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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看到几张儿子小
时候拍摄于不同年份“六

一”儿童节的老照片，便勾起了
我的回忆，觉得很有意思。
第一张是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也

就是 1970 年的“六一”，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打“冰猴”比赛，虽然因为犯规（一只脚出圈）而没

有获取名次，但却被负责摄影的刘老师给抓拍到了那
个瞬间，用儿子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张失误的影像足

够他记取一辈子的了（见附照 1）。
第二张是拍摄于 1973年的“六一”儿童节，那次已是三年级学生的

儿子，确确实实风光了一把，他光荣地当上了小号手，并登台进行了表演，荣
获了节目一等奖，那天他拿回的奖品是一只漂亮的文具盒（见附照 2）。

第 三 张 老 照 片 的 场 面 是 1975 年 学 校 组 织 的“ 六 一 ”跳 绳 比 赛 ，赛 后 他 们
邀请前来看热闹的叔叔阿姨，进场与他们一起跳大绳，儿子与另一位小朋友
充 当 摇 绳 者 ，他 俩 很 是 卖 力 气 ，娃 娃 大 人 同 场 竞 技 ，同 跳 同 唱 ，其 乐 融 融 ，红
火 热 闹 ，把 这 场 活 动 推 向 了 高 潮 ，这 一 美 好 的 瞬 间 被 定 格 在 了 照 片 上（见 附
照 3）。

如今儿子已经是 60好几的人了，当我与他一起重新品味这几张老照片时，也
搅动了他的记忆之潮，津津有味地和我唠起了儿时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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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流，转眼间，孩子们翘
首以盼的儿童节又要来临了。每
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
的那些场景。

那时，我在一个村子里上学，
放眼望去教室里也就七八个学
生。平日里不论是老师开会，还
是我们过“六一”儿童节，都要沿
着山路步行去镇子里。

记得“六一”儿童节那天，我
们早早吃过饭便在老师的带领下
向镇子里出发。路上说说笑笑好
不热闹。到了目的地，太阳已经
高高挂在了天空，照得人心里暖
融融的。按照出场顺序，一个学
校一个学校的挨着上，马上就轮
到我们了，可是脸上的妆已经花
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
个个都变成了小花猫。没办法，
天气太热了，我们又是在户外，只
好就这样了。可是这并不影响我
们表演的兴致，大家伙站在台子
上依然唱的唱，跳的跳，直到把节
目表演完为止。

后来家里条件好些了，爱好
文艺的父亲还给我买了台电子
琴，记得有一年参加学校举办的
活动时，我自弹自唱了一首“粉红
色的回忆”，说起来这也是我第一
次鼓起勇气“抛头露面”。虽然表
演期间因为紧张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但还是赢得了在场老
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如今回想起来还是特别的感动，
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刻。

在儿时的记忆里，酸酸甜甜的果丹皮算是我的最爱
了。那时小卖部里的零食，无论是种类还是口味都比较单
一。那时的果丹皮总是裹在透明的玻璃纸里面，长长的一
卷儿，一毛钱就可以买一根。每次吃的时候，我总是轻轻
的咬上一小口，待其在嘴巴里慢慢溶化之后，再打开包装
一点一点地品尝，一根果丹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灭”
完。那种皮革般有嚼劲的感觉，如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
的难以忘怀。

另一种美食，便是冰棍了。冰棍儿就是一根棍上一块
冰，5分钱一根，有山楂的，红小豆的，绿豆等各种口味。夏
天吃着有冰有味儿，舔着吃好吃，嚼着吃解渴，最喜欢了，就
连那根小棍都要吸吮好久才依依不舍扔掉。雪糕 1毛钱一
根儿，雪糕的棒子是扁扁的，不像冰棍儿是方的。与现在各
种味道的冷饮、冰淇淋相比，儿时吃的冰棍儿实在是太普通
不过了，现在想来，也许因为是小时候的记忆才格外好吃吧。

小时候的我也是个爱臭美的丫头，喜欢在头发上戴个
发箍或者弄个黑色的小卡子什么的，那时扎好头发可以绑
一些丝带，大多是红色或粉色，窄窄的一长条，买的时候按
需要的长度裁开就可以了。后来又出现了手绢那么大的，
看着四四方方，质地更柔软，花色也更好看。我会把它们
一层一层叠好，弄成蝴蝶结的样子，之后固定在发箍上，或
者绑在马尾上。虽然花朵大了些，可是我喜欢，即便走起
路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那时候放映的影片都是黑白的，一块幕布在一束白光
的照射下，就那么神奇地出现了人物和图像，还有咳嗽、打
喷嚏，说话的声音，感觉真是不可思议。有时也会捣乱，乘
放电影的叔叔换片子的时候，我们会怪叫、互相推搡，或者
模仿大一点的孩子，把手指放到嘴巴里吹口哨，可惜试了
好多次，还是发不出那种声响，只好悻悻然作罢。也有调
皮的家伙，跑到幕布前挥动自己的手臂，做各种搞笑的动
作，特别的滑稽。

时光远去，童年一去不复返，可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却
永远留在了心间，令人无法忘怀。

不久前回了一趟老家，主要是想
接父亲到城里住一段时间，当时父亲
是有不情愿的，原因是不想增加我的
负担。但经不住他小外孙的软磨硬
泡，最后勉强答应小住一阵子。

父亲知道我胃不好，有时忙着
去上班，早餐总是敷衍了事。父亲
来 的 第 二 天 一 早 起 床 给 我 熬 小 米
粥，我却抱怨父亲弄得响吵到我睡
觉。父亲准备去城边菜市场买菜给
我煮午饭，我责备他不要到处乱跑，
说等会我下班直接到楼下超市买就
是了。父亲拿起扫帚打扫卫生，我
嫌弃他用厨房带油的扫帚扫客厅。
父亲耳背，每次看电视声音调得很
高，我吼他不要吵到邻居。总之，父
亲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找一些理由
让他不要做。

于是，父亲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靠
着客厅阳台的防护栏发呆，脸上毫无
表情，那双没有光的眼睛，一直盯着老
家方向，有时自言自语。

周六，父亲帮忙去接读兴趣班的
儿子，无论儿子说去买玩具，还是要
买零食，父亲总是有求必应，这件事
让我很是生气。晚饭时，儿子因为吃
了零食后不想吃饭，被我狠狠揍了一

顿，哭得很是伤心。父亲本想拦，被
我吼了过去。

然后，儿子哭着做周末作业，父
亲回了他的卧室，我赌气躺沙发上刷
抖音。无意间看到一小女孩半夜几
次醒来，鬼鬼祟祟地去“偷吃”冰箱里
的冰淇淋。有网友留言到：“童年是
笔，写错可以用橡皮来擦；童年是橡
皮，擦不掉昔日美好的记忆。只是，
我们再也回不去！”看到这句话，我突
然破防。

我发现，最近对父亲和儿子的
做法，真心不妥。于是，我特意走到
父亲面前，说特别想吃他做的面疙
瘩，父亲放下手里快叠好的衣服，高
兴地马上去和面。然后我又走进书
房，对眼睛哭得红肿的儿子说，明天
带他去游乐园玩。儿子一听，高兴
地跑到我面前抱着我就亲：“谢谢妈
妈！”

第二天，我一边吃父亲做的面疙
瘩，一边夸父亲，那时父亲脸上闪过
一丝笑容。吃好早饭，我故意让父亲
帮忙收拾一下桌上的碗筷，父亲欣然
答应。

原计划带儿子去游乐场，再带父
亲去超市公园走走。在路过一个手

工房时，儿子突然表示他想要进去体
验一番，尝试制作一些手工艺品，比
如精致的麦秆画、独特的陶瓷制品、
有趣的木工制品，或是精美的竹编作
品。

儿子对画画感兴趣跟着老师尝
试做麦秆画。而父亲用别人不要的
竹条，熟练地编了一只蜻蜓和蚂蚱递
给我。我不由心里一暖：因为父亲编
的这些小动物，曾经陪伴了我整个童
年。

儿子一直想养一只狗，我总觉得
麻烦没有答应为此他很不高兴。父
亲早就知道这件事，他悄悄教我给儿
子编了一只小狗，虽然编得不够好，
甚至看起来不像一只小狗，但我递给
儿子的时候，儿子显得异常高兴。

回家的路上，我拿着父亲给我编
的蚂蚱，儿子拿着我给他编的小狗，
父亲手里捧着儿子给他做的麦秆画，
我们一起高兴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寻找童
年的温情，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
更是对现在亲情的珍惜与享受。这
份温情，如同手中的蚂蚱、小狗和麦
秆画，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无尽的爱
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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