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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不是一个追剧迷。我

的学生时代还没有电视连续剧，顶多

看看电影，看书是更好的选择。但是，

由于十年动乱，很多文学名著都被列

为禁书。因此，像《红楼梦》这样经典的

小说我都没有看过。

1977 年，高考恢复，我的求学梦

再次起航。但由于工作忙，我只能选择

自学考试之路。1988 年，我基本上完

成了中文专业本科主要科目的考试。

由于没有外语基础，我短时期内也不

可能取得英语结业证书，所以就选择

了以选修课来抵学分。

那年夏天，古装连续剧《红楼梦》

正在热播。于是，我就选修了《红楼梦》

研究这一科目。由于以前没有阅读过

原著，所以我一方面快速阅读原著，另

一方面抓紧观看电视连续剧《红楼

梦》。到了晚上，我就赶到华东师大上

《红楼梦》研究课。三管齐下，我终于取

得了这门选修课的结业证书，并在

1989年10月取得规定的学分，顺利获

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华东师大中

文系本科学历。

奶奶爱听戏看电影，却舍不得买

票进戏院。电视机刚进入人们视线那

年，我家自己安装了一台电视机。放暑

假，我每天的“功课”就是陪奶奶看电

视过戏瘾。

电视机接受信号弱，屏幕布满雪

花，图像经常扭动，还不时“熄火”。没

人敢碰这娇贵的东西，没有我到场，大

家看不成电视。而我的办法是用手拍

打，一打电视就好。奶奶常嘀咕：“笨盒

子，贱骨头，不打骨头痒。”电视机是黑

白屏幕、6 吋，比小人书大不了多少。

奶奶眼睛不好，脸贴在电视上，我笑她

同电视机里的小人儿“香面孔”。她就

问我：“小人儿怎么钻进盒子里去了？”

左邻右舍听说我家有电视机，汗

流浃背地挤进来看稀罕。奶奶挡住了

屏幕，大家只能坐在边上听声音。我在

屏幕前放一面塑料放大镜。早来的，排

成一排，面对电视，连眼睛也不眨一

下，像一个个“行为艺术作品”；晚来的

只能站旁边看变形图像；挤在外围的

只能听声音。那时没有连续剧可追，看

老掉牙的《罗汉钱》《地道战》《逆风千

里》，屋内一片笑声，热闹非凡。电视结

束，欢笑不断，奶奶学唱沪剧：“艾艾侬

是小姑娘……”小伙学说电影台词：

“我要吃鸡……”

后来，我把彩色薄膜贴在屏幕上，

膜从上而下，由蓝变绿变黄再变红。看

风景，蓝天，绿树，红土地；看人物，蓝

眼睛，绿嘴巴，五色脑袋。

奶奶每天和邻居们发表草根评

论。她说，想不到有这么个好东西，我

得好好多活几年，享享福。1985年，我

在寒风中排了一夜队，买到一台14吋

彩色电视机。再后来，彩电、冰箱、空调

走进每家每户，我陪伴奶奶“打”电视

机的工作也告结束。

陪着奶奶“打”电视 山石

三个晚上追了一部剧 周雨

作为一名 90 后，我上学那几年，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补习班，特别是暑

假，也要参加一些补习，好在压力没有

现在这么大。所以放假后，都是先痛快

地玩上一阵，然后再开始学习。放假期

间，父母总要求我每天看一个小时课

外书，时间一到，不等父母说，我就迫

不及待地跑出去找小伙伴玩了。

那时的高楼还不多，大家都住在

老街坊里，小伙伴们像是一家人，吃喝

玩乐都在一起。男孩子就是爬树、捉知

了、打电动，女孩子就是过家家、跳皮

筋。如果下雨了或是天气太热，家长不

让出门，大家就窝在家里看热播电视

剧《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西游

记》等，一集接一集地看，甚至连台词

都会背了。

读大学后，娱乐圈更新换代的速

度更快了，堪比我们翻书的速度。暑假

必备的老剧慢慢被新剧、新偶像们取

代了。那时，我最痴迷的就是“老干部”

胡歌，这几年胡歌在《琅琊榜》《伪装

者》里的演出，让人眼前一亮，但我们

爱上胡歌，则是因为《仙剑奇侠传》。当

初，为了追剧，我在暑假里花了三个晚

上，用电脑看完了 34 集全剧，随后在

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然后又被妈妈唠

叨了一个礼拜。

一到暑假，《还珠格格》《新白娘子

传奇》等反复播放的电视剧，是很多

80、90 后学生暑假的“标配”。但对我

们这些 50 后来说，那时还没有电视

机，更没有手机电脑、互联网，看电影

成了我们过暑假时最大的享受了。

那时，一到暑假，电影院都会安排

早场电影，轮番播放《南征北战》《刘胡

兰》《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鸡毛

信》《董存瑞》等红色电影，这是我们暑

假的“标配”。虽说有些电影看了好多

遍，但每次重看时依然津津有味，可以

说“百看不厌”。这些电影，像一颗颗红

色的种子播撒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帮

我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成为激励我成长进步的动力。

那时，一场电影的票价仅比一只

大饼贵一点，凭学生证或红领巾，只要

5 分钱就可入场。我们常常省下早点

钱，到马路边的阅报栏里寻找电影预

告，然后约上几个同学，一早起来，就

往电影院跑。离家最近的电影院要步

行1公里，远的则要步行四五公里，但

我们都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做

人要做这样的人，做事要做这样的

事！”以银幕英雄为榜样，我暗下决心，

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一切！后

来到了应征年龄，我毅然报名当了一

名光荣的解放军。

那年暑假那年暑假，，我们追过的电视剧我们追过的电视剧

银幕英雄激励我前进 姜宗仁

如果能够穿越时光 张欢

每年暑假,《西游记》和《还珠格

格》是必放剧目，伴随着 80、90 后成

长。捧着半个西瓜，不拘小节地坐在席

子上，看完七八集电视剧连放，一天也

就快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是享受，

如今却有些后悔，好像浪费了许多青

春时光。如果能够穿越时光，我也许会

让我们的暑假更加健康、有意义一些。

首先，要改掉不吃早饭的恶习。我

会每天尝试做些不同种类的早餐，比

如杂粮粥、南瓜饼等等，几年下来，我

或许就是个厨房能手了。其次是少看

几集电视，选择阅读一些经典名著、听

说英语单词，坚持下去的话，或许现在

的我也是学霸一枚。还要改正赖在床

上的习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还可以

报个舞蹈班，练就魔鬼身材……

已经过去的那些暑假，懒、没有抱

负理想、过度放松，成为了自己的搭

档，电视剧虽好看，沉迷其中还反复

看，还真是消极的生活方式呀！值得欣

慰的是，那些年反复看的电视剧似乎

对我的语言词汇积累、阅读情感理解

有所帮助。不过，在妈妈的陪伴下，一

起追剧并互动讨论琼瑶式爱情，也是

非常温馨、难忘的记忆了。

或许多数人和我一样，学生时代

的暑期搭配单调又缺乏营养，但后悔

已无用，那就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有着

独特的味道。今年假期，不知道又流行

了哪部电视剧，我想闲暇之余还是会

去看的。

现在，暑假的荧屏“标配”要刷新啦，以前每年都看的《还珠格格》《新白娘子

传奇》已经没了新意，《甄嬛传》《欢乐颂》《爱情公寓》等近几年的热门电视剧开始

“霸屏”。 ——@小鱼儿
小人书、弹弓、铁环、河边游泳，简简单单，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暑

假。追电视剧，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项目。 ——@艾琳
在每逢暑假就会重播的电视剧中，有名著经典剧，有偶像言情剧，也有学生

时代的动画片，不少还是陪伴着我们“80后”一起成长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会

让我想起求学时代，很亲切。 ——lily
说到暑期神剧怎么能少了《西游记》呢？1982年开拍，1986年春节播出，立刻

轰动全国，获得了极高评价，造就了89.4%的收视率神话，至今仍是寒暑假被重

播最多的电视剧。现在，每到暑假，我就要陪着儿子一起再看一遍《西游记》。

——@南瓜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1、《西游记》：重播次数被网友称可以入吉尼斯纪

录。经典作品，需要代代相传。

2、《还珠格格》：十几年来在湖南卫视年年雷打不

动，“还珠三美”年年聚会。

3、《新白娘子传奇》：一部原汁原味的古装电视剧，

而且演员演技很好。

4、《浪漫满屋》：让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继续

做美梦。

5、《武林外传》：很潮的古装戏。

6、《王子变青蛙》：逢假必播的偶像剧。

7、《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总会有小观众支持

的。

8、《射雕英雄传》：经典名著之一，花了重金重拍的

电视剧，不播白不播。

9、《家有儿女》：放假了，很适合跟家长一起看的电

视剧。

10、《亮剑》：军事题材电视剧，很受欢迎，重播次数

也是相当的多。

相关链接 十部“长青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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