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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眼里心中，什么都好玩，处
处皆有趣味。

就说足下的泥土吧，太寻常了，有
什么好玩呢？而在孩子看来，那是乐
园。公园不远处有很大一片空地，不
知要建什么，却迟迟不动工，倒成了
孩子们的领地。傍晚的时候，彩霞漫
天，大人带着孩子到公园遛弯，孩子
的心只在那片空地的大土堆上。有些
大人觉得玩土脏，孩子不嫌弃，闹来
闹去，孩子得逞了，飞跑过去，那样
子真是快乐啊。

我家儿子更是那片空地的常客，每
次去都要带上一兜装备，挖土车、铲子、
小桶等各种小玩意。有一次走得急，忘

记了，那小子捡了一截干树枝，在土堆
上玩得不亦乐乎。回去时，还不舍得
扔，说那是他的宝贝。

还有一回，我们在路上捡到了一
朵塑料质地的粉色小花，儿子高兴极
了，拿回家插在瓶子里，很认真地养
着。他拿起喷水壶，煞有介事地给小
花浇水。早晨起来，首先要去照看他
的小花。

不只是干树枝、粉色小花，一只小
虫子也可以在他的小世界里得到温柔
相待。那天，我们在公园里的亭子中
玩，亭子前面有一块草地，儿子和几个
小朋友蹲在那里，静悄悄的。后来我才
知道，原来是他们在草地里发现了一只

白白的胖虫子，怕打扰了它，都不敢说
话。中午回家吃饭时，儿子却不肯走，
说小虫子会孤单的，要把它带回家。我
有点儿可笑，又有点儿生气，也有点儿
感动，告诉他小虫子是不会孤单的，它
的伙伴和家都在土里。最后，他和小朋
友们一起在草地里又寻到了另一只虫
子，给他们担忧的小虫子找到了伙伴，
欢呼雀跃起来。

孩 子 的 小 世 界 其 实 非 常 阔 大 ，一
草，一木，一只虫子，一捧泥土，这世间
的一切在他们的眼中皆是有情众生。

张允和在《最后的闺秀》里以近两
章的篇幅，细细讲述她的后半生含饴弄
孙的故事。她的孙女庆庆是她一手带

大的。她说那是她最大的快乐。庆庆
在她身边的七年，几乎是奶奶青春焕发
的时代，比和爷爷谈恋爱时还要甜，还
要有滋味。

她讲的故事中，我记住的有两个。
庆庆有很多玩偶，奶奶按照玩偶的外貌
和特征，一一给它们取了名字。她和庆
庆都把这些玩偶当朋友，和它们一起
玩，一起睡觉，天冷的时候还给它们穿
衣服。另一个就是每天晚上奶奶都会
给庆庆讲故事，和庆庆一起做游戏，然
后祖孙俩捧腹大笑，等笑够了，慢慢就
睡着了。

这样的生活很甜，很快乐，有趣，有
滋味，有深情。

孩子的心灵稚拙素朴，最是一往情
深。孩童的趣味简简单单，最是易得，
也最难得。

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
侣》中，我们都喜欢一个角色，他不高也
不帅，是一个眉毛胡子头发雪白的老
人，他叫老顽童。

童心看世界
耿艳菊

岁月如手中紧握的沙子，于悄然无
声间滑落。一转眼，又一个“六一”国际
儿童节到来。

年轻的同事们早早就开始忙了，帮
自己的宝贝准备欢庆“六一”的节目。
唱一首歌，诵一首诗，奏一种乐器，来个
独舞，或参加团体表演节目，几位同事
连续几天在那个大厅里帮助孩子们编
排演练。孩子们开心自豪，年轻的爸爸
妈妈们也一脸的幸福灿烂。

无论过去和今天，孩子们对“六一”
期待盼望的心情都是相同的，只是如今
孩子们的“六一”，前期准备和节日的内
容已大不一样了。

现在的小宝贝们，生活幸福是毫无
疑问的，除了有时候会抱怨作业太多。
好几天前，爸爸妈妈们就忙着给小宝贝
们准备节日服装，节日那天，都会精心
打扮一番，去学校参加表演和一些亲子
互动活动。然后还会陪孩子去吃一顿
大餐，气氛就达到了顶点，亲情关系也
更融洽和谐。

不 由 想 起 四 十 多 年 前 我 们 过“ 六
一”节的情状。这并不是在诉苦叫屈，
恰恰相反，那感受是与今天完全不同的
另一种快乐满足和充实。

那个年代，村里的小学校学生数量
还是蛮多的。大一点的村子设有联区

中心校，“六一”这天，小村子的孩子们
要去中心校集合，各校要准备精彩又有
特色的节目。活泼阳光的表演唱，令人
眼花缭乱的腰鼓表演，整齐划一、铿锵
有力的霸王鞭表演，还有趣味游戏和体
育竞赛。

过节嘛，理个发才能清清爽爽精精
神神。不过小村子里大多没有理发店，
自家有一把手动推剪已经很不错，大人
给理一下就好。也有的人家没有，只能
将就了，爸爸妈妈们操起铰布铰线的剪
子，一通舞弄，剪完后头上是左一道儿
纹 右 一 道 儿 痕 ，孩 子 们 戏 称“ 花 狸 儿
狗”。管他呢，反正也算是理发了，重点
在节日，又不在发型上。

节 日 服 装 的 标 配 是 红 领 巾 ，白 衬
衣，白网球鞋。当然不一定全是新的。
物质匮乏的年月，父母们为孩子准备

“六一”的服装并不是个轻松事儿。有
的家庭会尽量买一件，多数人家是弟弟
妹妹穿哥哥姐姐穿过的，或用旧衣拆
改，还有向别人家去借的。新买的白网
球鞋当然牛气，没有新的只好穿旧的，
旧白网球鞋年久会发黄，但也有办法对
付，用大白粉甚至用粉笔抹白后将就着
穿。那时候参加活动或者竞赛，能拿到
一张奖状实属不易，视若珍宝，揣回家
墙上一挂就是好几年。作为奖品的一

个小本子总是珍存很久后才开始使用，
那两根带小橡皮头的铅笔也迟迟不舍
得削出来用。不是说它们值不值钱，而
是它们本身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如
今呢，孩子们得的各种奖状实在频繁实
在多，名头多花样多，可能意在想办法
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天天有进步。

“六一”这天，一大早，村里的孩子
们穿戴齐整先到村学校集合。还得带
上中午的干粮，或两张杂面饼子，或三
五个煮鸡蛋，一壶水，兜里要是再有个
一两毛零花钱简直就美死了。排好队，
吹着哨子喊着口号，豪气冲天地向中心
校进发。

平日里，大人们忙着干活儿没有时
间陪伴孩子们，“六一”节，孩子们也不
会有多期待大人的陪伴。一切靠自己，
靠自己的老师，靠学校这个不大不小的
团队。

团 体 表 演 节 目 获 奖 了 ，大 家 的 荣
誉，大伙儿欢呼雀跃。竞赛拿到名次
了，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学校这个团体
的荣耀。大日头下中暑了，赛跑时崴脚
了，大家都心急火燎，关怀呵护，好是温
暖。

村里的孩子皮实好养。大人们常
说：小孩儿跌大，瓢葫芦吊大。其实就
是说，不要过分地溺爱呵护孩子。捧在

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样没
有啥好处。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多一些
历练，长大以后就多一份自立。小孩子
嘛，跌倒爬起，锻炼身体，抹一把眼泪和
鼻涕就没事儿了。长大的过程中，免不
了一些磕磕绊绊，这对于他们而言一定
是好事情，而且会终身受益。

如今的“60 后”“70 后”大致都是这
么过来的，他们大多能吃苦能忍耐有担
当懂感恩，愿意付出并为之感到自豪。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希望现在的孩子们
也受同样的苦累，毕竟时代已不同，但
是让他们亲身经历一些事情肯定不是
坏事。也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地
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的希望。

我们羡慕并祝福如今孩子们的幸
福。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物
质生活，也有畅通无限的沟通交流时
空，一切都为他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年少宏图远，人小志气高。我们也
对即将长大成人、步入社会，肩负家国
重任的新一代们充满更多期待。

似水流年，时过境迁，时光一晃跨
越数十载。回得去对往昔的怀念，却
回不去斑驳的童年。相同的“六一”
国际儿童节，不同的感受缘于不一样
的时代。唯愿天下所有的孩子们快乐
幸福！

一样的节日不一样的快乐
郭宏旺

站着，这个姿态，有一种意趣，半
收，半放。“放”的那一半在高处，可以
穿越云朵飞扬，可以如老僧禅定，也可
以做一枚花骨朵临风膨胀。

风中，啪，骨朵爆开，灼灼在春光
里。站着的魅力，也许就是这临风的
爆开。

贾平凹窗前，栽不活南方的梅花，
就栽了北方的垂柳，“晓起推窗，如见
仙人曳裙侍立；月升中天，又似仙人临
镜梳发。”如若梅能栽活，贾平凹定会
栽一树梅的，文人爱梅。梅枝乩斜，风
骨却是站着的，在诗词里从来都是暗
香浮动；梅不来，便植柳，赏的是它的
亭亭。亭亭如仙，站着的姿韵动人。

一个夏日黄昏，我下班行走在深
巷里，墙那边的院落里，忽然徐徐送出
一曲笛箫鼓板，“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 这 般 都 付 与 断 井 颓 垣 ”，抑 扬 的 吟
唱，清妍婉媚，可不是杜丽娘么？我停
下来，站在那里一心一意地听完，西斜
的夕照，涂满我的前额；若有若无的凉
风，吹拂耳边的头发。那一刻忘我啊，
惜乎那么迅疾地就结束了。不知那才
子佳人的幽怨唱和，院里人家可曾沉
醉动情。

周末的午后，喜欢从家务里逃出
来，捧一杯茶，在窗前，看看节令，发发
呆。有天下雪，我忽然想，郑板桥写他
的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
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
不见。”应当也是这样站着，指点着，一
瓣，一瓣，层层不穷地喜悦着的。若坐
着，便断然没有那种如数珍宝的兴致。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就如同我
的院落里，冬季的白和其他三季的黄
绿轮转，鹅黄，淡绿，翠绿，乌青，青紫
斑驳，金光灿灿，我是站着一一点数过

来的。自然的浓烈丰富，将生活留给
我的疲惫落寞、情绪起伏，一一冲淡并
且替换。四季里，我常那么安静地站
着，把自己融入多色调的自然里面。

诗人顾城有首《门前》，写到了站
着：“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
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片
刻凝滞似的“站着”，许是用了若干痴
痴的向往、跌跌撞撞的奔跑换来的；那
样站着的一刻，我们都曾有过。只是
之前、之后的故事演绎，谁知道呢。那

“站着”的恬美，不论时间长短，都是当
事人自己创作的一幅最美的画面，日
后，是不是常挂在心之一壁，将自己放
回从前，站着，站那么一小会儿呢。

站着，引颈远眺，是因为内心对世
界隐隐的企望。其实，我们也不妨面向
内心跟自己说说体己话——可自我肯
定，也可自我怀疑。看着自己的心，它
挣脱了日常生活的框框，闲散地走出
去，手舞足蹈，轻舞飞扬。再忙再累，心
可不能拧得太紧了呀，我们需要偶尔的
这种闲散，给心，放一个片刻的小假。

外部生活，也许无法超拔，但并不
妨 碍 我 们 将 心 放 远 ：脱 离 开 小 窝 、单
位、身边的恩怨情仇，在站着的那一时
刻，让灵魂绝尘而去。不能登上雪山，
但可以仰望雪山；不能到达某种高度，
但可以崇拜高度；不能去向更多的远
方，但可以在心里装一个远方。

站着，让更多的事物涌进心灵，花
草树木，屋舍小径，湖光山色，冰川雪
峰，山中林吼，大海涛声……它们，都
是 一 种 语 言 ，请 站 着 的 灵 魂 侧 耳 倾
听。站着，望着，听着，那一刻，你移开
了自己，忘记了小我，接纳了世界。世
界 那 么 大 ，让 心 灵 走 出 门 去 ，走 得 远
些，再远些。

安静地站一会儿
米丽宏

又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翩然而
至，阅读经典古诗词里关于童真童趣的
语句，在字里行间感受他们生活的丰富
多彩，也别有一番趣味。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憨态可
掬的模样总会触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
地方。“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
车。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
华。”唐代韦庄的这首《与小女》，只是简
单描写了牙牙学语的小女孩的日常，却
充满童趣：小女儿刚能听懂大人讲话，就
咿咿呀呀学着说话了，因为贪恋着玩小
车子，迟迟不肯上床睡觉。她娇滴滴地
啼哭了一晚上，到底为了什么呢？原来
只是因为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
寥寥数笔不仅将女儿的娇憨可爱勾勒了
出来，更让自己的爱女之情诉诸笔端。

“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

在堂前，学人拜新月。”与韦庄的《与小
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唐代诗人施肩
吾的《幼女词》。诗歌中描写七夕这天，
小女孩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
新月”，短短四句，勾画出一个既逗人而
有趣，又纯真而可爱的“小大人”形象。

孩子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很敏锐，
爱玩更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无论是一片
叶子、一只蝴蝶都能让他们愉悦不已。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
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的
诗句。诗歌节奏明快，意思浅显易懂。

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急追黄蝶之天真
与稚气，跃然眼前。自号随园老人的清
代诗文大家袁枚的诗歌《所见》写道：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
蝉，忽然闭口立。”看啊，树上的一只蝉，
便给了牧童满满的快乐……孩子们的
心灵澄澈透明，这样简单纯粹的快乐就
足以让他们满足。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发达的国家，
千百年来许多诗词也反映了儿童们参
与劳动的情形。“朝牧牛,牧牛下江曲。
夜牧牛，牧牛度村谷。荷蓑出林春雨
细，芦管卧吹莎草绿。乱插蓬蒿箭满

腰，不怕猛虎欺黄犊。”这是唐代诗人李
涉的《牧童词》。李涉用细腻的笔触，塑
造了一个早出晚归、朝气蓬勃、天真快
乐、勇敢机智的牧童形象。“昼出耘田夜
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诗人范成大
的这首《夏日田园杂兴》历来之所以被
无数人推崇，是因为诗歌中展现了田园
风光，描写了夏日里农人的辛劳，具有
浓浓的乡愁味道，更因诗歌中的儿童意
象令人念念不忘……

童年是一首萦绕在耳边的老歌，更
是一个人脑海里永远的记忆。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品读千百年来诗
词作品中的童真童趣，感受儿童们生活
中的喜怒哀乐之外，更希望我们的内心
也能保持几分纯净和纯粹，灵魂永远澄
澈与美好！

古诗词里觅童趣
樊树林

“六一”，是个奇幻的精灵
在孩子们的笑脸上欢呼雀跃
就像清晨带着露珠的花朵
绽放着纯真的光芒

操场的欢乐海洋
彩旗是舞动的波浪
穿梭其中的孩子
就像灵动的小鱼自在游翔

笑声汇聚成快乐的溪流
流淌过每一个角落
梦想在这里悄悄发芽
以希望的姿态生长

“六一”的梦啊
是永不褪色的画框
将童年的美好
一一珍藏

已然红尽绿茵裁，斗指东南又一回。
柳絮纷飞飘四野，榴花怒放映九垓。
移眸似觉熏风起，入夏方知溽热摧。
雨舞云歌迎暑气，声声蛙鼓唱将来。

许得清幽与物华，草繁林茂绿荫夸。
浮云暖日来还去，细雨熏风正复斜。
但见芙蓉吻池水，犹怜莺燕戏泥沙。
石榴爱做妖娆梦，梦里丹心咏夏嘉。

“六一”的梦
许海龙

初夏二首
张谟

芬芳 李陶摄

每天，每月，每年。
秒针，分针，时针。
一切都在不停歇地奔跑着向前，

向着世界的尽头，向着生命的终点，
向着存在的意义。穷其一生，倾尽所
有，不问来路，只问归处。大多的时
候是看不清前路的，管他芳草丛生或
是泥泞不堪，都隐在浓雾中，藏在阴
影里。

于是只能摸着黑继续前行，努力
地睁大双眼，试图从混沌中窥见一线
天光。

想看见什么呢？
看见有光穿透黑暗带来视线的清

明，连细小的微尘也清晰可见；看见同
路人亦是陌路人，行色匆匆；看见人来
人 往 ，摩 肩 接 踵 ；看 见 时 间 裹 挟 着 岁
月，世界不声不响。

那么，相信吗？
相信人各有命，不可强求；相信人

生如戏，无论有多少悲欢离合，最终的
结局都不过是曲终人散？还是相信前
路 漫 漫 茕 茕 ，却 终 将“ 守 得 云 开 见 月
明”；相信韶华易逝，流年催人老，却能
留得馨香芳满园？

抑或是相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付出自会有回报；相信每个存在都有
意义，每次相遇都是缘分，正如浩瀚星
河里没有一颗偷懒的星星。

相信吗？相信吧。
相信陌路人也可以走成同路人，

相互的扶持冲淡了奔波的疲苦；相信
繁星点点布满天空，人潮汹涌却终会
遇见；相信荆棘之后是花园，玫瑰的香
气经久不散。

相信西西弗斯终有一天能得偿所
愿，站在山顶靠着他的石头回望来时
路，笑着说一句“我做到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相信了，然后呢？
依 然 不 声 不 响 ，任 凭 世 俗 蚕 食

吗？依然不为所动，在自己的世界里
打转吗？依然无动于衷，庸庸碌碌地

随波逐流吗？
相信了，就该执着起来了啊。如

愚公之于大山，如西西弗斯之于巨石。
执着着要踏遍山川万里，看一山

更 比 一 山 高 ，逐 渐 明 白 所 谓“ 见 山 是
山，见山不是山”究竟是何意，最后吟
一句“一览众山小”，当作对一路翻山
越岭的褒奖。

执着着要看尽云卷云舒，从“荡胸
生层云”出发，走到“孤云独去闲”，终
于明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
何等的恣意快活。

执着着要把世界缩于脚下方寸天
地之间，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都用脚
步去丈量。

执着着要将满腔的少年意气都迸
发出来，去看，去爱，去恨，去追，不避
探究的目光，不惧轻蔑的讥笑，坚定无
畏，一往无前。

在追寻什么呢？
追寻一个不经意的拨弄。随手撒

下 的 种 子 顽 强 地 破 了 土 出 了 芽 开 了
花，日渐枝繁叶茂，却不知自己从何而
来，于是要追溯回去，看清那把种子的
来源。

追寻一个来不及道别的故人。他
来过，携风伴雨，他离去，刻骨铭心，却
仓皇得甚至没有一声“再见”。所以要
追过去，补上一句“珍重”。

追寻一段戛然而止的经历。它教
会了成长，它给予了力量，它鼓励着要
勇敢闯荡，可它也不辞而别。

追寻一个遥远却伟大的梦吧，若
是遇上了狂风骤雨，便将其作为前进
的乐章，沿途的风景；若是撞见了鲜花
盛开，也别忘记采一朵装点梦的翅膀，
所过之处便皆有芬芳。

执着的少年终有一天会长大，追
寻的梦也终有一天会抵达。

便如那句：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
清梦压星河。

你看见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执着
什么，你追寻什么，你就是什么。

追寻
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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