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元，曾经让我们心跳的财富，如镜子折射出
咱老百姓在改革开放中，奔小康那坚实的脚步

那些日子里的100元

□ □

“有了100元，你们才‘管’我”
昨天去医院体检，到了交费处，打开钱包发现自己竟然只有“一百元”人民币

了。还好现在比较便捷，可以刷卡消费免去了很多麻烦和尴尬。

发言人：许艳（枣庄） 职业：职员

看到我钱包里仅有的“一百元”，不由
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在北方边城的冬天里
的故事。虽然时隔多年，但是每次回味，
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德嬉笑一番。因为那些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故事，却牵连着在两
个不同城市里奋斗的好姐妹大学时光的美
好记忆。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早，国庆
节刚过就飘起了雪花。校园里，一个男生
兴高采烈地讲述着自己的家乡临洮的洮河
如何壮观，冬天河水里的冰块，像珍珠一
样圆润漂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俗称

“洮珠”，可以用竹斗笠打来吃，清脆甘
甜。这些美丽自然的画面，吸引着两个好
奇心强烈的好姐妹异口同声地赞叹：“哇！
有这么美吗？带我们去看看”。就在这个时
候，班主任张老师托同学告知这个男生去
学校大礼堂有事商议。听到消息他往前跑
了两步又折回来硬是把那身上仅有的“一
百元”塞给了两个好姐妹，然后撒腿跑向
学校大礼堂。

“神经病，你干嘛给我们钱啊！快回
来，拿着你的钱。”向来心直口快的高姐追
着喊道。

这时候男生早已跑远了，他边跑边回
头风趣地说：“我不嘛！我不要，你们要是
不拿着这“一百元”，我知道你们就不管我
了，你们在‘老地方’等我”。

一句“你们就不管我了”，逗得两个女
生捧腹大笑并答应在“老地方”——每周

六三个人一起去改善生活的小饭馆等他。
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小栋，他是我和

如今远在千里之遥福州的好姐妹高姐的同
桌，也是我和高姐的伙食搭档，生活伙
伴。虽然他其貌不扬，可是很健谈，满腹
的诗词乐赋文采出众，还在校刊上发表数
篇文章。虽然他身材矮小，可是很健康，
全身散发着活力喜欢运动，还经常参加一
些公益活动迎来荣誉；虽然他甘于平庸不
爱出风头，可是经常帮助同学做好事，校
园里传遍了他的光荣事迹。有了他这个同
伴，总觉得开心无度，再多的苦恼都会化
为云烟。给我们三年枯燥的大学时光带来
了许多的笑声，许多的回味。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如今大家
已经成为父母，并且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
庭，可是依稀难以忘怀大学校园里的那些
平凡、却牵动人心的往事；还有学校操场
的上空，不时传来远处西岩山上的钟声；
足球场地的一脚飞射打坏玻璃的惊叫声；

“老地方”里几个要好的伙伴们抢菜吃的喧
闹声；早晨天色灰白站在路灯下啃书本的
优秀学子的身影；一切的一切都还是那样
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晚风轻抚心中的思念，想起时隔多年
的好友，不知道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有没
有记得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也不知道远
在福州的高姐近来过得好不好？是否依旧
会怀念当年那个寒冷却很温馨快乐的周
末？

发言人：张平（枣庄） 职业：职员

“原来,100元能盖房子的”

现在不像以前，屋漏了换块瓦就得
了。瓦屋换平房，包工钱就 20000 元
整，虽说平房不比瓦房，冬冷夏热，可
现在家家都安装了空调，也就不在乎
了，更主要的是你想怎么用。

邻居要在自家砌一个化粪池，找了
本村的一个泥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
了，邻居掏出 100块钱：“辛苦啦，给包
烟钱。”泥工客气一下就笑纳了。两个钟
头左右 100块钱的工钱，让我想起上世
纪 80年代初期，那时责任田刚承包，老
百姓手头有了结余，第一次草房换瓦
房，泥墙换石墙的热潮，都是找人帮忙
干，管饭，不说钱的；大家只吃饭干
活，哪家都一样，即便是关系不太好，
因为盖屋有手艺也能拉到一起，帮忙干
活，人情味特浓；摸起活就像干自己的
活。

一次，孙大叔也想“换房子”，可孙
大叔腿脚不好，妻子身体也不好；房料
都准备好了，就是因为不能管饭，孙大
叔迟迟没有找人，一时犯了愁。1983年
过完年，大伙在一起拉呱，孙大叔说出
了自己的心思，别人家都开始动工了，
没法拌饭不好找人，老拖着也不是办
法。村东头的胡石匠听到了说，你包给
别人不就得了，孙大叔眼一瞪，说的轻
巧，谁包，包给你。不成想胡石匠真的
答应了，胡石匠是看在 100块钱的承包

金上。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一个人要
盖三间房子，可能吗？瞬间传遍全村，
有想看他笑话的。但是 100块钱着实让
人馋一把。

当时老百姓干一天活多少钱不知
道，给公家干活的工钱是有的，一个成
年男技工一天 1元左右；这样算来胡石
匠的工钱可不低，胡石匠自己包建房
子，从扒了草房子到新房四面齐，我去
看过，真是他一人完成的，再往上是他
媳妇打下手。两个月，孙大叔没搬一块
石头住进了新房。

那年月，三间屋的包工 100块钱是
一个标准?100块钱也是一亩多地的小麦
收入，100块的工钱也是胡石匠一年的生
活费用。后来都实行了包工，我大哥盖
瓦房是 150块的包工，我们一家人跟着
干，还管了饭；那时 100块钱是钱，掏
出来很紧手，还要东借西凑亲戚帮。

时代不同了，100元不能同日而语，
那时的 100元能干一件大事，现在拿 100
元给孩子当压岁钱，孩子都不高兴。

刚才问了一下，那时候 100元包建
房子的人家，还有十几家，至今存在的
房子还有两家（无人住）。那天，问起胡
石匠：“100元就敢自己包建瓦房，你的
胆子真大。”他还眼一瞪：“都是穷瘪
的，100块钱真见钱了。”

去年我邻居三间瓦房改造成三间大平房，都说是有钱“烧”的，那三间瓦房像
铁桶一样，要和80年代初的草房相比不是住在天上。想想那时，过完年，总有几
家趁着年饭没吃完，把屋草重新“换”一遍，不然这个夏天全家难过；老人常说的
那句话：三年不压屋，老婆孩子跟着哭。

“怀揣百元大钞才‘敢’出门”
一张百元大钞，别看它小，承载着历史的变迁，映衬出百姓的今夕消费观，勾起

对尘封往事的记忆，说起这些事来耐人寻味。

发言人：戴忠群（枣庄） 职业：退休人员

今年春节前的腊月廿六，我到青檀路
旁的菜市场去买菜，来到一个蔬菜摊前，
挑了两把韭菜，几根黄瓜，几节藕，两斤
豆角，一把本地芹菜，三斤西红柿等新鲜
蔬菜，打完包，摊主一算账，差两元钱到

“百元大钞”，“好家伙，买点蔬菜还要花一
张百元大钞，真厉害！看来怀揣百元大钞
才‘敢’上集买菜啊！”

回到家，我从书架上打开尘封已久
的、存放多年的日记本，翻到1975年的那
一本：春节前腊月廿三过小年，早饭后我
手跨一个提篮，怀揣当时的“百元大
钞”——人民币一块钱，去西门集市旁的
副食品店采购年货，买几样蔬菜、猪肉和
鸡蛋，一分钱一斤的大白菜二棵；二分钱
一斤的土豆2斤；雪里红2斤；5分钱一个
的鸡蛋7个；一斤猪肉用了4角6分，一合
计，一共花了不到一块钱，店主又找回 3
分钱，装满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都是春节前腊月赶集买菜，相隔四十
年，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有的农副产

品，涨了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这就是历
史的事实，也是社会的进步，不必大惊小
怪。

过来的人都知道，物价的变化，与大
多人的收入变化是相映成趣的，农副产品
和轻工业品的变迁也是相去甚远，70年
代，一般中等工薪阶层的职工，月收入是
三四十块钱，而现在的中等工薪阶层的职
工月收入是三四千元，正是那时的一百倍。

在这里还要说一下，现在百元购买力
这个指标，已不足以说明我们每个时期
的生活水准。我们的日子在向好，生活也
逐渐富足了。70年代买一辆“凤凰”自行
车需一百三四十元，那时普通职工，不吃
不喝，要攒五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现
如今，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同规
格的自行车好几辆；70年代买一台十四寸
彩电要一千零四十元，是普通职工月工资
的几十倍，现如今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的
能买 21寸普通彩电好几台。这在几十年
前，可是连想都不敢想啊！这就是历史！

发言人：马西良（枣庄） 职业：职员

“花钱有度，合理消费”

记得80年代初，我们兄弟几个抓住商
机，业余时间在家里开了木匠铺，专业做砖
模，销往曲阜、兖州等地，四人分工明确，有
在家里做的，有在外面销售的，一年下来收
入七千多块钱，盖了两间屋，六间水泥砌块
瓦房，一年内改变了家庭条件，现在六千块
钱现在不过能买一两平方米的房子而已。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过年时打开日记，1985
年过春节，一家人花了不到三百元，有米有
面走亲访友招待客人，过得还很“宽畅”。过
去每月几十块钱工资，不愁钱花，现在倒
好，一月好几千块还是没有存下多少。

钱这东西，是物质交流的中介，缺钱什
么事都难办。工资越来越高，挣钱的机会越
来越多，只要你愿意出力，干什么都不会饿
着。虽然人们收入多了，可钱越来越“毛”
了，拿一张百元大钞，不要说到商场，就是
到农贸市场一转，买几斤水果和青菜就没
有了。这也说明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收入不断增减的同时，人们感到更
多的是物价上涨，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人

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一座座大楼不断崛起，条条大路变
宽了，城市变大了，变绿了，变亮了。穿着
打扮不断升级，的确变成了羊毛绒，貂皮大
衣也不稀罕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平
房变成了商品房，过去一家一户烧煤做饭，
现在是电气化，通气通暖。三九严寒，城市
家庭装修一新的客厅内绿叶绕庭，鲜花开
放，享受着春天的生活。

人们过惯了家家受穷、户户挨饿的时
代，家有半碗粮，睡觉不饥荒，对于消费水
平的猛然提高，物价的上涨一时还难以适
应，因此对于百元大钞“不当钱”，感到一时
惊讶，但生活的进步，收入的增加，生活消
费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平时购物支出百元，现在已很平常，刷
卡或电子支付过千也是常态，但对我们百
姓来说，更要合理消费，发扬中华民族勤俭
持家的优良传统，挣钱有数，花钱更要有
度。把钱用在提升文化素质，搞好子女教
育，提高生活质量上来。

不知不觉“年”就跑了，辛苦一年痛痛快快花点钱，过个欢乐的年，倒是无可非
议。取了几千块钱，不过三天，空空如也。妻子说，现在这钱真是不当“钱”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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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前，10元已是面额最大的钞票了，那时腰包里如果有10元，
走起路来胸脯都能挺得老高。1987年，百元版刚出来时，咱用它买东西时，是
不是也有种土豪的感觉啊。而现在刷卡、电子支付已成常态，消费百元已经没有
那种心跳的感觉了。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
1.67亿美元，到2015年底已达到3万多亿美元。大河有水小河满，咱们老百姓的
荷包也鼓了。据统计，2015年咱们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7万元。

100元，不只是数字。100元的背后，是咱们生活的逐渐富裕，是咱们告别
贫穷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日子。

我的一百元
系列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