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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尘封了八十年的日记，原作者乃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他用自己手中的笔有意无意
地将那个年代里的大学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大学生本该是一个朝气磅礴、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群体，而日记中所记录的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的那
群大学生却生活颓废，毫无进取心可言。
他们上课不为多学活用，却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
生活中充满了抱怨，他们比拼的不是谁的成绩更好，而是谁的衣着更时髦，谁的打扮更摩登。
学生是这样的一群学生，而他们的老师又是一群什么样的角色呢？
要么是封建的卫道者，要么是文化的强盗，尽是一群学校里的关系户。
他们道貌岸然，与学校联合起来一起剥削学生。

　　全书从日记出发，对日记进行剖析，引领着八十年后的我们对当时那个乱世进行深思。
在那个人吃人的旧中国，顽固的封建思想还是社会的主流，西方享乐主义也逐步出现，这些都阻碍了
年轻人的成长。

　　书中所涉及到的典故、地点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尘封日记》给读者非常好的真实感与代入感
，让您对那个世界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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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若水，现代汉语硕士，爱好写作，热衷民国时期文学，其文章常在国内各大报刊杂志发表，长
篇小说《尘封日记》将民国大学生的生活百态真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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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颖　  村　　住在颖村，听说是自己的学校要停办了。
一个暑期，只是在打听自己学校的消息，吹着甘世东路的风。
再就是趴在三楼的窗户上看女人。
一个个丑得像妖怪，可是爱俏哩：画着细而长的眉毛，涂着血样的胭脂，搽上石灰样的粉。
　　身段很好哩！
　　背影很俏哩！
　　这样相互较量着，就好像自己趴在窗户上张开饥渴的眼是很值得做的事情，哪个还去管自己的行
径正是一副很好的漫画？
　　每天我们看看报纸，随便读一两篇故事类的小说，而大半的时间，是在打听自己学校的消息，吹
着甘世东路的风，再就是趴在三楼的窗户上，张开饥渴的眼睛专找对象。
　　身段很好的姑娘呢？
　　背影很俏的小姐呢？
　　忽然有一天，我们像被谁唤醒了样，有的捧着报纸念学校的广告。
　　各个学校都开学啦！
　　大家像有着同感似的&ldquo;嗯&rdquo;了一声。
　　&ldquo;那么&hellip;&hellip;&rdquo;　　&ldquo;那么在上海当瘪三也要人的！
&rdquo;有的接着很轻松说了一句。
　　&ldquo;但是我们等得一些什么出来呢！
学校一天不开等一天？
要是教育部叫停办十年二十年呢？
我们顶好是回去，等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一道出来读书！
&rdquo;　　有一位很闷的讲了这几句，讲得谁也没有做声。
　　到下午，我们就连人带东西被一部搬场汽车装到这里。
　　【品头论足】　　这篇日记讲述了一群住在颖村的青年学生等待开学的心情，他们不停地打探学
校的信息，盼望着有哪一天能开学，而这种等待却是漫长的。
闲来无事，他们只好找些消磨时光的事，当然，看那些身段妖娆的美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消遣。
然而有一天他们突然听说了各大学校都要开学，很是兴奋，对于此事，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其中一人说了一句很沉闷的话，让短暂的活跃气氛又降到了冰点。
　　从内容上来看，这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广泛办学的时代，学生们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然而却因
为种种原因导致学校停办，令这些学生很是痛苦。
他们整日希望学校重新开学，却不知道利用这些时间独立学习，反而去关注那些&ldquo;美女&rdquo;
。
　　这也表现了他们的散漫性，没有约束就不知该如何思考学习。
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学生团体，更是一个社会，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从封建社会解脱出来，思
想还很陈旧，虽然希望自强改变，却又没有实际的行动。
　　终于有一天，学校开学的消息传播开来，这些苦苦等待的学生又活跃起来，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
，来庆祝这个消息。
但最后那人说的，才是重点，这也更加印证了他们的惰性，不主动寻求出路，只知道一味的等待。
正是那时青年人所特有的惰性，才导致当时的统治者们为所欲为。
　　二  这　  里　　这里对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不大好。
这倒不是因为训育长的胡须长得太叫人看不过眼。
可是，这里不叫人发生好感是事实：见了面大家都要这样说：　　&ldquo;这里，太不好！
太什么，太野鸡了！
&rdquo;　　或者是用一种回味过去的腔调说：　　&ldquo;要是我们学校开办了，多好呀！
&rdquo;　　其实所谓我们的学校，毕了业出来一个样当瘪三，谁也不能担保拿了文凭去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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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政治现状下所表现的教育现状，正如同溃到不可收拾了的烂杨梅疮！
外国的教育，在某方面看去，也可以指出它的精神。
但是，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呢？
它又能给我们青年一些什么呢？
张家店，李家店，都是一个样的东西：右手将我们拉住，左手同时也伸着：　　要钱啦！
　　要钱啦！
　　我们的脑子早已经被这样的教育弄得麻木了，可是虽则如此，我们总还有我们自己的比较的：　
　比如上期吧，我们落在张家店，张家店只要我们五十块，五十块的招待倒也不错哩。
这一期却不成功了：五十，再加上七十，还有方法教你非再用钱不可：比如制一个床铺，买一套桌椅
之类，做生意不可以太心枯啦。
所以我们有些不大高兴。
　　这里，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不大好，就是因为做生意的人心太枯！
　　学费：六十　　宿费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一共是一百几
十块，我们被它剥削得连吃饭也发生问题。
　　【品头论足】　　&ldquo;我&rdquo;到了这里，也就是新的学校，却对这里的印象很差，这里到
处都需要金钱，仿佛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抢钱的机器。
按理说这样的学校应该会不错，然而却很普通，即使毕了业，也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ldquo;
我&rdquo;甚至对当时的中国教育都失望了，正如日记当中所说的&ldquo;正如同溃到不可收拾了的烂
杨梅疮&rdquo;。
　　这些青年学生盼望着学校有一天会重新开学，但当他们到了学校后，感到十分失望，这哪里是学
校嘛！
当时的中国政治极其不稳定，教育也千疮百孔，很少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苦心办学，大多数人都
是趁机发财，不挣白不挣。
急功近利一直是中国人的弊病，因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人们的目光短浅，惟利是图，就连高尚的教
育也无法避免卷入其中。
　　这种以商业为目的的学校无法教出真正的有才之人，学生毕业以后还如同从前一样，没有目标没
有抱负，甚至都没有面包。
在温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去追求更高尚的理想。
此时国家陷入动乱之中，政客奸商趁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人民所要追求的只是平静的生活和维
持温饱，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无法被满足。
　　清末期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还在延续着，当时的中国教育也一样很腐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青年学生显得很彷徨无助，他们不知该如何前进，不知该给自己定个什么样的
目标，但他们却知道这样不对，他们也希望国家有所发展，其实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这也要
归功于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进步思想。
　　三  不舒服　　房子看定了，窗户是向西的，也还宽大，把各人自己的东西拖了进来。
我们是一道的三个人，各抢各的位置，我的是第一个位置，大约是占的最好的地段，我向他们&ldquo;
过假的&rdquo;客气一回，便将自己的地方占好了。
摸摸荷包里，钱用完了，心里有些发慌，身上很有些疲倦，随便将身体掷在床上，把被头蒙起来，天
气已经是有些凉意。
　　&ldquo;十月了哩！
&rdquo;我自己念道这一句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
　　&ldquo;但是很不舒服又怎么样呢？
总不能吊颈吧；只要自己目前不会吊颈就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rdquo;这样想了一会，觉得自己并不见得怎么绝望，心一宽，便自然而然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近黑，电灯光暗淡的像死了人的神气。
心里想：&ldquo;他妈妈的，要是演&lsquo;活捉三郎&rsquo;的戏，倒用不着专家来配光哩！
&rdquo;好的是我从来爱惜自己，不大在夜晚用功，电灯亮不亮倒可以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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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叫人望望总不大舒服。
　　我把鞋子穿好。
他们回来了，房门一开，带来一阵馆子里的油气。
可是我并不觉得肚子饿。
　　&ldquo;不去吃饭么？
&rdquo;　　我摇摇头。
　　&ldquo;肚子不饿么？
&rdquo;　　&ldquo;不饿。
&rdquo;　　关于这些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顶不高兴有谁像上了法庭过审似的问。
但是他却还要加上这一句：　　&ldquo;吃饭总是不可以俭省的啦！
&rdquo;　　我觉得他简直在嘲笑我穷。
但是一回想，又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过敏。
虽则他未必有意嘲笑，可是我总有些不舒服。
　　夹了面盆到洗脸间里去，将热水管子按了一下，没有。
按着冷水管，放了大半盆，看看，完全像洗了锅的那种水，再换了一盆，还是一样。
我预备把盆子也掼了它。
可是一想，这对于自己并无丝毫好处，忍着气将一盆水泼在地上便跑回房来。
　　我像和谁斗气样老早就钻进被头里睡了。
　　【品头论足】　　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但在&ldquo;我&rdquo;他眼里却是这样的不舒服，
学校的寝室也很是一般，好在&ldquo;我&rdquo;抢到了一个比较相中的位置。
此时&ldquo;我&rdquo;的钱用完了，只能以睡觉来打发时间，消除这种苦闷的心情。
&ldquo;我&rdquo;半夜醒来，对于寝室的灯光十分不满。
恰巧此时&ldquo;我&rdquo;的室友们从外面回来，还带了许多好吃的饭菜，劝他&ldquo;我&rdquo;吃一
点，而&ldquo;我&rdquo;却十分不高兴，回绝了室友们的好意，然后又斗气般钻进被里重新入睡。
　　&ldquo;我&rdquo;此时心情很烦闷，本想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却进入了一个吃钱机器，这种强烈
的反差让&ldquo;我&rdquo;无法忍受，&ldquo;我&rdquo;甚至后悔来到这个学校。
可是既然已经来了，总不能走吧，何况还交了学费，就这样一走了之，肯定不会甘心，学费是其一，
毕业证也是其一。
但毕业证却是个鸡肋般的纸片，没有心里不踏实，有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其实真才实学才是真功夫，
走到哪里都会闪光的，一些虚名只能应付一时，却应付不了一世。
　　此时&ldquo;我&rdquo;的心就像是不对称的天平，总也不会平静下来。
&ldquo;我&rdquo;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想起这些问题，无论是秋天，还是寝室构造，在&ldquo;
我&rdquo;心中都是十分厌烦的，主要还是由于&ldquo;我&rdquo;心里强烈的反差所造成的。
你想想本来可以吃到一顿最想吃的美味，却在揭开答案的时候看到了最不喜欢吃的食物，是多么难受
啊！
　　当&ldquo;我&rdquo;的室友们问&ldquo;我&rdquo;想不想吃饭的时候，&ldquo;我&rdquo;却认为自
己像被审判一般，确实挺离谱，这和&ldquo;我&rdquo;心情不好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表现出了&ldquo;
我&rdquo;内心的独立意识和不喜欢被强迫的意识，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想。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统治者不断地压迫民众，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压迫，但外来的先进思想也
使得一些人开始学会思考，有了一种不再继续接受压迫的心理。
　　从开始这些人抢占寝室位置可以看出来，人们之间并不团结，特别是在当时受到严重压迫的时候
，这有点像一个小故事：兄弟两人进入山林中，遇到一头熊，哥哥卖力地跑，弟弟很不解，心想你怎
么跑也跑不过熊吧，哥哥解释说：&ldquo;我能跑过你就行了！
&rdquo;人们之间总是喜欢比较，越是艰难就越要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性，这在民国年间充分体现出来。
　　四  家　  信　　我起床的时候，他们已经先起来了，没有清理好的东西今天开始在清理，箱子放
在一堆，桌子摆得很顺，我看看房间里倒也不错。
　　水虽则是像洗了锅的，可是面孔总不能不洗，要是像昨天晚上一样赌气，那过了两天我的面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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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得比这水干净些；何况许多人都是用的这种水；而且这些人，包括了西装穿得有棱有角的大少爷
，和面孔可以滴落白粉的俏女士。
　　我揪了一个手巾，擦过了脸，回到房里，将水瓶取过来倒了一杯，那水同洗面孔的并无两样，因
为渴，我就吃了两口，倒也很有些味道；但是这种味道，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味道，有点儿苦涩，又有
点像锈铁在里面浸过的。
我记得在军队里的时候，从英山到太湖的路上，吃过这种味道的水，以后，便不大有吃这种水的机会
了。
　　吃过午饭，他们的课选好了，而且签了字，我照他们选的抄了一份，托人带到教务处去了。
　　在三个人中间我最喜欢吃水，可是这里的水特别难吃，看看就叫人生气。
　　&ldquo;就像他女儿的洗脚水啦，你看！
&rdquo;我故意说给他们听见。
　　&ldquo;你这个人龌龊就龌龊极了！
&rdquo;　　&ldquo;是他的水龌龊，怎样就怪得上我龌龊呢？
&rdquo;　　我虽则是在这样分辩，但是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大同往日一样，往日，我这样打野的态度是
没有的。
　　在晚间，在那鬼火一样的电灯底下写了三封信，一封是寄朋友的，其余两封要钱的，今年我应得
的数目已经到手用完了，但是到现在不得不用新的方法讨钱。
我信上说：这里学费很贵，衣服被日本兵打光了要添补衣服，要买书籍，又怕家里不高兴，就对家里
说这个学校很好，简直是上海（野鸡）学校中顶呱呱的一个。
　　将信封好了，便又是我睡觉的时候。
　　【品头论足】　　这篇日记里写的是&ldquo;我&rdquo;讨厌这里的水，非常难喝却又不得不喝。
但忍无可忍的&ldquo;我&rdquo;还是爆了粗口，却遭来他人的非议。
在选课一事上&ldquo;我&rdquo;也稀里糊涂的，看别人选什么自己也选什么。
晚上&ldquo;我&rdquo;发现自己的钱快没了，于是就给家里写封信要钱，说出一些根本没有的理由，
而怕家人担心又特意把学校说得很好。
　　&ldquo;我&rdquo;来到这里，诸事不顺，就连水这种基本的生存必需品都带有铁锈味，当然这可
能也和&ldquo;我&rdquo;的心情有关系，将这种味道放大了。
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更好的事物，然而在得不到却又不得不用的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如果这时候
突然有种更好的事物出现，那么我们都会谢天谢地了，假如这种事物我们一直都有，便不会有感恩的
态度。
　　到了这里，&ldquo;我&rdquo;他已经所有改变，比如他认为这间屋子还算不错，这就是既来之则
安之，这种心情不难理解，起初是极度地厌恶，等到内心平静下来，就会有所改善，相信经历过这种
心情的人都能够切身体会。
而另一个改变就是他喜欢说起了脏话，他到了这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情绪十分激动，于是就开始抱
怨，来发泄这种不满的情绪。
　　在选课一事上，他马马虎虎，根本没有主见，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国家和教育的失望，另一方面也
表现了他甘于堕落、没有主见的性格。
在民国时期，有很多人都人云亦云，看到别人怎么做，就上前跟风，不知道进行独立思考。
　　当然这篇日记最有看点的还是&ldquo;我&rdquo;写的那封家书，到了学校以后发现钱用光了，只
能向家里要，这一现象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今，都会存在。
大学生出门求学，不知道该如何分配资金，导致经济状况捉襟见肘，不向家里要怎么办！
打工？
不行，一些青年学生只知道该如何花钱，却不知道如何挣钱。
家里已经给出了正常开销，如果再要怎么办？
巧立名目，家里人怎么会知道哪里能用到钱，只要你一说，家里人就信，不信也不能大老远地跑来，
只能乖乖地把钱汇过去，不然还不担心死！
　　这个学生还是有点内疚的，&ldquo;我&rdquo;他也关心家里人的感受，就将学校说得很好，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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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放心，一边多要钱，一边安慰着家长，想必这样的学生大有人在。
　　五  履　  历　　已经十月四号了，若是再不上课，真有点觉得对不住洋钱，领到了《上课证》，
便打算规规矩矩地做人；因为这里的规定，缺课三分之一，是不能参与大考的。
　　到课堂上，找到了位置，将《上课证》往讲台上一放，左右四面许多生疏的面孔都望着我。
回到坐位上来等了一会，教授来了。
　　用着八字式的步伐，脚跟着实踩在地上，一种徐缓而中庸的风度，立刻唤起人的联想的便是那中
国山水画里的人物。
　　头毛一半是脱落了，还有一半在头上的变做银灰色，并不怎样衰老，可是年龄在他额上已经添了
许多皱纹。
架上一副宽边黄铜质框的老光眼睛。
身上着的灰布大长衫，袖口至少有我们腰身那么大。
脚上穿了一双细草编织的圆口鞋。
　　这便是我们的教授。
　　他在讲台上的《上课证》上签过名，叫了一个人的名字，我便看见前面的一位着西服的走上去了
，他伸手去接《上课证》，那教授便将手上的东西往怀里一收。
　　&ldquo;你叫什么名字？
&rdquo;　　&ldquo;杨&times;&times;&rdquo;　　&ldquo;你是什么地方人？
&rdquo;　　&ldquo;四川。
&rdquo;　　&ldquo;四川哪一县？
&rdquo;　　&ldquo;&times;&times;县。
&rdquo;　　&ldquo;你是什么学校转来的？
&rdquo;　　&ldquo;&times;&times;&rdquo;　　&ldquo;转学还是借读？
&rdquo;　　&ldquo;借读？
&rdquo;　　&ldquo;唔&hellip;&hellip;&rdquo;　　第一个完了。
第二个叫上去的便是我。
我最不高兴旁人问些不相干的话。
但是他问我问得特别多。
我只好用很简便的话回答。
第三个是一位女生，因为是女性，于是大家都有些高兴，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地听着。
　　&ldquo;你叫什么名字？
&rdquo;　　&ldquo;王&times;华。
&rdquo;　　&ldquo;你是什么地方人？
&rdquo;　　&ldquo;云南。
&rdquo;　　&ldquo;你以前在哪里读书？
&rdquo;　　&ldquo;广西。
&rdquo;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那一位女生被他问得脸绯红，答一句话，就扭一
扭腰，耸耸肩膀，有一种非常不安的表情。
于是有的很高兴，也学着老先生的腔调问：　　&ldquo;你嫁没有嫁过人？
&rdquo;　　&ldquo;你生没有生过儿子？
&rdquo;　　&ldquo;你的屁股为什么长这么肥？
&rdquo;　　听见的人都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
就在这种笑声里，我们结束了第一课。
　　我觉得很有趣。
　　【品头论足】　　&ldquo;我&rdquo;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上课了，&ldquo;我&rdquo;认为再不上课就
对不起自己花的学费了，于是领着证件前去上课，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课太多就不能参加考试。
当&ldquo;我&rdquo;到达教室后，周边的学生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ldquo;我&rdquo;。
不久教授就进入了教室，开始询问学生的履历。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尘封日记>>

然而&ldquo;我&rdquo;他问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情况，没有任何意义，当他问到一个女生的时候，这
个女生十分腼腆，底下的学生就开始打趣，把课堂搅乱了，一直到下课才结束这种场面。
　　从这几篇日记当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生一直都对教育十分失望，而自身却也不去努力，整天浑浑噩
噩地度日子。
要说他&ldquo;我&rdquo;去上课，与自己所交的学费有些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缺课三分之一，就无
法参加考试。
其实这个学校也未必有多么不堪，至少它还强迫学生去上课，不然早就拿了钱就不管你了，还哪有这
么多要求。
　　这应该算是新式课堂，学校本应让学生接受新思想，开启民智，然而请来的教授却是一副旧中国
的教书先生的形象，一看就是深受封建思想的真传。
这也表明了一些年长的学者还尚未完全接受当时的新思想，新旧社会正在进行碰撞，包括思想、教育
、传统等。
这个教授仿佛知道这些学生不想学习一样，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打发时间，也许他就是想混口饭
吃。
说不定是个骗子，也说不定是个大师，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
　　当教授问到一个女生的情况时，全班都被她所吸引，想了解她的具体情况，这反映了这些青年学
生到了一定时间，该要去交异性朋友了。
然而这时候的恋爱还不是非常自由，颇有旧时代的样子，女子也十分害羞。
不过有些青年学生却敢大胆地去调侃，还学着教授的语气，说明教授只是形同摆设，对此根本不加理
会。
而学生也没想学习，跟着一同闹起来，更加说明了跟风现象严重，这些学生内心都想闹一下，不然也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就难在需要一个带头的人，就好比辛亥革命打响了第一枪，各地方才发动武
装去反抗清政府一样。
　　六  &ldquo;剥野鸡&rdquo;　　今天我得交伙食费了。
我们一共七个人在校外租了一间民房自己弄饭吃，雇了一个厨师，给十元一月的工资，给五元一月的
房租。
我们吃得比饭馆里好些的伙食。
这劳绩完全在姓&times;的少爷身上，因为他吃不来校外的饭食，才想了这样的方法；同时他将他家里
烧饭的阿郎司务带来为我们烧饭。
　　可是，我今天应该拿钱交给&times;少爷了。
　　可是，我今天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而且不独今天，就是明天、后天，哪晓得家里钱来不来？
饭菜虽然还不错，可是我有点吃得不大舒服。
　　&ldquo;那么。
&rdquo;我对老季说，&ldquo;你顶好对他们讲一声，几天我便交钱来。
&rdquo;　　&ldquo;那有什么关系？
迟几天就是，又不跑谁的。
&rdquo;　　&ldquo;不错，那有什么关系？
&rdquo;我听听这话讲得不错，&ldquo;本来是我又不骗谁的一个哩，要是真想骗谁一个吃得不大舒服
也还在道理。
&rdquo;我这样想。
　　回学校来我们房门上有谁贴上一个名单，名单上第一个是我的名字，第二个是老季，第三个是老
董，第四个&mdash;&mdash;　　&ldquo;住进来的第四个的？
&rdquo;我推开门就问，有点发脾气样。
但是房间里还是三个铺位，并没有加入谁，再看看门上第四个是姓卜。
　　&ldquo;卜&mdash;野&mdash;霁。
&rdquo;　　我有点不大明了这意义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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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就对我们说明这意义。
他说：&ldquo;野者，野也。
霁者，鸡也。
我们那里叫剥也叫卜。
剥野鸡，剥野鸡，剥野鸡！
就是这个意思。
说我们三个人到这野鸡学校，要想方法剥剥野鸡。
&rdquo;　　可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方法剥野鸡，而且永远不会剥这个野鸡，倒是我们被野鸡剥了七十
，再加上零零细细的，差不多一百多了，要是不多剥这一百多去，不独付伙食不生问题，并且可以买
书，还可以看看蹩脚电影，现在好，书也买不成，电影不能看，伙食还得去剥自己老家哩！
　　【品头论足】　　这一篇日记叙述了有钱的&times;少爷因吃不惯校外的饭食，花钱雇来了一个厨
师，但是&ldquo;我&rdquo;却因为家中寄来的钱还没到，显得很是窘困，于是就想让老季帮忙说好话
，宽限几天。
老季不是很在意，既然是一个寝室的，总跑不了你吧。
当这些人回到寝室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个人名&ldquo;卜野霁&rdquo;，老董解释得非常巧妙，带有几
分调侃的意思，说成是&ldquo;剥野鸡&rdquo;，&ldquo;我&rdquo;听到以后有了很多感受。
　　首先说说这个&times;少爷，从日记当中可以看出他家里还是比较有钱的，雇佣厨子做饭，还提供
住处，并且他家中还有专门烧菜的人，像他这种阔少爷平时享受惯了，根本就不懂得节省，更不能独
立，到了另一个环境后，还希望与在家中一样，像个少爷似的被供着。
这种人无论在何时都存在，这要归于谁的错？
子不教父之过，都是由于这些富家人士溺爱孩子，没有远见，才教育出这类的阔少爷。
　　然后说&ldquo;我&rdquo;家中寄来的钱还没到，有些担心欠人家的钱，不过要是真给了，还真有
点不甘心，因为他吃不惯那些食物，但真的是这个原因么？
也许这和他贪小便宜的心里有很大关系，可能他真的吃不惯这些食物，但他却在吃，而且还是欠账，
这已经不错了，人的贪婪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受到当时政府的压迫，生活上很窘困，在花钱上就会计较得很细，
总是希望能少花点儿。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个&ldquo;剥野鸡&rdquo;，老董的一番话只是调侃一下这个名字，活跃气氛
，当然也有不满之处。
而&ldquo;我&rdquo;却由此引发了思考，来到了这个很不顺心的学校，就已经很伤心了，还要处处被
剥削，身上的钱几乎都被剥去了，还要向家人要。
他的言语之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然而却没有任何效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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