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经二路东段 5 号     邮政编码 ：721000      E-mail:bjrbbjchb@163.com       电话 ：办公室 3214884    编辑部 3273265    要闻部 3273301     广告部 3273352    发行部 3273234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8版
责任编辑：麻雪  美编：兰莹莹  校对：董建敏

文   化

的日子 
童年散记

李娟莉

幸福的童年是颗糖
魏娜

六月，绿树成荫，夏花灿烂，孩

子们的节日也到了，一说到儿童节

就不免要说到童年。其实每个人在

这样的节日都会不由自主回忆起自

己的童年。无论岁月流转、风云变幻，

童年里的人与事物都是那么清晰、

美好和新鲜，那是生命里永远的暖。

我的童年时光是定格在一张

老照片里的，黑白的颜色也很符合

我们儿时生活的样子，缺少了物

质、梦想的色彩，日子非黑即白，世

界在我们小小的眼里直接也简单。

那时，父母总是很忙，一家又都有

几个孩子，基本都是大的带小的，

一排平房里住着的孩子一召集出

来玩，队伍浩浩荡荡。跳皮筋、扔沙

包、过家家、捉迷藏、荡秋千……玩

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家的。

印象里过“六一”，学校会要求

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再

系上红领巾。全校会开庆祝大会，

下午还会组织学生排队走好远的

路去看电影。电影也是黑白的，正

片开始前会有加演，银幕光映亮了

我们叽叽喳喳兴奋的样子，仿佛电

影院是一片快乐的树林子。

说到底我们这一代人是玩儿

到大的，辛劳的父母竭力让我们吃

饱穿暖，无忧无虑地成长，因此生

活的困苦丝毫不会给我们内心造

成阴影，我们的童年也并未因贫穷

而减少了幸福感。

但相比，现在的孩子更有福

气。不仅是指物质上得到的充分保

障，更是精神上的。毕竟时代不同

了，现在的父母都有知识有文化，

也重视教育，能够给予孩子极大的

尊重和鼓励。在玩的基础上注重孩

子心智的发展，挖掘潜力培养特

长 ；再加上现在孩子得到各方面的

关注和关爱也多，使得孩子活得更

自信、自我。

弗洛伊德曾说 ：一个人的童

年将影响到他的一生！而一个幸

福的童年，必将迎来一个幸福的人

生。由此可见，给孩子一个幸福的

童年是多么重要。

现在，我有幸走进了童话世

界，走进孩子们纯净的内心，整天

和孩子们学习、游戏在一起，仿佛

置身于一座缤纷的美丽花园里。每

天看着孩子们成长、绽放，散发着

芳香，是一件开心又幸福的事情。

身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耐

心、童心。而爱心是这一切的基础。

若没有爱，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一

切都将失去温度和色彩。我们用爱

的形式给予孩子们爱，一个拥有了

爱的孩子去看世界，他一定是幸福

的。而幸福的童年是颗糖，慢慢品

味，回忆里都是甜甜的香！

　　　　　　　　　　　　　　　　　　
（作者系宝鸡高新红英幼儿园

教师）

儿童节，是孩子们心底最隆重的企盼
赵洁

我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整个童年时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

期，加之生在乡间，在我 12 岁之

前，几乎没有迈出过方圆十里之

地。因此，当我在村里的小学开始

上一年级，从老师嘴里初闻“六一

儿童节”这个新鲜词时，心里竟全

是惊喜与激动。

犹记那个夕阳漫天的黄昏，

站在校园梧桐树下，看音乐老师组

织高年级学生排练舞蹈。在那时的

我们看来，凡被选中参加演出的学

生都像是被罩了一圈光环般耀眼，

倘若其中有同村的孩子，定会指着

那个孩子神气十足地喊 ：“瞧，他

可是我们村的，厉害吧！”因了崇

拜与羡慕，那段日子邀约上下学，

抢着给那孩子背书包，带桃杏等零

嘴的人也多了，只为听其讲排练中

的趣闻，或央求当众表演一番，借

机拜师学艺。虽然也会五音不全，

舞姿略显笨拙，但每一个都如同快

乐的小鸟，似乎自己就是那个即将

为众人瞩目的演出者。

后来，随着年级增高，也开始

年年都参加学校的“六一”会演，诸

如舞蹈、大合唱、啦啦操等，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倘若幸逢全镇各

小学联合大庆，那可真是振奋人心

的盛典，一般每所学校会出两个文

艺节目参赛，外加仪仗队、体操队

等展演活动。为了在比赛中取得佳

绩，各校都铆足了劲，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学生们训练时更是卖力，

即使嗓子唱哑、脚趾磨破，也绝不

会喊苦叫累一声。想想看，能代表

学校参加全镇的文艺演出，对于一

个孩子来说那可是多么大的殊荣

啊！最重要的是，借着学校演出统

一服装的大好机会，还可从头到脚

添置一身衣物，这对于乡下孩子来

说，是除了过年才能有的待遇呢。

待到“六一”当天，全校师生

一大早就整装待发，学生们个个

抹成红脸蛋，偶尔眉心一点红，手

捧鲜艳的塑料花，彩旗飘飘，鼓乐

喧天，欢天喜地向小镇进发。文艺

表演在小镇的影剧院举行，各校

师生是表演者也是观众，最后仪

仗队、体操队等沿小镇街道巡演，

才将整个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赶来了，不大

的小镇人潮涌动，笑语不断。大人

们在这一天也是慷慨而温情的，

孩子们大都会被父母领着美餐一

碗擀面皮、豆花之类，最不济也会

从裤兜摸出几毛钱，买根冰棍或

糖果解解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美好的

童年虽已不复存在，值得欣慰的

是，身为小学教师的我，依然还能

与我亲爱的孩子们共同欢庆每一

个儿童节的到来。在物质生活极大

丰富的今天，这个日子充盈着更为

绚烂多元的快乐因子，但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六一”儿童节，始终是

孩子们心底最隆重的企盼、最绵长

的牵绊、最纯真的夙愿。那么，我愿

每个孩子都永远心怀梦想，拥抱每

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作者系宝鸡市金陵小学

教师）

内心种下自信快乐的种子
张江丽

童年是多姿多彩的，童年是

五彩斑斓的。

我的童年是一枝花、一棵

树，一片蓝天、一朵白云。我是在

山里长大的孩子，那时候，物质

生活没有现在这么丰裕，可是，

我的童年是轻松愉快的。童年的

记忆里，没有学习的压力，当然，

也没有儿童节。

每天放学时，我们几个孩子

提着篮子去打猪草，有时还要给牛

割草，我们在山坡上你追我赶。那

时，大人们喜欢在农闲时组成自乐

班唱秦腔，我们也在山坡上大声吼

叫，放声歌唱。我们那时物质条件

较差，家境贫穷，还很小就想着帮

爸爸妈妈干活。

记得上三年级去镇上的小学

读书，学校有了大队辅导员，那位

年轻的女老师那样漂亮，齐耳短

发，白皙的脸庞，一口柔美好听的

普通话。她给我们讲安徒生的童

话故事，我被深深地吸引，在内

心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记得有一

年，学校表彰一批优秀少先队员，

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我因为学

习刻苦，有幸获得了“优秀少先队

员”的称号，领了红红的奖状和精

美的笔记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

自豪，高兴得像插上翅膀的小鸟。

从那以后，我便在内心种下了自

信快乐的种子。

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学校

要表演节目，要求穿统一的白衬

衫和白鞋，可是那一年母亲生病，

父亲不在家，家里日子异常艰难，

我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不合身

的旧衣服。为了不给妈妈增添负

担，我就放弃了上台表演的机会。

那天，当我站在台下看到学校其

他孩子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心里

充满了失落和难过，泪水不知不

觉流了下来。

参加工作后，作为小学教师，

我每年都陪着孩子们过“六一”儿

童节。那是多么隆重的节日啊！孩

子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在学校漂亮

的舞台上载歌载舞，脸上洋溢着快

乐与幸福。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也

会给孩子买些书本、学习用品，还

会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买些新衣服

等，当作礼物送给他们，把爱的种

子播在孩子们的心田。

于是我决定告诉孩子们，今

年过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每个孩子都可以朗诵诗歌、唱歌、

跳舞、讲故事……我也告诉孩子

们，以后在语文课堂，我会同他们

平等地交流，我会真诚地赞美和

鼓励他们，让孩子们获取智慧，获

得快乐和自信，体验童年的快乐

和幸福。
（作者系太白县咀头小学

教师）

编者按

曾作为祖国的花朵沐浴阳光雨

露，有抹不掉的天真烂漫，有褪不去的

纯净无邪……时光飞逝，长大的我们

步履匆匆，但有些美好的记忆总会浮

现脑海，如同糖果，用香甜抚慰生活

的疲惫。“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但那

些“童心”始终不变，我们请一些“大孩

子”写写自己童年的故事，晒晒自己童

年的照片，想想自己记忆里，总是阳光

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

就如除夕夜会想起乡村的灯

笼、门神、鞭炮和篝火，每到“六一”

节，心中满满都是童年乡村的印象。

在我童年时，父母永远在劳

作，哥哥和弟弟放学也要主修“劳

动”课。庆幸自己作为女孩可以享

受优待，可以不去田间地头，不用

拉车扶犁。也许是因为常捧一本书

的缘故，我用读书和写作编织着父

辈熠熠待飞的梦想。

油灯
童年的油灯，是乡村孩子的天

窗。因为是自制的，所以总会冒着

油烟，鼻孔便常常染上墨色，但光

明的引领让我看到

了文明呼唤的天堂。

奖状
也许是乡下人对读书有

太多的渴望，农闲时节走亲访

友，谈论收成之后，最多的话题

是聊聊孩子的学习。这时候，奖

状、成绩单便是最可炫耀的家当。

书签
乡村的女孩很少有工艺品，

庭院里的花朵就让人生发臆想。月

季、玫瑰的花瓣既能闻香思故，又

可孕育诗篇，还能风干成签，点缀

日记和诗词句篇。摘抄红楼诗句的

笔记本，每一页都有花签做伴。

读书
哼着“麦浪滚滚闪金光，十里

歌声十里香……”，在五月的田间

地头、野草丰茂处，找一棵遮阳大

树，捧一本经典诵读。庄稼遍野，摇

曳待熟，花香蝶舞，风吟鸟鸣，泥土

的清香连同秸秆的拔节，风干成童

年的味道、记忆的诗行。

野菜
结伴去田间挖野菜、打猪草，

其中会穿插很多竞赛游戏。胜者

把猪草装满箩筐，败者让欢喜写在

脸上，过程是最大的收获，得失在

陪伴中富足。裤子的膝盖处常常泛

绿，那是在田野匍匐爬行的佐证。

野花
夏季的田野收割一空，沃土之

上零星的野花喷薄怒放，貌似喇叭

花的一种，乡亲们叫它“打碗花”。

传说摘这种花要特别小心，必须保

持它完好无损，否则回家定会打碎

碗碟。相信“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前”，虽然从未应验，但每次都会小

心翼翼。

槐花
槐花盛开的季节，夜晚都是迷

醉的。乡村在桃红柳绿之后飞花如

瀑，馋猫似的孩子既赏了美色，又

尝了清甜，母亲的槐花饼，就是让

人垂涎欲滴的诱惑。

夏收
成熟与富有属于夏天的麦场。

堆积如山的麦垛子，喜气洋洋的乡

亲们，震天响的收割机，“哞哞”叫

的老黄牛……传递着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热烈，美好的日子就是这

般模样。

指甲
邻 家

小院的指甲

花，是乡村女孩最美的饰品。

犹如灰姑娘的水晶鞋，一夜之间

纤指豆蔻闪烁，幻化着自己拨珠

滚玉、抚琴而歌的梦幻。

裙子
那个年代的乡下女孩，裙子不

是诱惑，更多的是奢侈，相当于“癞

蛤蟆想吃天鹅肉”。因为参加乡上

的“六一”庆祝活动，母亲用一块花

布临时缝制了短裙，款式如同现在

的浴巾裹肚。演出结束后，应急的

裙子还原成布料，剪裁做了上衣。

这件稍纵即逝的碎花裙怎么也忘

不了，成了我心中最美的裙装。

……

如今，孩子的童年色彩缤纷，

“六一”更是推陈出新，从吃喝拉

撒的精细，到衣食住行的时尚，物

质极大丰富。欣喜之余我们不免心

生感慨 ：自从童年住进了楼房、远

离了田野，快乐不再是阳光下的向

日葵，但一样会在好奇中仰望，探

索中低眉 ；自从孩子多了玩具，少

了伙伴，成长不再是田野里的星星

草，但一样会在天寒地冻时休整，

春暖花开时萌生。

童年，因简单而快乐，因有爱

而温暖。孩子，何尝不是春之花、秋

之果？于感知中亲近自然，学会认

知；在体验中扮靓人生，收获成长。

“六一”年年有，童年不再来。

让我们开启“读懂儿童”的那扇

窗，走进“生活即课堂”的那道门，

还原简单，回到起点，陪伴孩子，

走进自然。以爱为圆心，让尊重和

信任画一个尚真、至善、尽美的同

心圆，在逐梦的六月，陪孩子一起

唤醒童年。
（作者系宝鸡民族幼儿园

园长）

一张黑白老照片，留存了

魏娜（右）童年的美好回忆。

赵洁（左二）童年时与家

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