌(德)、青(阳)、潜(山)、太(湖)人约占百
分之三十，江西人约占百分之十，皖北与河南人约占

百分之十。有一首当地民谣：“骑马颠颠，一蹦三天，回头
望望，还在流波石童上。”从这首歌就可看出当时的繁华景象。

1958年7月，响洪甸水库建成并蓄水，水库上游的流波古镇及水
陆码头葬身水底，镇名也随之取消。今年，持续干旱无雨，水库水位严重下降，

“流波古渡”石刻才得以重见天日，与世人见面，字刻依然那么遒劲，但古镇的繁
华已不见踪影，留给人们的只是记忆和跨越时空的遐想。

你如果想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如果你愿意走出钢筋丛林中，不管是独自一
人还是带上亲朋好友，来张冲赏“流波古渡”，静静地走在干枯的库湾河床上，脚底
的淤泥脱离了水的呵护，在风吹日晒中，形成不规则的裂痕，放眼望去，恰似一张
大网铺在河床之上。如果你愿意赤脚感受一下赶海的感觉，不妨脱下鞋子，卷起裤
腿，在水边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艰难前行。如果你愿意水上泛舟，不妨找找当地
船老大，让他们开着机船，带着你在流波古渡口穿行，清风拂过耳旁，仿佛诉说着一个
古老的故事或者老流波的变迁和历史。头顶上是蓝天白云，苍鹰在白云下盘旋，远处
山峦起伏，流光溢彩，也不再是盛夏时那一望无垠的墨绿、单调。

来吧，“流波古渡”等着你，石刻随时都会再次潜入水中沉睡，你永远无法再睹她的
真容！

职工文体活动迎国庆

沉睡水下62年

“流波古渡”石刻重见天日
程超 王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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