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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童 年 致 敬向 童 年 致 敬
王国梁王国梁

儿 童 节 说
赵献东

我梦到过文瀛公园很多次。
最 近 得了空，从大学里繁杂的琐事中抽

身，再次踏入我熟悉的文瀛公园。隆冬已褪去
了莹白的衣，万物都蔓延出一个春季的烂漫。
公园里的桃花绽开了瓣儿，漾着花香晕染了四
月的天。

文瀛公园有着 600 年历史，经历过明、清、
民国三个朝代五个世纪，园内有状元桥、万字
楼、清代贡院等众多文物古迹，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是太原城中经典的园林遗存。

对 于 我 来 说 ，更 习 惯 称 呼 它 为“ 儿 童 公
园”。每当踏入，总有一种熟悉的味道，莫名
安心。我的大半个求学生涯几乎都有它的陪
伴，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五一广场附近，离学
校最近的便是儿童公园，有时放学时间太晚，
我总要在湖边的长椅上，或者假山的亭子里
坐一会儿，等黄昏离去再匆匆往家赶。在我
看来，放学后的公园黄昏最美。

四五点钟的时候，太阳渐渐西落，黄昏也
随之降临。这黄昏中的公园，一切都是显得
那么美好。我最喜欢公园黄昏的阳光，是鹅
黄色的，好似一只只雏鸡，摇摇晃晃找妈妈。
温暖的光束斜射在小草上，让黄昏如晚汐一
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草儿也柔柔地朝风儿
打招呼。黄昏时刻，正是人们下班放学的时
候，车流、人流，匆匆忙忙，路边小贩在最后的
时间里不断叫卖，响成一片。而我独自坐在
公园，那么安静。

大概这时候就叫做“幸福”吧，我想。
从偏西门进，映入眼帘的是见义勇为纪念

馆，沿着南湖边，夹岸的鲜绿的叶柳，在黄昏
里熠熠生辉。踏上石桥，一池荷花在轻轻荡
漾。我知道夏天一到，整个池塘便成了荷花
的海洋，甚是动人。向远处看，状元桥正莞尔
一笑呢。汉白玉的底子，恰到好处的拱形，桥
两侧栏杆上雕饰着石狮子，下面湖水在黄昏
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好一个浑然天成。

过去，老太原人常常将小的湖泊称为海
子，所以状元桥一侧圆的叫圆海子，长的叫长
海子。一长一圆两片海子，波澜不惊，见证了
海子边的风云。它们安详平和，倒映出太原古
城历史的激越壮阔。传说大唐名相狄仁杰未
及第时，跨桥游览，一老者赠其一枝杏花，随后
应考高中状元，因此取名“状元桥”。因了它的
由来，求学路上我和我的同学没少在上面走
过，有时是为了第二天的英语听写，有时是祈
求中考高考顺利。移步于桥上，抚摸着栏杆上
活灵活现、形态各异的石狮子，眺望着碧波粼
粼的湖面，以及水中那些个悠闲自得的游船，

顿觉心胸开阔，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心思可以乱飞，都是可以的，都
是被允许的。

在这里，可以逃离一阵子现实中的琐事。有时，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
上来气，便在这里站站，之后便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小步奔向羊肠小道边的木椅，绿树掩映，清风徐徐，在冷而温柔的空气中贪
婪地吮吸着清淡的芳香。犹记十几年前，小学老师带我们参观革命烈士纪念
塔，缅怀先烈。塔正面为国徽和毛泽东亲题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金字，碑顶
为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妇女组成的铜像：中间的工人高举着革命的火炬，工人的
前面是一名战士，他左手紧握钢枪，右手持手榴弹，目光炯炯，仿佛正准备将手
榴弹投向凶顽的敌人；工人右边是一农民形象，他手持长矛，半露胸膛，准备随
时加入战斗；左侧是一名怀抱地雷的妇女，整体铜像象征着烈士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而前仆后继。这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以战斗者的姿态向一代代后人昭
示：要时刻牢记中华民族曾经历过的苦难岁月，时刻牢记在为中华民族争取自
由解放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要时刻牢记安宁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要时刻
居安思危，保卫祖国和平，实现民族复兴！

我学着少时的模样，寻觅初心，静静缅怀……
待到黄晕的天空渐渐淡去色彩，俯视着蓝墨色的文瀛湖，一点点，一点点，

黑夜吞噬着湖面，但我知道，涟漪依旧保持着它们的风姿。
路，很净。湖，很静。人，也很静。
翻过假山步入小亭，月色渐渐泻出来，停在亭阁最高层。曲曲折折的小路，

路旁萦绕着星星点点的花朵，就像是草木好奇的眼睛，她们仿佛与冬天过不去，
故意在春季才开放；她们又好像是天上的星星落在草丛里，正如粒粒明珠。清
风送香，向夜半的风把树阴吹斜。

我心目中的这座“儿童公园”，它一直在这儿啊，踏过我的童年，路过我的青
春，又承载了多少历史的曲折，见证了多少行人的悲欢？

“在这朦胧的黄昏中，我再次回首返顾，我发现这条路就是一本被遗忘的歌
集，歌词就是人们的足迹，而歌调就是那晨歌的乐曲。”想起泰戈尔的这段话，想
起这座公园里太多的故事了，那是我的回忆，也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今天，花
草树木都在，不曾改变。革命先烈也在，在岁月长河中辗转沉浮，却洗刷得愈发
鲜亮，亘古不变。

文瀛，文瀛……它在多少人的梦中出现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踏进此
地的人，已然忘不了它的存在。有它在，那满身的世俗灰尘似乎无法侵入被洗
涤的内心。离开时，在文瀛湖旁虔诚祈祷，只愿做一个始终葆有太原味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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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之初，生机勃勃；春留余韵，夏暖山河。风拂翠绿，百态
绰绰；妙意横生，趣味多多。当此万物竞发之际，喜逢童稚烂漫
之节！

夫童稚者，童心之载体也；童心者，人心之本源也。无忧无
思，天真纯粹；灵智始萌，知著见微。自然明净，初心淳美；气韵浑
然，笃实光辉。嗟乎！人之长成，皆由儿童；去而不返，百虑萦胸；
回望过往，笑语盈盈；纯真宛在，烦恼一空。由是可知，六一节日
之乐非只儿童，成人亦为之而喜庆。

然则，流连于斯虽美，追溯其源则痛。一九四二年六月，二
战硝烟之中，德国纳粹，滥施暴行。妇弱矜寡，壮男童婴，或亡于
枪口下，或虏至集中营。惨无人道，史册永铭；后人念之，以悼以
警；一九四九，儿童节定。

时光荏苒，风雨涤荡；和平之光，沐浴东方；盛世中华，儿童茁
壮。每逢六一节庆，华夏喜气洋洋；室中但有小儿，举家倾情欢

畅。校园内外，神采飞扬；游乐场上，笑声回荡。此情此景，令人
神往；如逢甘霖，如饮醇酿。盖儿童者，人类之未来，家庭之梦想，
祖国之花朵，民族之希望。固应守护其童心，庇佑其成长。正所
谓：今朝童声儿语，明日锦绣华章。

故知六一之情怀，在于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六一之意义，在
于鼓舞新生，护佑儿童。一家之气氛，可观其童稚之精神；一世之
风采，可观其童稚之状态；一国之治道，可观其童稚之面貌。昔梁
任公有“少年中国说”，其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
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此乃不刊之论，至理名言。然少年亦由儿
童长成，有康乐之儿童，方有强健之少年。而今儿童节，在于儿
童，吾可言“儿童之中国”：儿童健则国健，儿童乐则国乐，儿童浸
于友爱则爱心溢于中国。

美哉，吾中华之儿童，茁壮成长！美哉，吾儿童之中华，大爱
无疆！

微信群里，有人发出来一张我们小学时候的毕业照。他随后打出几个
字：“向童年致敬！”黑白照片，已经有些磨损和泛黄，照片上的人也有些模
糊了，有些同学我甚至都分辨不出来了。但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不觉微
笑起来，一颗麻木久了的心瞬间变得有些柔软了。

向童年致敬，真是不错的创意！上小学时我是班长，微信时代我已经
把能联系上的同学都联系上了。我在群里对大家说：“同学们，咱们用不同
的方式向童年致敬吧！”梅子说：“好，我打算在唱吧里唱一首《童年》，唱好
后发过来！不管几岁，童年万岁！”很快，梅子把链接发了过来。“池塘边的
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熟悉的歌曲一下把我拉回童年的时
光。记得当年梅子唱这首歌的时候，清脆的童声是那么动听。如今她的歌
声虽然已老，但听起来有别样的味道。我忍不住按住微信语音也跟着唱起
来，随后，很多同学都跟唱起来。我们这群人到中年的人，童心复苏，快乐
歌唱。

大刚说：“同学们，我现在就在咱们的小学校，要不要来个群视频？”刚
子是我们这群人里唯一驻守村庄的人，这么多年从未离开过，平时我们经
常通过他来了解小学校的情况：我们的小学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新的教
学楼，教学楼有三层，特别漂亮——这些情况都是大刚告诉我们的。如今
大刚要通过重回小学校的方式来致敬童年。我们赶紧让他打开视频聊天，
看到视频里有些陌生的教学楼，我们都有些蒙了，好像找不到一丝童年的
痕迹。大刚把画面切换到小学校的周边环境：南面是一片杨树林，东面是

乡村公路，西面有高高的水塔，很多“童年元素”都还在，我们兴奋起来。大
家想起有一年我们在操场边种下的树，让大刚带我们去看一下。来到操场
上，却见一排细细的小树，显然是新栽上的。操场边上的树更新换代，学校
里的人也在更新换代，世界永远处在变化的过程。唯有我们的情感，还停
留在原地。那些快乐无忧的时光，永远是我们人生的“珍藏版”。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向童年致敬，表达心中那份真切而炽热的情感。李
华这些年一直在南方做生意，发了点小财。他每年“六一”儿童节都会给母
校捐一笔钱，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课外书、画笔颜料、乐器，为的是圆他当
年那个艺术梦。他说，不要把我想得多高尚，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
样做总让我觉得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童年，是我们一生都走不出的温情
地带。

向童年致敬，感谢童年让我们拥有了一段最单纯美好的记忆。“童年
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真的是如此。每每想
起童年，我们的心就变得温暖而充满柔情。

人的一生很漫长，我们可能会抵达很多地方，也会经历很多事。但童
年是最美丽的起点，也是最亲切的归宿。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都会结束人
生漂泊，回归起点。这种情愫，源于我们对童年、对故乡始终如一的怀恋和
惦念。向童年致敬，感谢童年让我们拥有了走出去的勇气，也拥有了走回
来的力量。

向童年致敬，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从小到大，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爸爸妈妈都会用心为我准备一份礼物，
有遥控汽车、机器狗、电话手表等，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儿童节的礼物——一
辆我期盼已久的自行车。

记得去年的儿童节前夕，我每天都在猜，今年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那
天放学后，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们一起去了自行车专
卖店。我无比兴奋地问：“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最想要一辆山地车？”妈妈温
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记得上次去汾河景区玩，你一直盯着在自行车道上
自在骑行的孩子们，我就知道你也想要一辆自行车啊。”妈妈的话，让我心
里暖洋洋的。

经过我和爸爸的精心挑选，我拥有了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它是一辆山地
车，红黑相间的颜色，热烈又炫酷，有可以调节七种档位的变速器，粗粗的黑
色车轮，还有一个专门放水壶的架子。它没有车筐和后座，显得更轻便，不过
卖自行车的哥哥说，如果我上初中后要骑自行车上学，可以再来专卖店安装
一个车筐用来放书包。我还在自行车上贴了很多我喜欢的小贴纸，还买了一
面小红旗，插到了车把上，这让我的自行车与众不同。

有了自行车后，周末我常常约好朋友们一起去汾河景区自行车道骑行。
我们太原市的汾河景区自行车道像两条红色的丝带，镶嵌在满是绿树和鲜花
的汾河两岸，骑着我心爱的自行车行驶在上面，头顶是为我们带来凉爽的绿
荫，迎面而来的是微风，扑鼻而入的是花草的清香，听着我的小红旗迎着风呼
呼作响，别提多惬意了。有一次，我和好朋友比赛谁骑得快，不知不觉就骑行
了 20多公里，虽然有些累，但是我的身体和内心都特别舒畅。

这辆自行车是我最珍爱的儿童节礼物，它让我懂得了低碳出行有利于环
境保护，让我有了更自由的感觉，想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它代表
了爸爸妈妈对我深深的爱。

（作者为兴华街小学五年五班学生）

你从未见过真正的自己
在你的心中
你认为你是那个最聪明的孩子，
但在别人眼里，
你可能是懒惰的熊
笨拙、傻气的小猪
聪明、灵活的小猴子……
你的一言一行像电影展现在别人眼前，
别人的夸奖不一定是赞赏
别人的责骂不一定是讨厌
你的实力要去证明
你的梦想要去实现
别人口中说的不一定真实
人要活得踏实
认清自己的出路
做真正的自己！

（作者为山西省实验小学四年九班
学生）

儿 童 节 的 礼 物
李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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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故乡，带给我最多快乐的地方，还数从
小生长的那个小院。

记忆中的小院，曾经繁衍栖息过好多种小
动物。家养的比如看门的狗、捕鼠的猫、下蛋
或打鸣的鸡等等，野生的包括神出鬼没的黄鼠
狼和鬼鬼祟祟的耗子之类。相信所有乡下人
对它们都不陌生，随便就能讲出许多与它们相
关的逸闻趣事，当然了，我也不例外。

可惜白驹过隙，好像在不经意间，无忧无虑
的孩童时光就度过了。那时候的我们，刚开始
思索人生，唯一的愿望竟是想方设法削尖脑袋
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哪怕扫大街搬砖溜瓦，总
比待在农村干农活强得多，类似“种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意，觉得太不现实。

后来 我 们 兄 妹 几 个 ，一 个 个 离 开 父 母 的
羽翼，好歹都进城安家，只剩下日渐年迈的父
母 留 守 在 村 里 。 毕 竟 闲 不 住 ，老 两 口 每 年 垄
畦子种菜，把小院打理得一派繁荣，并且喂养
了 一 只 名 叫 笨 笨 的 黑 狗 ，又 收 容 了 几 只 黑 色
或 黄 色 的 流 浪 猫 。 也 许 是 小 院 的 环 境 适 宜 ，
不 知 何 时 另 有 两 种 小 动 物 过 来 落 脚 ，其 一 是
一只黄鼠狼，选择在小南房入住，其二是两只
刺 猬 ，找 了 墙 根 处 挖 洞 筑 窝 。 黄 鼠 狼 独 来 独
往不愿意受人打扰，但是刺猬经常出来觅食，
母 亲 隔 天 就 给 它 们 煮 些 南 瓜 玉 米 粥 ，关 照 得
不可谓不周到。

那些年来我有车也方便，每到周末就回村
看看父母，喜欢独自在小院内蹲上一会儿，逗
逗笨笨，撸撸流浪猫，偷窥偷窥刺猬，心境就变
得十分安全和踏实，就像古代吴均在《与朱元
思 书》中 写 出 的 一 句 ：“ 鸢 飞 戾 天 者 ，望 峰 息
心。”咱也谈不上鸢飞戾天，但即使蝇营狗苟，总也想找个歇脚的地
方。而那个地方，不就是我家的小院？感觉我的根扎在小院，小院
也是我心灵的归宿和家园。

仿佛 转 眼 之 际 ，父 母 已 经 年 逾 古 稀 ，在 村 里 烧 炭 做 饭 诸 多 不
便，没办法只能搬进城里依附儿女，拿一把锁把小院的大门锁了，
意味着曾为几代人挡风遮雨的居舍，就此空置，不再有人居住。其
时笨笨和它生育的一只小狗已被在乡下流窜作案的偷狗贼偷走，
大概殒命于狗肉馆，至于流浪猫和刺猬，父母自顾不暇，哪还管得
过来它们？

直到父母离开三四年时，我才来去匆匆地回过一次村子。本想
也回自家的小院看看，无奈没拿钥匙没法进去，隔墙张望，只见三间
矮房子虽然依稀如故，但由于久未住人，满院子杂草丛生，笼罩在形
容不来的寂寥清冷之中，谁知道黄鼠狼、刺猬以及流浪猫们还在不
在了？

回家之后，内心很难接受小院的凋敝，晚上还梦到了小院，恍惚我
又回到小时候，正在和一众小动物玩得不亦乐乎，醒来却眼前空空。怅
然感慨了良久，爬起来开始写作一本儿童小说《爆炸头》，在书中把我难
忘的小院再现生机，让一只可爱的小刺猬爆炸头和它的小动物朋友们
友好相处，和谐共生……

就在去年的暑假期间，我们居住的小区不知从哪跑出几只幼小
的刺猬，邻家的小女孩捉走一只想当宠物，但她母亲劝她说小刺猬
是大自然的孩子，应该回到妈妈的身边。于是小女孩又把小刺猬放
生到花草丛中，第二天就不见了，令她一直都牵挂于怀，好几次问
我：伯伯，您能不能告诉我，小刺猬哪儿去了？

等到今年开春《爆炸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我特地拿一本送给小
女孩，过两天小女孩看完，开心地找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
小刺猬回家了！”我听了格外欣慰，高兴得也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