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 物 □房玉然 文/图

记忆中的儿童节， 大都是在
游乐场玩、 买礼物、 吃大餐。 今
年的儿童节， 我们送给了女儿不
一样的礼物。

初夏， 是女儿就读的幼儿园
一年一度的戏剧节。 每个班都由
家长们自编自演一部舞台剧，作
为“六一”礼物演给孩子们看。

演出前的两个月， 女儿所在
蒲公英班的家长们， 扎堆儿排练
如火如荼。最后一次彩排后，留下
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

今年的话剧由诚诚妈根据
《疯狂动物城》 电影改编， 她一
字一句反复修改适合孩子们口味
的对白。 肉丸妈负责服装， 我们
身上的服饰大都由她亲手缝制。
丫丫妈负责道具， 废物利用做手
工成了她全部的业余生活。 我和
孩儿爸负责录音 、 背景视频剪
辑， 我俩经常要等女儿睡熟后，
偷偷爬起来修改加工影音资料。
孩儿爸还扮演剧中的 “大先生”，
每次排练都带着女儿一起参与其
中……就这样， 一群非专业的爸
爸妈妈们做起了编剧、 导演、 演
员和裁缝， 玩儿起了音乐、 跳起
了舞蹈、 扮起了动物城里的动物
们。

儿童节前夕， 女儿和近千名

芭学园的小朋友一起坐在剧场
里， 欣赏着家长们带来的节日礼
物———来自冰川、 森林还有大海
的奇幻话剧。 当然还有自己爸爸
妈妈卖力表演的 、 来自 “动物
城” 的精彩故事。

或许三岁的女儿还无法感受
“每个人都无所不能” 的故事主
题， 但手工制作的七彩斑斓的动
物造型、夸张搞笑的对话、还有这
两个月懵懂又欢乐的看大人们排
练的经历， 必将给女儿留下一份
美好的童年回忆。

这样一场从无到有的话剧演
出， 注入了父母们对孩子深深的
爱， 更让孩子们感受到最好的礼
物不是旋转木马 、 不是美味大
餐， 而是对生活的热爱、 对创造
的兴趣、 对艺术的感受。

当与场下的孩子们共同徜徉
在童话般的故事中时， 当看到他
们使劲挥舞着小手， 认出并大声
呼喊台上卖力表演的爸爸妈妈
时， 我们的心早已融化在前仰后
合的孩子们发出的阵阵欢笑与惊
呼声中。

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而辛苦排练的话剧是我们给孩子
的儿童节礼物。 我想， 爱孩子，
就该给她一个快乐美好的童年。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釆蘑菇的小姑娘
□牛雅文 文/图

一封家书———写给亲爱的小孩
□雷源 文/图

在这个信息时代， 我们已越
来越习惯用网络、 图片来表达生
活的状态， 敲打键盘的声音逐渐
取代笔尖与纸张的摩 挲 声 。 希
望我的孩子 ， 当你有一天能读
懂这些温暖的文字时， 能够喜悦
并接受。

孩子， 希望你健康。 健康 ，
是每一位父母对子女最大最基本
的期望。 从小你就是个体弱的孩
子， 上医院对于你来说已经习以
为常。 从扎手指头时哇哇大哭，
到乖乖伸出小指头配合， 中间经
历的种种 ， 也许你会忘记 ， 但
是， 对于父母来说， 会是一辈子
的记忆。 看着你一天天的长大，
希望你能加强锻炼， 运动不仅能
锻炼身体 ， 还能振奋精 神 ， 有
了健康的体魄 ， 才能活出精彩
的人生。

孩子， 要学会宽容。 在众多
美德中， 宽容是很难的， 但却非
常重要。 不宽恕众生， 不原谅众
生 ， 是苦了你自己 。 同样的瓶
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
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

呢？ 憎恨别人， 不如鼓励自己。
逆境是成长必经的过程， 能勇于
接受逆境的人， 生命就会日渐茁
壮。 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
走你的烦恼吧。 宽容能松弛别
人 ， 也 能 抚 慰 自 己 ， 一 旦 你
拥 有 宽 容 的 美 德 ， 你 将 一 生
收获笑容。

孩子， 拥有幽默感。 以幽默
的态度处事， 这样日子会好过一
点。 幽默是一种机智， 是生活的
调味品， 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和
成熟的表现。 幽默是一个敏锐的
心灵在精神饱满时的自然流露。
幽默能给人带来轻松的笑声和欢
乐， 消减矛盾和冲突， 缩短人与
人之间陌生的距离， 改善人际关
系或摆脱困境。 聪明的人不一定
幽默， 但幽默的人一定聪明。

孩子， 不用争第一。 人生不
是竞技， 不必把撞线当成最大的
光荣。 我们每一个人， 只不过是
和自己赛跑的人， 在那条长长的
人生路上， 追求更好强过追求最
好。 所以只要认真努力了， 突破
自己了， 即使成绩不理想， 也无

悔了。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孝顺 、

诚信、 坚强、 谦逊……父母当然
希望你拥有更多的美德， 但是你
要知道， 经历过才能获得， 付出
才有回报。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
种成熟。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 当你痛苦
时， 你也要想， 这痛苦也不是永
恒的。 孩子， 在父母的目光里，
你的每一步都将是我们生命里最
好的回忆。

若干年后， 也许你会为你未
来的孩子写下祝愿的话语， 只是
不知，是否和我今日写下的相似？

□刘善文 文/图

【情怀】15副刊２０16年 6月 1日·星期三│实习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李亚楠│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特稿

这 张 照 片 拍 摄 于 1989 年
“六一” 儿童节。 看着它， 我就
仿佛回到了有趣的童年。

我父母早年支援内地建设，
从城市来到山西一处偏远的地方
工作，我从小生活在这里。记得父
亲第一次带我进山， 看见满地的
蘑菇，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父亲
说：“你看它们多像发生在矮人国
里的童话故事呀！”我蹦蹦跳跳地
围着那片蘑菇，采了一朵又一朵。

当时， 我和父亲只顾开心地
采蘑菇， 可等我们背起满篓子的
蘑菇准备回家时， 才发现早已错
过了走出这道深山沟的最佳时
间。 随着几声叽喳的鸟儿飞走，
天渐渐暗了下来。 我们本能地在
沟里仰望， 连天上的几朵红亮的
云也不见了。 转瞬之间， 所有的
东西被无边的黑暗吞没， 我们像
掉进了漆黑的大窟窿里。

父亲用他的一只大手紧紧地

拉住我， 另一只手摸索着向前走
的路。 我们多么渴望能看见前方
有一盏灯呀！ 父亲说： “别怕，
有爸在。” 我们父女不知摸索了
多久， 才登上一个山坡， 总算看
见了山下生活区里温暖的灯光。
灯光星星点点的， 继续往前走了
一段， 已经有隐隐约约的说话声
和断断续续的音乐声。 这是多么
温暖的声音啊！ 我们父女仿佛从
地狱里突然获救， 狂喜地呼喊起
来，朝着那扇最亮的窗户跑去。妈
妈正在生活区的门口， 疯了似的
用早已沙哑了的嗓子喊着我们。

后来， “六一” 儿童节， 我
所在的托儿所排练 《采蘑菇的小
姑娘》 舞蹈， 阿姨知道我采过蘑
菇， 一下子看中我， 让我跳其中
最关键的动作。 那个舞蹈在厂矿
幼儿园比赛中还获了奖。

看着这张照片， 好想念童年
那段时光。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
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
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悦耳动听的童声合唱 ， 婉转悠
扬， 清新甜美， 犹如清泉一般流
了出来， 丝丝缕缕， 随着初夏灿
烂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内， 让
整个房间弥漫着温馨和浪漫。 小
区内一所小学的合唱队正在表演
节目， 让我意识到儿童节到了。

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 再次
唤起我对五彩缤纷的童年的回
忆。 童年时， 我们最常唱起 《让
我们荡起双桨》 这首歌。 再次听
到这优美 、 熟悉的旋律 ， 恍惚
间， 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
子， 仿佛又回到了肩背小书包，
胸飘红领巾的纯真年代。

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 天真
烂漫， 活泼快乐。 在课余时间下
象棋 、 走军棋 、 踢毽子 、 跳房
子、 猜谜语、 翻花绳； 放学后，
我们没有 “培优” 的烦恼， 把书
包往家里一扔， 无拘无束、 自由
自在地与小伙伴们玩起捉迷藏、
抓 “特务”、 老鹰捉小鸡， 滚铁
环……游戏多种多样， 生活丰富
多彩， 脸上写满笑意， 心中贮满
幸福。

当春暖花开的时节， 老师就
带领我们去踏青， 在绿茵茵的草
坪上， 我们围成一圈， 伴随着欢
乐的 “丢手绢” 的歌声做游戏。

炎炎夏日， 小男孩光着上身
打水仗， 下河游泳、 抓小鱼， 上
树捉知了， 马路灯下捉蛐蛐， 趴

在地上打撇撇 、 拍洋画 、 捏泥
巴、 打珠子， 把儿童活泼贪玩的
天性展现到极致。

金色的秋天里， 老师带领我
们去市少年宫走 “红军路”， 走
摇晃的铁索桥， 过潮湿的草地，
匍匐爬雪山， 远征的感觉让我们
体验前辈的艰辛， 在童心中懂得
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冬日里， 凛冽的寒风挡不住
我们玩乐的热情和兴致，打雪仗，
滚雪球、堆雪人、滑冰雪，雪后的
旷野成了我们欢闹的乐园。

每逢 “六一” 儿童节来临 ，
我们更是兴高采烈， 提前好几天
就开始忙着做准备工作。 那些日

子， 校园里歌声悠扬， 处处洋溢
着节日的气氛。

到了 “六一” 那天， 校园里
彩旗招展， 锣鼓喧天， 同学们穿
戴一新， 整齐地在操场上列队，
唱少先队队歌， 行队礼， 那整齐
的队列、 恢弘的气势， 至今想起
来都禁不住心潮澎湃。

时光荏苒， 那如歌的岁月 、
花样的年华早已离我而去， 渐行
渐远， 唯有记忆定格成心中永恒
的风景。 当清脆悦耳的童声合唱
远远传来， 萦绕耳际时， 我被时
光尘封已久的心灵突然被唤醒，
刹那间阳光灿烂， 心情立时变得
轻松愉悦起来。

重拾童年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