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同学少年 

——百年校庆之际 75 届初中 14班师生回忆校园生活 

 

百年一中，百年风华。2024年，我们的母校——青岛第一中学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喜

闻母校将举办百年校庆，我们这些年逾古稀毕业 50年的学子们，不由地相聚一堂回顾当年我

们这些懵懂少年在母校的学习生活。 

青岛一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良好的校风校纪。

我们有幸成为一中人，感到无

比的荣幸和自豪。 

我们75届初中14班共有

60名学生，其中男生 32人，

女生 28人。我们是 1972年 3

月入学，1975 年 7 月毕业。

我们在一中度过了三年半的

时光，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

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

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

一中，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和

智慧，更收获了友谊和情感，

同时我们还收获了成长和成

熟、梦想和理想。在一中，我

们乐享着无与伦比的师生情

谊，感受着难以忘怀的同学情

谊，升华着深深的母校情结。 

我们班有一位非常优秀

的班主任，始终是我们全班同学的自豪和骄傲，

她就是徐梅老师。 

徐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

语文老师。她不仅施教于我们语文知识，更教会

我们做人的道理。徐老师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

生，工作负责。她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寓教于乐的

趣味故事，激发我们的兴趣和思维，培养我们的

品德和情操。她那孜孜不倦、甘为人梯、无私奉

献的精神始终感动并激励着我们，她的言传身教

影响着我们人生，她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们班还有着勇于担当、乐于奉献、认真负

责的班长和班委们。男班长常升同学、女班长兼

学习委员于声华同学，于声华她有个“绝活”，

就是在点名时竟不用拿花名册，就能按照全班所

有同学的学号依次点名，真是一绝。他们是班级

的核心，各项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满满的正

能量。使我们班能有一个井然有序的班级管理，

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因



此我们班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都名列前茅，取得优异的成绩。 

我们 14班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有着强烈凝聚力的班集体。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优秀团队。最让我们引以自豪

的是每届的校运动会，我们班级在

每届的校运动会中，都有着出色的

表现，我们班的 4×100 米接力最为

出彩。当 4×100米接力预决赛检录

开始时，同学们都翘首期待，我们

班的运动健将们个个精神抖擞地奔

上赛场。他们是徐炳君、管绍恕、

常升、李桢强、杨立斌。“各就各

位—砰”，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只

见第一棒的同学，手持接力棒，像

离弦的箭，嗖一下冲了出去。我们

班同学们都立刻站起来爆发阵阵欢

呼。“14 班加油！”“加油！”许

多同学都喊破了嗓子，那种群情振

奋就可想而知了。为了集体的荣誉，

每一棒同学都很拼命！接力棒在他

们手中传递的非常漂亮、娴熟，简

直是无缝衔接！最后一棒冲刺的是我们体育委员杨立斌同学，大家都称他“飞毛腿”，他的

百米速度是 11秒 8，他一接棒蹭蹭就冲到终点！又是第一名，三年都是第一名，三年都是冠

军，这可是我们 14 班同学们的顶级骄傲啊。 

女同学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由李克芬、高华、董淑红、尹春媛、戴金花同学组成的女子

接力队也是屡屡夺冠。接力靠的是集体的力量，三年的 4×100 米接力的冠军，是 14 班同学

凝心聚力，团结拼搏的结晶，给全班同学极大的鼓舞！ 

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中，我们班也毫不逊色，由班主任徐梅老师创编，我们班孙秀玲、

张心美、李克芬、刘海燕、张利等同学演出的小品《捡煤渣》和对口词均获得一等奖，徐老

师还获得《捡煤渣》创作奖。 

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难忘野营拉练的日子。在母校这三年多，我们的学习生活是丰富

多彩的。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野营拉练。那是 1973 年 5、6 月份我们参加了为时 8—10 天学

校组织的野营拉练活动。拉练行军路线从学校出发沿着鞍山二路、台柳路、李村师范学校、

夏庄、惜福镇、最终到达姜家北庙。用步量路程真不近！ 

拉练的准备工作：常升同学的爸爸给我们借来了一辆旧的地排车（俗称大车）。这辆车

可起了大作用了，班里的生活物资全都装在上面。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大头菜、疙瘩头

咸菜、杠子头火烧、挂面等，装了满满一大车。这个车不烧油，需要人拉着走。最出力最重

要的人是驾车人，绳子套在肩上拉，两只手拉着车两边的木头把手。管绍恕同学是个大块头

驾着大车一路走到夏庄，结果病倒了，在炕上发烧三天，后来跟学校送物资的汽车回来了。

还有几个男同学：袁封军、张可军、常升、徐炳君、况保国、藤有厚等同学轮流着拉车。一

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出老力了！第一站走到李村师范学校在此休息吃饭。光走路就够

累的了，何况还要拉着一个装满物资的大车呢！我们当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呀！可同学

们从不叫苦叫累！薛重光老师带领先头部队，先到目的地，安排各班同学们的住宿（住村民

家）。薛老师是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他讲课生动有趣，能从身边的小事，讲到政治的大道

理。是同学们喜爱老师之一。天黑之前到夏庄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生火做饭。炊事班的张可



军、辛玉兰、慈勤荣等同学更是辛苦。早到目的地，为同学们烧火做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近

距离接触农村。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宿营地。一路劳顿大家早已饿的饥肠辘辘，

都眼巴巴地盼着开饭，不一会炊事班的张可军同学兴奋地端着一大簸箕黄橙橙冒着热气的饼

子，嘴里还不断地喊着“开饭啦！饼子来了！”，“扑哧”一不留神摔了一跤，饼子洒落一

地，同学们都被他逗得捧腹大笑，这个同学也因而得了个绰号“大饼子”。最后饼子经过女

同学的细心处理还是我们不错的晚餐。 

夜行军是这次野营拉练的重头戏。月黑风高的夜晚，星光微弱，我们背着背包，排着长

长的队伍，一个跟着一个前行着。疲惫和困倦不断骚扰着我们，身上的背包越来越显得沉重。

上下打架的双眼也处于微闭的状态，立盹行眠 ，走着走着后面的同学就会不自觉地碰到前面

同学的背包上，一个激灵惊醒了，抖抖精神继续前进。记得有个同学迷迷糊糊走到小旱沟里

睡着了。这第一次夜行军就让我们学会了边行军边睡觉的本事。经过一夜地摸黑行军，有惊

无险，大家都经受住了夜行军的考验，拂晓前安全到达宿营地。拉练中有的同学脚上起了泡，

有的同学出鼻血。但这些都没难倒同学们，同学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闯了过来。野营拉练虽然

很苦很累，但锻炼和趣事并存，这些都令大家至今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当年懵懂的我们都

在十四、五岁上下，对当时的这些政治活动还不甚理解缘由，但当年的“壮举”却有着特殊

的时代意义。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笔财富，都是收获 ，都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感

谢经历，让我们在历练中成长。 

学农是辛苦而快乐的。1974年秋，学校组织学农劳动。当时正是我们班主任老师哺乳期，

学校本意不让我们班参加，但同学们积极性高涨，在班干部的带领下，主动找校领导请缨，

最后校领导同意，为我们班选派刘孟周老师代理班主任。刘老师是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刘老

师不仅数学教得好，而且板书写得很漂亮，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班如愿到赵村学农。秋收季节主要农活之一就是刨地瓜。农民伯伯告诉我们，刨地瓜前需

要先割掉这些地瓜蔓。于是同学们拿着镰刀，跟着农民伯伯，顺着地瓜垄，把地瓜蔓从根部

割下。没有镰刀的同学就用手拽。地瓜蔓还很结实，拽得手疼。下一步开始刨地瓜了。农民

伯伯拿着镢头，左一镢，右一镢，后面中间一镢，红红的地瓜就被完整地刨出来了。可镢头

到了我们手里怎么就不听使唤，刨出的地瓜碎成几半。看来刨地瓜还真是项技术活！同学们

慢慢掌握了刨地瓜的要领。看着一堆堆刨出来的形态各异的地瓜，大家喜笑颜开。一天的劳

动，虽然同学们都累得腰酸背痛，但都无比的快乐。那应该是心灵上的愉悦，是未付出之人

所不能感受到的。我们班主任徐梅老师虽在哺乳期还是带着小礼物到学农基地看望同学们，

这更加激励了同学们的劳动热情。有个女同学胳膊上长了疮结红肿发烧，碰一下钻心的痛，

都劝她在家休息，但她坚持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有一种轻伤不叫苦，重伤不下火线的精神。 

经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在劳动中增进了友谊，懂得了关心照顾他人，学到了许

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虽然每个人都晒黑了，但身体更结实了。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社会广

阔天地大课堂中，在艰苦的环境里学会了吃苦耐劳，这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怀念曾经的读书时光。在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有“读书无用论”的歪风，课外阅读书

籍也是比较匮乏的。但我们班主任老师却为我们借阅了好多课外书籍供我们阅读，就好像为

同学们播撒了一方阅读的“自留地”。正常情况下，自习课是同学们比较放松、窃窃私语的

时间，但我们班的自习课在当时却是另有一番风景。自习课鸦雀无声，我们班语文课代表张

心美同学来给大家朗读，她甜美的声音，绘声绘色地讲读，深深吸引着大家。《闪闪的红星》、

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碰上朗读出糗的时候，还会引起同学们阵阵会心的

笑声（典型的一次就是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庙念成貌”）同学们

就像听故事连播那样期待着每天的阅读时间，许多同学听不过瘾，等不及“且听下回分解”，

纷纷都申请借回家阅读，说起来真的非常怀念当时的学习氛围。读书滋润了我们的心灵，使

我们在读书中学会思考，学会了悟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当我们真正投入



到阅读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

化，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解读世界，让我们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岛一中是一个造就人才的摇篮，人才荟萃，人才辈出。我们班也涌现出不少人才。 

青岛市文史专家、市政府专家组专家—王铎。就是我们 14班同学。上学时，他是我们班

宣传委员。我们班的黑板报是他一手操办，撰稿、编辑、排版、书写、装饰、插画都是他。

黑板报办得真漂亮。那时他的写作能力就崭露头角，是个小才子。他出身教师之家，耳濡目

染爱学习、爱读书、爱钻研，博览群书学习很好。特别是写作很棒，这为他以后成才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他 1975年底就业青岛盐化厂，1984 年在青岛盐务局当史志办主编，主管全局史志工作。

1989年进青岛日报社文艺部，1991年又调到《青岛晚报》都是文史、科技专栏的主编。他还

是青岛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青岛市

文物保护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国际第 29届夏季

奥运会帆船比赛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十一

届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市琅琊文化研究会会

长等。还是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青岛奥运帆船

比赛，青岛市文化街，青岛啤酒街，中山路及

劈柴院周边环境改造，青岛啤酒节和啤酒博物

馆，海军博物馆和海泊河、大沽河、八大关改

造和修复等大型项目和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主

创者。 

2006 年 5 月，作为历史学家在崂山康成书

院，为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主讲国学及青

岛历史。2001 年以后，组织、策划、拍摄和撰

写了大型系列片《话说青岛》《中山路夜话》

和《胶州湾》等作品。1999 年作为历史顾问，

与香港影视公司，拍摄了青岛第一部音乐故事

片《少年往事》。编著图书《青岛盐业志》、《黄

河口的觉醒》、《琴岛钩沉》、《青岛掌故》、《一

蓑烟雨》、《青岛百吟注释》、《青岛》、《王铎

评〈红楼梦〉》等。《琴岛食谱》正在创作中。 

王铎为我们青岛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王铎也为一中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保留

老房子，建体育场等。 

提起我们班的管绍恕同学，特别是说“大管

子” 那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相当的

有知名度。他是我们一中优秀的投掷运动员，是体

育老师李桂芬老师一手培养的。李桂芬老师是一名

优秀的体育老师，她识才、爱才、下功夫培养体育

人才。管绍恕同学热爱体育，训练刻苦，一直是我

们一中铁饼和铅球二项冠军记录保持者，也是青岛

市、全国中学生运动会记录保持者！最后他走向世

界。1975年 5月他代表中国到法国巴黎参加世界中

学生运动会，拿到了铜牌，为青岛一中，为我们国

家和学校争了光！1976 年 12月他被选调到北京军区



体工队。 

我们班还有五位同学：常升、徐炳君、王和临、张可军、董君福。他们分别于 1976年和

197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常升、徐炳君和王和临同学还都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 

1979年，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国边境，党中央决定进行自卫还击战。口号是“自卫反

击，保卫边疆”。这三位同学，为了人民的和平和安宁，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坚定地参加了

这次战斗！ 

王和临同学 1976 年 12月入伍，服役在昆明军区

14 军高炮团。1978 年提为排长。在此期间多次受到

嘉奖。王和临同学 1979 年 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战中牢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带领战友

们圆满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并

在火线炮阵地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炳君同学 1976 年 12月入伍，服役在昆明军区

通信团无线电连队。1979 年 2 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

战。战中，宿“猫耳洞”、吃“压缩饼干”、喝“脏

臭水”，遭遇着敌方炮火袭击，在恶劣危险环境中，

出色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嘉奖，所在连队被

授予“集体三等功”,徐炳君同学是好样的。 

我们的好班长常升同学 1976年 12月入伍。参军

参战表现极为优秀。他是昆明军区独立坦克团一营二

连三排 209车车长。1979 年 2月 19日奉命攻打老街。

经过他们顽强的战斗，全歼老街地区之越军，战斗取

得全胜，他们的二连荣获集体三等功。他时任车长的

209 车也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攻打老街的战斗中，有

6 位战士牺牲。为国捐躯，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战士

啊！让我们记住这些烈士们！我们现在过着和平安宁

的生活，永远不要忘记是解放军烈士用生



命和鲜血换来的，要珍惜今日的幸福，它来之不易！常升同学参战后，选调到石家庄装甲兵

指挥学院深造，升职师作训科作战参谋。 

三位同学为祖国和人民，挺身而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敢参加战斗，出色完成任

务，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他们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表现出了中国军人，不怕流血牺牲，

英勇无畏本色！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敬重他们！向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

礼！ 

青岛一中是我们成长的摇篮，一中造就了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班级。让我们度过了美好

的中学时代，我们感恩母校，感恩老师！ 

历史灿若星辰，我们初心未改。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一中的过去和发展，我们更期待一中

辉煌的未来。我们坚信青岛一中凭借扎实的历史底蕴，蓬勃的发展机遇，在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必将从辉煌走向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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