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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小儿去广场玩，各色身影
蹿来蹿去，一片热闹。

“老师！”身后传来一道惊喜
的问候，我转身，看见一个清爽的
男生，高大、壮硕，眉目间有我熟
悉的笑意。“志远！”我下意识地喊
出了他的名字。他兴奋地笑：“老
师，我们都七年没见了，您还是老
样子。”我笑，怎么可能不变。

“哎呀，杨杨还是这么可
爱。”他弯下腰，捏捏小儿的脸
蛋。“我是航航，杨杨是我哥哥。”
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解释。志远一
恍神，顿悟过来，“哎呀，老师，你
有二宝了，他和杨杨小时候一模
一样。记得您教我们时，他就这么

大……”听着他滔滔的感慨，我忍
不住拍了拍他的脑袋：“志远同
志，你也不想想，你大学都快毕业
了，杨杨怎么能一直不长呢？”“对
哦，对哦。”他搔着头，傻乐。

无独有偶，带小儿打预防
针，负责登记的女护士年轻、温
柔。在她的指引下，我在表格下
方签名，她忽而惊奇道：“他是杨
杨吗？您是杨老师？”我抬头，隔
着厚厚的口罩，我俩彼此艰难地
辨认，似乎从对方眼眸中觅到了
一些熟稔的过往。

“他是杨杨的弟弟，航航。你
是？”“杨老师，是我啊，天凤。”电
光石火间，那个爱笑的圆圆脸女

孩闪现在眼前，我惊喜：“天凤，
你当护士了，真好。”她欢快地
笑，“戴着口罩，不敢认您，一见
这个小家伙，就觉得很面熟。他
和杨杨长得可真像。”我也笑。不
由想到，前几天，我给小儿穿上
杨杨的衣服拍了几张照，又找出
他哥哥的同龄旧照，让身边人辨
认，结果婆婆眯着眼瞅了半天，
还是把哥俩搞混了。这让我常忍
不住感慨生命的神奇，两人相差
七岁，竟然可以相似若斯，有着
如此相近的成长轨迹。

每逢节假日家庭聚餐，孩子
是夺目的景，亦是永恒的话题。
与航航年龄相仿的几个小家伙

比麻雀还欢脱，叽喳喧闹，在席
间“飞”来“飞”去。而杨杨却只知
静默地吃饭，包括另外两三个与
他同龄的孩子，都是寂然无声。
如同蝉龟，他们正在渐褪与生俱
来的外壳，但是，还未形成足够
成熟的姿态来面对这世界。有长
者纳罕：“你们几个上了初中后，
怎么还不如几个弟弟妹妹能说
会闹了呢？”我忍不住笑：“这几
个‘闷葫芦’五六岁时，是不是也
像小野马一样？”长者一愣回过
了神：“可不是，他们小的时候也
是这样闹腾。”

虽说“千人千脾气，万人万
模样”，但生命的律是相仿的。由

欢腾到静默，再逐渐走向不同的
成熟，如果有幸活得够久，还会
再次回转到小孩子的纯稚模样，
是谓“老小孩”是也。冥冥中，造
物主似乎早就把这种相同的因
子注入了每个生命中。

我一直觉得，能有机会参与
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件特别幸运
的事，看到他从嗷嗷待哺到牙牙
学语再到蹦蹦跳跳，真是神奇又
奥妙。自己的成熟是无形的，但
孩子的成长是可感的，我时常感
动于他们的蜕变。

阳光下，我又时常想，体味
生命变化的过程，成长的又何止
是孩子呢？

□杨明明

儿童的底色 □殷海平

生命的轨迹

孩子们的快乐
过完春节后，我找了一份在

培训机构教小学生作文的工作，
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孩子。
我这个人，原本一年365天，有
360天是不悲不喜，有5天是特别
悲伤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
的快乐被孩子们的快乐点燃，就
如春夏的气温。

在我们的体验课上，看见孩
子们一个个笑得趴在桌子上起
不来，有的一直兴奋地拍着桌
子，有的甚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
了，就连后面严肃的家长们都憋
不住了，被逗得前仰后合。我的
同事问孩子们：“怎样让一只鸡
生出彩色的蛋？”一个小女孩机
智地回答：“我飞到天上，把彩虹
抓下来，喂给母鸡吃，它就能生
出彩蛋了。”一个小男孩，一边蹦
蹦跳跳，一边顽皮地笑着，他正

用“我”的口吻模仿爸爸：“我是
很帅气的，我的老婆是很优秀
的，我的儿子也是很帅气的，他
希望我每天能挣一百万……”我
的另一个同事，嘴角有点上火。
她问孩子们，她为什么会上火。
五花八门的答案来了，调皮捣蛋
的男孩子回答：你吃了鞭炮。更
调皮捣蛋的熊孩子回答：你晚上
睡觉流了一夜口水，第二天醒
来，发现口水黏住了嘴角。

我上第一节课，拿自己的黑
脸庞开涮。我问孩子们，要怎样
才能让自己变白一点呢？有个孩
子说：“你变成包子，放进蒸笼里
蒸一蒸，揭开一看，就变白，变有
光泽了。”有个短发微胖的女孩
子笑着让我去擦点面粉！我被他
们的回答逗得乐不可支，他们也
笑成一团。

修改他们的作文，发现孩子
的世界怎么能这么天马行空呢！
有个孩子这样赏析图片《一只忏
悔的狗》：这只狗在训练，它想变
成神仙。它不小心放了个屁！啊！
飞上天了！它又放了三个屁，飞
上月球了。(我在后面批注，这真
是一个神奇的屁。)一个大眼萌
的帅气男生在《写给十年后的自
己》中写道：现在我还在读小学，
十年后应该已经谈恋爱了，对
吧？那个时候，我的心已经成熟
了，外表也变得更加帅气了。女
孩子们追着我跑，和我一起做游
戏，跟我一起唱歌，一起聊天，一
起去小区门外的茶餐厅喝茶、吃
饭。(我点评：成熟了还玩游戏？)
另一个留洋葱头发型的男生在
同题作文里说，我的烦恼是：妈
妈给我报的兴趣班也太多了吧，

不知道十年后会怎么样。(我点
评：十年后，你读了大学，肯定没
辅导班啦！)我的梦想是：当科学
家。要做一名科学家要多尝试，
要了解化学知识，还要看显微
镜。做实验的时候，总是会心惊
胆战，弄不好就会爆炸。(我点
评：最后一句亮了，当科学家有
危险哈！)

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由王
朔作品改编的电影《看上去很
美》里面的小红花，以及法国电
影《红气球》，那些温暖的红色，
充满张力和想象力，谁都无法
抗拒。千万不要低估孩子！在和
这些孩子接触的短短时间里，
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群脑洞
大开的小家伙，他们给我带来
了快乐，一点都不比他们拥有
的少。

□厉勇

他迫不及待地合上书本，推
开桌椅，“作业我都写好了！”一
边说一边跑到门口换鞋，抱起足
球……身后像有人在赶，“我要
去学校踢球了。”

奶奶追在后边问：“你明天
的书包理好了吗？你跳绳打卡了
吗？你笔削了没有？你……”“好
了好了！我知道了，你真烦！”与
此同时，楼下能听到他同学高声
地喊叫：“可可，你下来了没有？”
看来他们早已约好了，难怪今天
家庭作业主动而麻利地做完了。

如果没有出去玩这件事作
为前提，他写作业只有“拖拖拉
拉”四个字可以形容。去学校打

球，走路十分钟，骑车五分钟，他
选择了骑车，其实差得并不多，
但他对于玩，一定是分秒必争。

我看着他的样子，好气又好
笑。回想起很多自己小时候的事
情。为了去表哥家玩，放学了就
去表哥家蹭饭。我觉得喜欢玩就
去做，天经地义。却不想几次被
母亲提醒，仍不改正，最终落了
屁股被打得生疼，几乎是拎着耳
朵带回自己家的经历。

“为什么不能在表哥家吃
饭？”“你天天在人家家里吃，这
样不好！”“有什么不好？大姑从
没说过不好呀！”我气鼓鼓地反
问母亲。

只读过小学一二年级的母
亲，她说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
只是又急又气，对我说：“不好就
是不好！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
懂事！再说你吃表哥家的，表哥
有来咱家吃吗？”

不可理喻的母亲，是我当初
的感觉。今天当我面对自家的小
儿，如此迫不及待，想在作业完
成后去踢足球的心理，有了瞬间
的共鸣，也有了找到某种答案的
契机。

儿童的底色，是天性中带着
“玩”这个字，是最直接最简
单——— 去实现心中最真实的开
心想法。他们顾不了那么多，在

天真活泼的天性里，需要我们慢
慢引导，陪他成长。

儿童的底色，是明媚是阳
光，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他们
无需压抑或演戏，能让聪明的大
人一眼看穿他们那点小心思。

儿童的底色，是成为大人后
的我们，常常会怀念的年龄段。
用羡慕嫉妒恨也不为过，因为时
光不可逆转，但保持“童心”是我
们会用一辈子去想做的底色。

我问他：“可可，这个六一儿
童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吃的
玩的都可以，我都喜欢！”他笑嘻
嘻地回。儿童的底色，是简单得
到，容易满足，快乐加倍！

用一生的时间为童年加滤镜 □马俊

有人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跟踪调查发现，30岁时有40%的
人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到
了60岁时有57%的人觉得童年充
满阳光，而到了70岁时有83%的
人认为童年太美好了。

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30
岁还不觉得童年美好，到了50岁忽
然觉得童年很温馨，到了70岁再回
味童年就会觉得那时太幸福了。
可是，这个人的童年改变了吗？没
有，童年已经是过去式，永远定格
了。但我们为何在不同年龄阶段
回想童年感受不一样呢？因为童
年被我们无意间加了滤镜。正如
冰心的小诗中所说：“童年啊，是

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
含泪的微笑。”年岁越长，人们越
喜欢怀旧。往事与现在隔着一条
时光之河，我们望向往事的彼岸
之时，会觉得水汽氤氲，旧梦迷
离，确实有滤镜效果。

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
令我印象深刻，那些回忆性散文
很多都是作者“从记忆里抄出来
的”，可读时分明觉得那些记忆
是暖色温馨的，让人无限怀恋。
因为作者的“朝花”“夕拾”，回味
童年自然会觉得温情弥漫。还有
萧红小说里写到关于童年的痛
苦经历，也有温情在其中。我想
如果萧红再年长一些写关于童

年的文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温
度和味道。

有人说，作家在回忆童年时
会“艺术性”地加滤镜。其实，每
个人回忆童年时心底都会泛起
点点温情，这样的情感落到文字
中就有了温度。童年是人生中最
美好的阶段，可是我们经历童年
的时候，因为年幼并不觉得。我们
以为童年也有喜怒哀乐，跟成人
一样。不过，“小时候，幸福很简单；
长大了，简单很幸福”。孩子因为
容易满足，所以容易快乐。

我们越往人生深处走，越觉
得童年美好。因为时光本身就有
滤镜效果，正如诗人普希金所

说：“而那过去了的，都将成为亲
切的怀恋。”往事从最初的本来
面貌，不断地被时光加工着，有
时被美化，甚至有些失真了，到
最后童年成了我们记忆画廊里
珍藏的最美的一幅画。这并不妨
碍我们对往事的追忆，追忆只会
让我们愈发觉得童年美好。大概
人都有选择性记忆的能力，我们
不停地加深美好的片段，忽略不
愉快的片段，童年被“大刀阔斧”
修图和美颜，或许已经不是原来
的样子。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心底留一份美好不正可以温暖
漫漫人生吗？

人生阅历的增加，也有给童

年加滤镜的作用。童年时我们当
然也经历过失望、沮丧、难过、悲
伤，但当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
后才发现，童年的那些“不愉快记
忆”简直像毛毛雨，自然就淡漠
了。人生最长不过百年，但经历每
天都在叠加，你永远不知道人生
会遭遇多少突如其来的磨难。年
岁越大，经历得越多。当你闯过了
惊涛骇浪再回望童年，更会觉得
童年平静如湖，美好如镜。

时光走了又走，岁月深了又
深，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为童年加
滤镜。等到我们老得在炉火旁打
盹的时候，童年的温暖一定会绵
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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