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时候，瑞报悦映沙龙同

道发起“五四”青年节活动，我不

假思索地报名要参加。临近“五

四”前，孙编托我写一幅“致青

春”的字，我答应了。因这一句

应诺，我翻出一个旧文件袋，那

里面装的都是我在原物资局工

作期间所写的稿子，是物资局被

裁撤时留下的一点纪念。稿子

已泛黄，手写字迹却还算清晰。

在这一叠手稿中，有 7 本铅字打

印的《物资青年》，日期显示为

1988 年至 1992 年。我陷入沉

思，脑子里反复摇曳着“团员

……团缘”的字眼。

我 24 岁才加入共青团，许

多同龄人都已是党员了。但没

过几年，我便担任团总支副书

记。一年后，我又代为主持团总

支部工作（因时任总支书记的陈

志坚在桂峰扶贫）。从那时开

始，直到最后卸任团委书记一

职 ，在 团 岗 位 上 竟 干 了 10 余

年。所谓“十载耕耘春烂漫，一

片丹心迎朝阳”，在那段工作期

间，带给我的是锻炼的收获与奉

献的快乐。

当时物资局团委，由 8 个团

支部组成，团员总数有百十来

人。要做好共青团工作，可谓千

头万绪。由于团委成员团结，各

项工作开展得到局党委肯定与支

持。一个基层团委，有独立的办

公场所、有专项活动经费、有自办

团刊、有定期组织活动，这在当时

的团系统中属于比较突出的。而

留给我记忆最为亲切的，是和大

家一起创办《物资青年》。

在《物资青年》创刊号的《卷

首语》中，我这样写道：“到了收

获的季节，当你拿着这本薄薄的

团刊翻看时，我们感到一份欣

慰。同时，我们的心中涌起无限

的思绪……《物资青年》旨在为

本系统青年提供一个交流思想

的园地，尽管现在这片园地上还

只掘出一条起跑线，但我们相

信，这条起跑线会很快发展成一

条路，一条通向青年心的世界的

路……尽管这还是一朵不起眼

的小花，或许是草，但它赖以生

存的土地，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

活、工作的地方。”如今看这段文

字，依然觉得给力。

我与《物资青年》的缘，不仅

在于我是审编者、撰稿人，还是

它的封面设计者、题字人。考虑

节约经费，前三期的《物资青年》

封面都由我绘画而成，然后复

印。所画图画内容分别是“向太

阳”、“蒲公英”、“奔跑吧”。三期

团刊出来后，局领导建议统一封

面格式，经费由局里出。从第四

期开始，《物资青年》有了胶印封

面，代表物资系统的“WZ”字母

被大大地印在红、蓝、白相间的

封面上。

《物资青年》成为团员的思

想交流园地，稿源不断，内容用

当代词汇说：很正能量。有些文

章，今天读来，还很有意义。如

余朝福的《现代青年的意识与团

的工作》、金小莲的《作别逝去的

等待》、王海洁的《认识自己》、陈

雄的《反思和探索》、林建灿的

《扶贫一年胜读十年书》、林孝树

的《引进竞争机制，改革用工制

度》和本人的《谈自我实现》等。

当我再次翻看《物资青年》

目录，跃入眼帘的姓名很熟悉，

他们都是当年为《物资青年》投

稿的团员，我不厌其烦将这些名

字罗列出来，为的是忆念一起激

情工作岁月的美好：余朝福、金

小莲、王海洁、卢宇红、林柳风、

俞枫、陈志坚、赵小燕、陈雄、林

孝树、黄文东、陈再泉、缪春华、

李良骥、黄丽娟、林建灿、石林。

因部分刊物遗失了，有些投稿人

想不起来了。物资局裁撤后，与

许多昔日同仁少了联系，不知近

况，但我祝福他们。

又到“五四”青年节，作为一

名老团干，我写下这些点滴回

忆，不只为了怀念，更希望自己

的心依然年轻。

青春是一首

藏在心底的歌

常会在不经意间哼上几句

比如同桌的你

比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青春是一段

没有忧伤的记忆

我们打开身体

刻在青春路上的

是放肆的笑脸，痛快地流泪

是那么的自我

青春是母亲让你远行的目光

青春是操场上挥洒的汗水

青春是半夜翻墙而出的爱恋

青春是远方翩然而来的情书

青春是这样的光彩

它是没有皱纹的童话

她长发垂肩，巧笑倩兮

他英俊洒脱，不解风情

它是金庸笔下的郭靖和黄蓉

它是琼瑶的烟雨蒙蒙

它的枕头下面是一册上锁的

青春纪念册

它的梦中永远有诗和远方

向青春致敬

是向身体里的自己致敬

向自己的理想致敬

向理想的拼搏致敬

向拼搏过的人生致敬

向青春致敬

向我们的爱致敬

我们喝着酒致敬

我们唱着歌致敬

我们快乐地致敬

因为那是不老的传说

把碗倒扣桌上，拿笔循

着碗的边沿画上一圈，线外

面是圈外，线里面就是圈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圈 已 划 定 ，开 始 圈 同 类 人

了。往往是群主邀请某人加

入群聊。

在各种欢迎仪式后，便

进入圈中了。从去年开始，

我又开始舞弄笔墨，也就是

这样被圈入一个圈中。据我

观察，这个叫“瑞报悦映沙

龙”的圈子，是报社副刊通讯

员的圈，里面尽是笔头厉害

的人物，大都是些我多年阅

读日报副刊版面中经常出现

的人物。

碗可大可小，圈亦有大

亦有小。购物圈那是越大越

好，你身边有朋友是微商的

开店的，刚好她又是个野心

勃勃欲做大手中事业的，你

会被请君入“圈”，每天海量

聊天信息，让手机冒上死机

之危险，连人也要生出许多

逃离之心。看看我们这圈，

太小。一年时间才发展到

70 多人，十天半个月的疏疏

地圈来了人，久旱逢甘露，望

眼欲穿中下来了几滴珍贵的

雨水。然而，一般来者必有

作品。

张章@张文卿：“刚在瑞

报上看到文章，真喜欢你家

那位具有工匠精神的奶奶。”

方剑飞：“也刚看完这篇

文章，赞下。”

徐小寒：“在哪里？我也

随去看一看。”

金 春 妙 竖 起 3 个 大 拇

指。

最新被圈进来的张文卿

同学在这个圈的纸质发行刊

物上刚新鲜出炉了《奶奶的

工匠精神》，赢来一片喝彩。

可见，碗，并不是越大越好

的。

组圈建群也不容易哦。

贾平凹说，朋友是磁石吸来

的铁皮片、钉子、螺丝帽和小

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

任何尘土里能吸来。圈就是

这块磁石了，没有足够的磁

性，里面的“朋友”就全没有

喽！“悦映沙龙”是一群对文

字有共同爱好的人的聚集

地，说彼此投缘的话，同声相

和，同气相求。他们网上相

约，日报上刊发文章，线下组

织活动。只要仓颉的灵感不

灭，美丽的中文不老，“悦映

沙龙”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

然存在。

这个圈还是看电影写影

评的圈，便经常有看电影的

公告。我常踩不上节奏，经

常错过跟帖报名时机，只能

以大哭头像在圈中以示可

怜。圈主便有心偶尔在发布

公告同时，私信提醒，果然，

能够抢上沙发了。我在圈中

开心地跳来跳去。

冷不丁，某圈友说道：

“有人不去了，你才抢到的。”

可是还是抢到了呀，终

究是高兴了。因为中午看，

得下班马上杀到电影院去，

中餐就成问题。

圈友陈映芳真可谓是及

时雨：“谁需要午餐的，我带

来啊？”

不管熟不熟了，厚着脸

皮举手：“我要带啊!”你可知

道那天中午我吃的是什么

吗？是映芳亲手做的香喷喷

的糯米饭哦。看完了，写篇

影评刊登在日报上。对于重

拾笔墨的人来说，看着自己

的思想变成方块字，还是蛮

愉快的。这种感觉，恍若在

陌生世界走了太久，一下子

找到了组织。

纪伯伦在《友谊》里有这

样的对话：“你的朋友是来回

应你的需要的。”虽然“悦映

沙龙”里圈友不众。圈里的

人也算尽情享受着圈的回

应。有人想吃番薯了，便有

圈友自告奋勇送来最优质的

自家番薯。

好多人都希望生活在圈

子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圈

子里有温暖。温暖感，其实

是一种知音感。这是一种自

我生命的归属感，一个人在

精神天地里，总得要嗅着气

味，找到同类。你活得精彩

有人喝彩，活到落魄有人疼

惜。

“悦映沙龙”在五月四日

这一天组织线下活动，发布

报名帖，帖中写道：朋友们，

又到“五四”青年节，一晃一

年，大家是不是感觉自己又

年轻了一岁啊！因为有书

籍、电影和音乐的陪伴，更重

要的是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相信年龄啥滴一切

都是浮云！为了纪念我们的

首次大团圆，为了再致青春，

特定于今年“五四”晚上，我

们再来欢聚！为了发挥和挖

掘大家的文艺才能，我们此

次聚会延续去年年终的聚会

风格，依然以表演节目，娱乐

为主，只是一切从简，不要赞

助，不发礼品，甚至不吃饭！

内容安排别具一格，以圈聚

友，以友撰文。

圈不圈，圈少圈多，并不

要紧。要紧的是，这圈凭什

么圈住你，你愿不愿意被圈

住，你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

生的世界。人之所以是人，

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

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没

有朋友圈，因为出了门，门外

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

狗吠。感谢这些圈子，我的

日子被他们弄得五光十色，

再也不知离群孤雁的滋味

了。■黄选坚

再致青春再致青春

团刊缘
■李浙平

我们的圈子
■林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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