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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流，又是一年端午节。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无意争颜成媚态，芳名自有庶民

知。”“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端午时节，田埂上、河沟旁、房屋
后，一丛丛、一簇簇，到处能看到艾草的身影。

“家有三年艾，疾病不再来。”艾草自古便有“医草”之称，《本草纲目》
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有回阳、理气
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针灸。

艾蒿的另一个妙用，是驱虫驱蚊。记得儿时盛夏晚上，酷暑难耐，人们
都跑到院子里乘凉。这时成群结队的蚊子也赶了过来，在耳边发出嗡嗡嗡
的声响，一眨眼的功夫，大家伙就被咬了好几个包。这时邻居王奶奶进屋拿
出上一年晒干的艾蒿，用火柴点燃，不一会儿，袅袅青烟裹着浓浓的艾香飘
来，蚊子们顿时被熏得晕晕乎乎，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想想小时候的
我们，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明知道艾草味那么浓，却还是将脖子伸得长长
的，一遍又一遍地嗅着这种带有药性味的馨香，心里想着为什么别的草就没有
这种味道呢？如今虽是成年人了，却还是对艾草念念不忘，即便街上有售卖艾
蒿的，可我还是会在端午节前夕去山上拔几棵，回家后挂在门把手上或立在墙
角旁，让这独有的气味在屋子里蔓延，于是儿时拔艾草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艾草青青，粽香浓浓。那种香味是端午节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更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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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蝉鸣起，少年逐梦时。每年这个时节，千万
高三学子都会站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而原西安交通
大学校长王树国引用汪国真先生的名句“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恰似一记铿锵有力的鼓点，为
所有追梦人注入前行的勇气。

高考不仅是对十二年寒窗的终章检验，更是青春
向未来的庄严启程。当学子们在志愿书上郑重写下理
想院校，当他们将名校录取通知书设为手机壁纸，这份
对远方的憧憬，便化作了日夜奋斗的动力。这条通往
梦想的道路，既铺满了求知的渴望，也布满了挑战的荆
棘。有挑灯夜战的疲惫，有模拟考失利的沮丧，也有临
近考试的焦虑。但正是这些经历，让青春的奋斗更显
珍贵。

“只顾风雨兼程”的坚定，源于对目标的执着。那
些草稿纸上反复演算的公式、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笔
记、晨读时朗朗背诵的诗篇，都是通向远方的基石。就
像登山者不会因山路陡峭而折返，真正的逐梦者也不
会被暂时的困难绊住脚步。每一次攻克难题时的豁然
开朗，每一次突破瓶颈后的欣喜若狂，都在诉说着坚持
的意义。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天
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在这条逐梦路上，你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父母悄
悄放在书桌上的热牛奶，老师不厌其烦的答疑解惑，
同学间互相鼓劲的击掌，都是最温暖的陪伴。他们
是你疲惫时的港湾，迷茫时的灯塔，让你在风雨中依
然能感受到前行的力量。而这些温暖的记忆，也将
成为未来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高考的钟声即将敲响，此刻的你或许仍在紧张
地复习，或许正为某次模考成绩忧心。但请记住，
真正的成功不仅是分数的高低，更是在追逐梦想
过程中所收获的成长。以平常心对待考试，把每
一道错题当作进步的阶梯，用扎实的知识储备和
良好的心态迎接挑战。

仲夏，本就是梦想绽放的季节。愿每一位
怀揣理想的学子，都能带着“只顾风雨兼程”的
果敢，在考场上从容作答，在青春的答卷上书
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当盛夏的晚风拂过，愿
你们都能收获理想学府的邀约，奔赴属于自
己的星辰大海。多年后回首，这段披荆斩
棘、风雨兼程的岁月，终将成为生命中最闪
耀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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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将至的时候，孩子拉着我的手说：“妈妈，
今年我就小学毕业了，这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儿童
节，你能送我个礼物吗？我想有个仪式感。”“好啊，
宝贝放心，到时候会有惊喜。”孩子把一个甜甜的吻
印在我脸上，像一只快乐的鸟儿，挣脱我的怀抱，奔
跑几步便融入了和煦安暖的阳光。

我望着她的背影，思绪瞬间拉长。长大总是在不
知不觉中进行，当成长的脚步迈出去很远之后，才发现
我们曾经是何其幸运地被童年揽入怀中，享受着那个
怀抱里的无忧无虑。童年是个“回不去的地方”，就像
一朵无法再度含苞的花，一阵无法重新拂面的风。

长大以后，童年就被时光的雾霭牢牢锁住，就连
入口都很难找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想回去看看，后
来发现，每一个转角都通向陌生——熟悉的笑容渐
远，游戏的沙粒已成尘埃，纯粹的目光也已经褪色。

也许，人心是个天生恋栈的东西。于是我们变
作成年后佯装返航的探险者：当白发上头者偶尔脱
口“老夫聊发少年狂”，不过是借着残存的酒劲试图
重拾一霎奔跑的轻盈；而当我们在玩具摊前驻足，
在旋转木马上绽开笑颜，宣称自己“童心未泯”，亦
不过是悄悄收集沙堆上的贝壳，去重温那一缕海的
微咸气息。

真 正 的 童 心 ，并 非 幼 稚 无 端 地 逃 避 真 实 人实 人
间。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一种将沙粒粒点化
成堡垒，树枝幻化成利剑的能力。我们好怀念那
个能觉察树叶露珠折射出整个银河，能听清蚂蚁
排队搬运时光低语的时刻。也许这境界，才是
看待世界的清澈目光、接纳未知的巨大好奇乃
至相信万物皆可被想象重塑的那份原始勇气。

我始终相信，生命的足迹里不尽是悲音。
所有关于失去的故事，都暗含着对重新起步的
执念。在“聊发少年狂”的冲动里，在“童心未
泯”的自白中，我们又何尝停止过挖掘精神
的底层？那是与内心最初的自己遥遥相望
的片刻！即便回不去最初的海港，这凝望
本身便是一道精神隧道，使我们得以短

暂地重见那片纯净水光。
也许寻访童年原乡的关键不在于费力重返一个

地点，而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重新开辟出一道幽微
之径。我们徘徊的也不是记忆的荒原，而是童心的迷
宫——它并非真被湮灭，只是暂时被成人世界的砂石
覆盖了。每一次“未泯”或“聊发”，都是一次悄悄的考
古：用手指小心翼翼拂去心间的尘埃，我们终将与那
永远明亮的部分重逢。原来它始终在这里休眠，从未
真正离开，只是等待一个轻唤、一次识别。也许，我们
并不是真的想回去，而是想辨认出自己里面究竟还住
着多少那个原初的孩子。

生命奇妙的轮回在于此：我们无法逆行回到自
己童年的岛屿，却能为另一个生命，建起永不沉没的
方舟。心念及此，一个清晰的声音在心底响起：孩
子，妈妈心里的儿童节永不落幕。我会做你成长长
路上的忠实见证者与坚定守护者，帮你收集每一个
纯澈的瞬间，在风雨红尘中，为你永远珍藏心底那片
璀璨的童真。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孙子红
彤彤的小脸上，他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胸
前的红领巾，那认真的模样，像在完成
一项神圣的使命。

看着孙子充满朝气与自信的模样，
深埋于我记忆深处的被岁月刻满皱褶的
童颜，竟也在这一刻渐渐清晰起来。我的
童年时代，“六一”儿童节也是盛大如过年
一样的存在。早在节日来临前的好多天，
那份期待就如同春日里破土而出的嫩芽
般在心底悄然生长。我会不停地缠着妈
妈，让她给我洗衣服，仔细地补好衣服上的
每一个窟窿，同时，满心期待妈妈为我准备
的那一角零花钱，以及一颗煮熟的鸡蛋。

节日临近，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成了我
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段时间，吃饭时我格
外小心，生怕汤汁溅到衣服上；出去玩耍也
时刻留意，不让鞋子沾上泥土。妈妈的叮
嘱就像警钟，时时在我耳边敲响：“不要脏
了，脏了没空洗，六一就脏着穿！”下雨时，我
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裤腿挽得老高，鞋子提在
手里，光着脚在雨地里奔跑。夜里，也常常会
梦见“六一”的欢乐场景，醒来嘴角还挂着笑。

好不容易盼到“六一”这一天。天还没亮，
我就爬起来。仔仔细细地洗脸洗手洗脚，再用
湿毛巾一点一点地擦去衣服上的小点点。穿好
衣服后，还要对着镜子前前后后地打量，确保衣
服平展，红领巾系得周周正正才满意。

“六一”这天早上不上课，九点到校就行。
可我八点就急不可耐地催妈妈把饭做好，在一
番囫囵吞枣后，把妈妈给的一角钱仔细地折成
四折，放进贴身衣兜里，再别上别针；再用两层纸
把那一颗熟鸡蛋包好，放进外边的衣兜。要知道
那时候，农村生活很艰苦，花钱全靠“鸡屁眼银
行”。平日里鸡蛋是要拿到供销社去换食盐、碱
面、醋等生活必需品，有的孩子过生日也很少能吃
上一颗，所以这颗鸡蛋对我来说无比珍贵。

八点半，我就跑去学校。我可以花二分钱买一
杯汽水，喝完好长时间，我还在不停地用舌头绕着

嘴唇舔，细细回味那甜蜜的滋味。我还可以用三分
钱买两块水果糖，把一块咬成两半，含进嘴里一半，
另一半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握着一个价值连城的
宝贝。有时候，我也慷一回慨，把攥在手里的半块
糖再咬成两份，分给连一分钱都没有的两个好伙
伴。那颗鸡蛋，也被我掏出来过好几次，却始终舍
不得吃。直到另一半糖也在慢慢品尝中消失，我才
终于拿出鸡蛋。轻轻剥去一小半皮，咬上一小口蛋
清，那嫩滑的感觉混合着口中残留的甜味，让我幸
福得半天都舍不得下咽。

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盈、充满机
遇与希望的新时代。他们身着质地精良款式各异
的衣裳，尝遍超市琳琅满目的各色零食，对一颗鸡
蛋早已不新鲜，对十块钱更是习以为常。在学校，
他们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丰富
多彩的学习资源，能够尽情追寻兴趣爱好，在广阔
的舞台上展现自我。这一切都源于伟大祖国的繁
荣昌盛，是时代飞速发展的馈赠。每年“六一”儿童
节活动更是多彩纷呈，而孩子们那份深植心底的对
节日的期盼，始终如我们小时候那般浓烈而急迫。
看着孙子为表演紧张又兴奋的模样，恍惚间，我仿
佛望见了当年那个数着日子盼“六一”的自己。岁
月流转，那份独属于儿童节的期待与雀跃，如同不
熄的火种，在一代代孩童心中燃烧、传递。

望着孩子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我由衷地感
到欣慰与自豪。我深知，他们的未来将远超我们的
想象，而这美好的新时代，也将在代代不息的努力
中，绽放出愈加绚烂的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