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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业 纪 念 册 ：

记录校园的美好
毛丽娜

毕业季总是带着一丝离别的伤

感，而更多的则是带着成长的喜悦。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一本毕业纪念

册或同学录，成为记录青春、珍藏回

忆的宝贵物品。6 月 11 日，笔者采

访了我市三位市民，聆听他们讲述

各自年代毕业纪念册或同学录的故

事，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厚情感。 

李文科今年 62 岁，家住市区汉

中路。提及上世纪 80 年代的毕业纪

念册（见右图），他回忆道 ：“那时的

毕业纪念册简洁朴素，封面印有学

校的校徽和名称。虽然简单，但一笔

一画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对未来

的美好期盼。”李文科在话语中透露

出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笔者翻

阅李文科的毕业纪念册，看到内页

上还有那时同学们写下的姓名、联

系地址、毕业寄语等信息。

市民王军即将步入知天命之

年，在谈及高中毕业纪念册时，脸上

露出了笑容。他指着纪念册中的一

段留言说道 ：“看，这是那时一位同

学对我的调侃与祝福。”——“你性

格易怒，我就故意惹你生气，喜欢看

你发怒的样子。临近毕业了，向你道

歉，愿你在今后的人生中克服心浮

气躁的缺点，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

地久。”王军说，每次翻开这本纪念

册，他都会想起那些年少轻狂的日

子。笔者看到，王军的纪念册封面设

计得特别精美，内页不仅有同学们

的基本信息，还融入了照片和留言

板。留言板上有同学们写下的祝福

语和感慨，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照

片和留言板上的字迹更是记录下了

他们青春的点滴。 

进入 21 世纪，毕业纪念册更加

精美多样化。2022 年毕业的年轻姑

娘王洁，向笔者展示了她的多媒体

“毕业纪念册”。这本“纪念册”包含了

传统的文字、

照片等元素，

还 融 入 了 音

频、视频等多

媒体形式。她

兴奋地介绍道：“这是我们的毕业照，

这是我们一起吃美食、一起旅游的

视频。同学们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

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随时随地保

持联系。”她也在言语中透露出对未

来的憧憬和对友情的珍视。笔者了解

到，现如今，一些创意十足的“毕业纪

念册”还加入了二维码、AR 技术等

现代科技元素，使得“纪念册”更加具

有趣味性和互动性。

在三位宝鸡人的回忆中，笔者

发现无论是哪个年代的“纪念册”，

都承载着他们青春的回忆和深厚的

友谊。它们见证了同学们从青涩到

成熟的过程，记录了大家在一起度

过的快乐时光和难忘经历。如今，这

些纪念册已经成为他们宝贵的财富

和回忆的源泉。

毕 业 礼 物 ：

传递同学的情谊  
本报记者  祝嘉  麻雪

每年六月，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

一种特别的情感，那是毕业季独有的

氛围。毕业生们在这个时刻，总会选

择一些特别的礼物，送给那些与他们

共度校园时光的同学。这些礼物可能

价格不高，但它们不仅仅是物质的赠

予，更包含了同学之间深深的情感和

无尽的祝福。

6月 12 日，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

渭滨区长岭中学2024届毕业生车妍，

高兴地向记者展示了她送给同学的

小礼物（见上图）。她说道：“我们参

加高考的时间临近端午节，所以，高

考前我就选购了 12 根颜值高、款式

新的花绳，送给跟我一起奋战三年的

12 位同学。彩虹样式的花绳，寓意今

后的生活、学业一路长虹。”

车妍告诉记者，高中生活的千余

个日日夜夜，现在回想起来令她怀

念。“每到课间，我们几个同学就围在

一起，说说闲话、聊聊趣事，那种友谊

纯真而美好。特别是春天，大家坐在

操场上，看着蓝天、听着鸟鸣、闻着花

香，感觉时间都变慢了。”

一转眼高考结束、高中毕业了，

车妍非常感慨 ：“既有高兴和轻松，

也有迷茫和彷徨。但无论如何，我们

都要挥挥手，跟高中时光作别，跟老

师同学作别，然后勇敢地踏上新的

人生旅途。” 

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

董小露今年 27 岁，回忆起大学毕

业时同学们互送的小礼物时，她

面庞上带着甜美的微笑。“我是在

咱们宝鸡上的大学，2020 年毕业

时，同学们互送的小礼物很别致。

有古风的书签，还有自己的大头贴

照片，都是当时大学生们喜欢、流

行的小物件，我也收到了这样的礼

物。”董小露感慨地回忆道，“我有

个关系很要好的同学，家是外省

的，她毕业回老家那天，我专门去

买了咱宝鸡方便携带的小吃 ：小锅

盔、抽真空包装的面皮等等。四年

大学时光，我们一直爱吃这些宝鸡

小吃。我希望，她带着我的小礼物、

带着对宝鸡这座城市的怀念、带着

我的祝福奔向毕业的道路。”这些

美好的大学回忆，让人在后来的时

光中，充满了生活和工作的动力。

无论是端午节的小花绳，还是宝

鸡特产小吃，作为毕业礼物的一份份

心意，不仅是物质的赠予，更是情感

的传递。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起

点，愿毕业生们带着美好的回忆，勇

敢地走向未来。

我们毕业了
那年夏天

编者按 ：
进入六月，随之而来的便是今年的毕业季。不少人都有毕业的难忘经历，从一张令人回忆无限的毕业照

片，到一本令人感怀的毕业纪念册，再到一件令人动容的毕业小礼物，有哪一个毕业物品触动了你，有哪一
段毕业故事让人怀念青春？本期，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一些宝鸡人的毕业故事吧——

六月是毕业季，随着相机的“咔

嚓”声，青春的笑脸被定格，一张张毕

业照“吟唱”着毕业的前奏曲。宝鸡人

相册里珍藏的毕业照，“诉说”着不同

时期的毕业回忆和追梦故事。

6月 11日，住在渭滨区金陵新村

小区的 85 岁老人师延福，向记者展

示珍藏了 58年的三张毕业照。“这张

照片拍摄于 1966 年的夏天，是西安

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六六届六十八班

的毕业照（见上图），最后一排中间那

个男生是我。其余两张拍摄于西安外

国语学院大门口。”师延福回忆，那时

照相是件稀罕事儿，拍毕业照那天，

班上十几名同学早早穿上整洁的服

装，整理好仪容，等待着拍照。细观这

三张毕业照，学子们着装简

单、笑容纯朴，男生大多穿

白衬衣，女生则多扎着两条

长辫子，穿着碎花衬衫，从

服饰到姿势都很朴素。

师延福说：“1962 年，

我从清涧中学考入西安外

国语学院。大学期间，在老

师的教导和同学的帮助

下，我的俄语专业知识进

步很大。大学时，我还担任

了俄语系六六届的民兵连

连长，我们连还曾获得表

彰和鼓励。四年的大学生

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大家

毕业时难舍难分。但天下

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各

自怀揣梦想，我们彼此

祝福、拥抱、言别。”

师延福毕业后投

身“三线”建设，后来在市委工业部、市

外事旅游局工作。退休后，

师延福将大部分时间用于

阅读和写作，并翻译了 11

本俄语小册子。他说：“翻

译著作曾是我毕业时的愿

望之一，退休后时间宽裕，

我想把专业知识再温习一

下，今年想将《可爱的中国》翻译成俄

语，争取活到老学到老。”

6 月 12 日上午，阳光明媚，宝鸡

文理学院校园内，学子们正在校园里

拍毕业照。23 岁的栗晨梅是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的一名大四学子，她

说：“目前，同学们忙着找工作、考研

等事宜，人没约齐，班级毕业照还没

拍，但学院大合照在 5 月中旬毕业

答辩时拍了。现在拍照很方便，人

人都有手机，随时可以拍，除过统

一正式的毕业照，同学们也会

三三两两地拍一些随意、有

趣、生活化的毕业照，也

会设计一些主题，比如

汉服主题、运动主题、

出游主题等。”

毕业照里学子

们青春活泼、创意满

满，在 栗 晨 梅 看

来，毕业照不仅

是一张张照片，

也是学生时代

的珍贵纪念。

 毕 业 照 ：

定格青春的笑脸
本报记者 张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