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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那年，儿童节大合唱表
演。班主任要求全班同学穿白衬衣、蓝裤
子。我家经济紧张，母亲没有给我做白衬
衣，她说我那件月白色衬衣就可以，蓝裤
子我倒有一条。

“六一”那天，我穿戴一新，一大早
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学校，看到我穿着月
白色的衬衣，班主任叫住了我，让我回
家换了白衬衣再来，就是借一件也行，
哪怕大人的也可以。我一路跑回家告诉
了母亲，母亲犯难了，现做肯定来不及，
买也来不及。

母亲出了门，可能借了一圈，最后很
沮丧地回来了。看着她空着双手，我失望
得几乎要哭了。母亲说，没有白衬衣就不
去了。我真就没再去学校。

第二天，班主任问我，为啥没回来表
演，我说没有借到白衬衣。她摸了摸我的
头，啥话也没说。

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缺席的儿童节。
那个时代，大合唱几乎是儿童节最

主要的节目，也是同学们能够全员参与

的节目。记得是小学四年级的儿童节，
我和一位女生担任合唱领唱，我俩被一
左一右安排在队列中。领唱前，我俩还
有一个任务，合作朗诵几句歌词，好像是
从合唱的歌中摘录出来的。那天，刚一
站定，那位女同学就抢先“出镜”了，原定
是担任指挥的那位同学要先报幕的，她
一紧张，就抢先了。我也措手不及，她的
第一句朗诵刚落声，我就接口了。一着
急，写着朗诵词的那张纸都没来得及展
开，我把我的第二句喊出去了，接她那句
的应该是第一句，好囧啊！

后来，指挥的同学补上了报幕内
容，合唱继续进行。直到合唱结束，我
都恍恍惚惚的。回到台下后，我惴惴不
安。还好，老师并没有责怪我们。这次
儿童节，因为上台出了差错，也让我牢
牢地记住了。

后来有次过儿童节，我还当过一回旗
手，那是我记忆中一次规模最大的儿童节
汇演，全乡几十所小学都参与，人马山齐
地集中在我们村的大广场上。广场最南

端是一个坐南向北的大戏楼，这是方圆上
百里都少有的大戏楼。宽阔的广场足以
安顿各路“兵马”，戏楼就作了主席台，很
是阔气的。来自不同学校的队列，不同颜
色的着装，花花绿绿的方阵，集中在戏楼
前面，看着好不热闹。

那天，卖麻花油糕、醪糟甄糕、瓜
子汽水和冰棍的，都闻风从四面八方
赶来了。我们村是乡政府驻地，是全
乡人民的“首都”，那车水马龙的“繁
华”程度，自不必说，更不要说有这样
重大的节日汇演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学校的洋鼓洋号
方阵吹吹打打，走在全队的最前面，紧随
其后的就是旗手方阵了。我作为旗手方
阵中的一员，能走在校队的前列，那是很
荣光的。那天穿的啥衣服，我忘了，但举
着红旗旗杆、双手戴着的白色手套，我记
得最为清楚。从学校到广场的那段路上，
两边挤满了十里八村赶来看热闹的乡
亲。当然，我知道母亲和我的一些亲戚都
在人群之中，我似乎也听见了有人呼唤我

的名字。我目不斜视，双手端举着旗杆，
眼睛时刻盯在那双白手套上。队列走出
了街道，没了房屋阻挡，风就使劲地撕扯
红旗，要举端旗子就更费劲了。胳膊酸得
发胀麻木，但我还是紧握着旗杆行进着。
好不容易挨到了广场，才将旗杆落地靠在
肩膀上歇息。

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组了一个大头
娃娃方阵，和我们并排歇息在广场上。
一个大头娃娃舞动手里红色彩带，在我
们两个方阵中间蹦跶，一不小心，彩带就
戴到了我们方阵一个家伙的脸上，我们
左右一看，并没有老师在场，就围了上
去，推倒了那个大头娃娃。当时我们并
无恶意，推大头娃娃也是觉得好玩，想看
大头娃娃出洋相。那个大头娃娃倒地
后，坐起身，摘下头帽，竟然还是个女
生。这女生忽地一变脸，哭了，手上的大
头娃娃脸朝天仍然憨笑着，惹得我们也
笑了，那一幕太难忘了。

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过儿童节了。
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还能过一回。

我 的 儿 童 节我 的 儿 童 节
王王 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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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丹花开得红艳艳时，小獾阿进满七岁了。
“我要下山！”阿进说。按照动物村纪年法，在彩云山上，

七岁就可以下山了。他们用幻术变成人类模样，去山下人类
村庄购物或玩耍。

“不行啊，你慌里慌张的，万一被识破身份怎么办？”妈妈
一边舔着麻绳为阿进纳鞋底，一边说。

“阿狐、小刺他们六岁就可以了。”阿进说。阿狐是小狐
狸，小刺是小豪猪。

“但阿狐差点出事了啊！”
阿进知道，阿狐那次下山，本来在村子商店买了酱油就

要赶紧走的，可他看到卖鸡爪的就买鸡爪吃，又看到卖糖人
的，卖气球的……幻术是有时限的，要不是他妈妈变成挑货
郎及时赶到，他恐怕就在人类面前露出狐狸尾巴了。可阿进
才不会那样呢，他不贪吃也不贪玩。但不管阿进怎么说，妈
妈都说：“八岁吧，满八岁我就让你去。”

阿进悻悻然从家里出来，遇到了阿狐和小刺。阿狐说：
“阿进就是长不大的奶娃娃！”说罢就和小刺哈哈笑着跑远
了。阿进愣了一阵，气愤地把一棵小树苗拔掉，扔出去好
远。不行，我必须下山，哪怕就只是去看看呢。

这样想着，阿进就“哧溜”钻进荆棘丛。荆棘丛布满粗粗
细细的荆棘，大大小小的尖刺是阻止人类进入的最锐利的武
器，也就为山上动物村搭建了一道天然屏障。近些年来，人
类很少捕杀动物，动物村村民数量和种类都大增，除了獾、狐
狸、豪猪，还有野猪、黄羊、鹿等等。然而，为了保证安全，在
没有获得妈妈的批准之前，孩子们最远只能到这片荆棘丛。

荆棘丛往下，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松树林。黯淡的光线
里，几乎不生长其他植物。阿进对松树林充满了畏惧，虽说
曾经也偷偷跑到这里，但从不敢放胆进去。不起风还好，一
旦起了大风，林子里就呜呜怪响，再伴随着光影交错、闪烁，
头脑里就全是古怪可怕的想象了。尽管头皮发麻，可阿进还
是战战兢兢踩着松针毯，走到了松树林边缘。

再下去，就是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带了。金银花、五味
子、葛藤、葡萄、猕猴桃这些爬藤植物，结成阔大的网，结结实
实搭在榛子、栗子、李子之类的果树上。动物村妈妈们也会
小心翼翼来这里采摘一些浆果和坚果。

阿进在藤蔓里钻来钻去，闻着浓浓的草香和果香，很是
惬意。等到眼前剩一层薄薄的葛藤叶时，他摸了摸粉鼻子，
深呼吸一下，念出一句咒语，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白
白净净的样子，穿着黑白条纹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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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阿进，双膝跪地，小心翼翼地拨开最后那层叶子，
顿时感到一阵刺眼。他赶紧闭上眼睛，等风消散时，睁开眼
再次拨开叶子。发出刺眼光亮的原来是一大片金色的植物，
像沙子一样往山下流动。植物们个个低着沉甸甸的头，清风
徐来，它们相互碰头，发出索索的响声。浓烈的香气在这碰
头中散发出来，让阿进觉得莫名安心。

这是麦田。妈妈说过，聪明的人类就吃小麦种子做出的
各种食物。阿进吃过小麦做的白馍馍，无法形容的美味啊。
而这，可能就是动物村村民热衷于下山的原因吧。

阿进小心翼翼走进麦田里，蹲下身子，把鼻子贴近一
株麦穗，长长的麦芒刺得鼻子发痒，让他打了一个响亮的
喷嚏。被自己的喷嚏惊吓到，他立即四周看了看，没有人，
便摘下大麦穗，放在手心揉搓，圆滚滚的浅棕色麦粒就一
个个地露了出来。他吹开麦糠，塞一粒在嘴里嚼着，有点
甜，有点绵。

阿进又折断麦秆，用一只眼睛透过麦秆的空心看外面。
近处是耀眼的金黄，远处是发黑的绿，往上是耀眼的蓝和黏
黏的白。看着看着，他突然眼前一黑，急忙拿掉麦秆，看到一
个小男孩站在面前。这男孩可真黑啊，除了噘嘴时露出的白
牙齿，脸和脖子都是黝黑的。他穿着天蓝色的短袖，全身蒙
着脏兮兮的尘土。

“你是谁？为什么要偷我家麦子？”他尖声尖气。
阿进紧张又心虚，一屁股蹲坐了下去，正坐到一丛蓟

上。蓟长满了细小的刺，扎透了裤子，疼得阿进又蹦起来。
看到阿进滑稽的样子，男孩“噗嗤”一下笑出来。
阿进便挠着后脑勺也嘿嘿笑了。他看到男孩手里拿着

一把茅芽，有一支露出了白色的絮。就说：“你的茅芽都老
了，我知道哪里有嫩的。”

“哪里？”男孩问。
阿进手指向彩云山那高高的山顶。山下虽然已经到了

初夏，但山顶茂密的荆棘刺下面还是春天。

“哦。”男孩嚼着有点老的茅芽絮，看着山顶。沉默了一
下，又狡黠笑起来：“彩云山顶啊。我奶说，那上面我们是不
能上去的。欸？你该不是什么动物变的吧？”

阿进一惊，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吗？他立即做好逃跑的
准备。但是男孩又说：“嘿，开玩笑的。你是山那边的村子里
的吧？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想午睡，偷着跑出来的……”

阿进悄悄松了一口气，不停地点着头。但他实在不敢看
男孩的眼睛，那黑亮亮的眼睛像是能看透阿进的秘密似的。
阿进真怕自己一慌，变回原形。

但男孩转眼就把这问题忘记了，又说：“茅芽有啥好吃的
啊。”说着就把茅芽扔到麦田里，一把拉住阿进的手，说：“走，
我家里有好吃的。”阿进忙说不去了。男孩说：“哎呀没事的，
我爷奶这时候都午睡……我奶昨天才做了好吃的！快快！”

去人类家里，这应该是彩云山上头一遭吧。万一……阿
进的心怦怦跳着，扎稳了脚步。男孩回头：“咋了？走吧。”

阿进支吾着：“我……那个好吃的，是这小麦做的吗？”
男孩挑着眉毛：“当然是啊，我们这又没有大米，都是小麦。”
大米？这又是个什么？阿进琢磨着，又想着馍馍的味

道，脚就不由自主地跟着男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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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这片麦田，再往山谷口走一段路，就看到一座白房
子。那就是男孩的家。男孩叫小满。他说这附近就几户人
家，除了他一个小孩，其他全是老爷爷老奶奶。平时他在镇
上学校住宿，现在放暑假，他只能回来了。没有伙伴可以玩，
太无聊了。

走到门前的石板路上，小满轻手轻脚起来，小声说：“我
奶耳朵可灵了，可别吵醒她。”说着，就拉阿进到了厨房。阿
进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凭借敏锐的鼻子，阿进知道那香味
是从挂在横梁上的竹笼里传来的。果然，小满搬了个凳子，
踩着凳子够到竹笼，拿出里面诱人的东西。那东西泛着金黄
色的光，几个长细条扭在一起。阿进的口水早就流出来了。

“这也是小麦做的吗？”他问。

小满说：“这是麻花啊，你都没吃过？”他不屑地笑了一
声，给了阿进一根。阿进刚准备放进嘴里，又放下了。

“怎么了？”
“我想给妈妈留着。”阿进说。
小满说：“你妈妈？你妈妈没出去打工吗？”他叹了一口

气，“可妈妈爸爸们不是都得出去打工挣钱吗？”
阿进不知道怎么回答。小满又高兴起来：“难怪你们家

穷呢，没有人出去打工赚钱嘛！看你们连麻花都没吃过。
给，这几根都给你！”看阿进终于“咔嚓咔嚓”吃起麻花，小满
得意地说：“我奶经常做好吃的，你来找我，我都给你吃！”他
还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根：“这些给你妈妈吃。”

阿进连连点头。
这时候，有走路的声音传来。

“呀，我奶起来了。快，把麻花藏进衣服……走，我们
走！”小满拉着阿进，出了厨房门，绕到后檐。

两个小男孩屏声静气蹲在后檐的排水渠里。
突然，阿进觉得屁股处一阵痒。糟了，变身幻术时限快

到了。阿进猛地站起来：“我得走了！”说着就甩开小满的手。
“可是我还想去河里逮鱼呢。”小满又拉住阿进的手。
阿进再次甩开小满的手，慌慌张张朝着屋后的山坡跑，

还没等小满反应过来，他就嗖嗖嗖爬出去一大截。小满的声
音在后面远远传来：“……明天还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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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进变成了一只小獾。细长的身子披着棕黑色的皮
毛，脖子和尾巴白得像雪，向上翘着的粉鼻头比小眼睛还
要机灵。

麦田依然麦香四溢，麦穗在微风中沙沙地响。虽然很急
切，但阿进舍不得糟蹋麦田。他四下里闻了闻，没有人类的
味道，就径直顺着麦田中间的小路往山上跑。

回到家时，阿进已经全身汗淋淋。当他一边把麻花给妈
妈，一边说自己的下山经历。妈妈一把拉过阿进，翻来覆去
地看了一遍，除了几处荆棘刺伤之外，阿进还是之前的阿
进。然而，看着阿进眉飞色舞的样子，妈妈觉得阿进又不是
之前的阿进了。

妈妈正想再叮咛“再不要自己下山了”之类的话时，阿进
拿起一根麻花就飞出家门。

阿进要干什么去呢？他当然是去找阿狐和小刺，他要告
诉他们他第一次下山的经历，要给他们分享麻花，最重要的
是，他要告诉他们，他交了一个叫小满的朋友，这可是彩云山
上的第一次……

阿 进 下 山
李小菁

商洛山商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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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抒怀
任建平

六月花香喜气浓，
纯真快乐属孩童。
阳光哺育禾苗壮，
雨露潜滋蓓蕾红。
奋力成才行大道，
精心护幼赖园丁。
尊师重教李桃艳，
汗洒书山硕果丰。

“六一”寄意
陈玉柱

童乐校园心抚弦，
殷殷寄望满诗笺。
已醒狮吼腾中夏，
更待风流显少年。
化雨先行春圃艳，
连镳横处国门坚。
红巾自有英雄出，
家国情怀幼合传。

忆童年
李翰儒

燕子归来柳线垂，
顽童嬉语笑相随。
春风眼底弦歌梦，
我是当年向日葵！

贺儿童节
琅玕居

雏燕学飞翔，
小苗钦栋梁。
园丁尽心苦，
桃李满园芳。
肩负不言重，
担当为国强。
殷勤施惠爱，
孩子眼中王！

赠书有感
李江存

百年名校沐春晖，
五育齐修比翼飞。
若化诗魂滋沃土，
何愁李杜不来归？

诗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