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小子”遇上“花蝴蝶”
□雨娃 文/图

名家笔下的
童年
□冯天军

□雷福平

五毛钱
度度过过的的““六六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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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 我在家里的微信群看
到哥哥发的一段小视频———小侄女举
着他哥哥从学校领来的军号使劲吹 。
那抿着小嘴憋红了脸吹号的样子， 惹
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过以后， 我突然
意识到， 一年一度的 “六一” 儿童节
马上又要到了。 尽管我此时此刻在千
里之外的雪域高原， 但也能感受到到
处都弥漫着节前欢快的气氛和准备节
日的紧凑步伐。 这也勾起了我上小学
三年级时过 “六一” 儿童节的回忆。

也许对每个人来说， “六一” 儿
童节都是非常欢乐日子， 但对那一年
的我而言， 却是窘迫而难忘的一天。

原因很简单 ， 每到儿童节这一
天， 各个班级都要穿着整齐的衣服和
鞋子表演节目， 标配是四大件： 红领
巾、 白衬衫、 黑裤子和白球鞋。 由于
都是学生的家长自行准备， 而那时候
我的家庭条件差 ， 家里没有能力为
我配备。 红领巾和黑裤子平时都有，
倒还好说， 就是白衬衫和白球鞋， 着
实让人为难 。 母亲也知道我们的难
处， 为了哄我开心， 临出门前从兜里
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五毛钱， 并特意
嘱咐 ： “平时没给过你们什么零花
钱， 今天过节了， 别的孩子都有冰棍
吃， 你和你哥拿着这五毛钱也去买冰
棍吃。”

到了学校， 同学们都穿得整整齐
齐， 准备演出了， 而我却还穿着蓝色
的衬衫和黑色的布鞋在一旁溜达。 我
能够从同学们的目光中感觉到自己与
众不同。 小小的自尊心时刻在提醒我：
绝对不能和大家一起演出！ 这样既不
丢人，又不会影响集体的成绩。 于是我
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逃跑。

当全校六个年级24个班全部整齐
划一地坐在操场上， 按照顺序一个一
个表演节目的时候 ， 我既紧张又害
怕， 脸憋得通红。 眼看着快到我们班
了，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 一咬牙 ，
趁老师不注意 ， 我从人群中溜了出
来， 一口气跑到了厕所里。 厕所里臭
气熏天， 谁也不愿意多待一分钟， 但
那天我在厕所里整整待了一上午。

我知道这样做老师一定会着急生
气， 同学们也会因为我的逃跑而嘲笑
我， 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家里的情
况。 看着手里捏着的这张皱皱巴巴的
五毛钱 “巨款 ”， 幼小的心灵已经理
解家庭的不易， 尤其在那个贫困的年
代 ， 父亲母亲供三个孩子上学的艰
辛。 那天下午， 我似乎看到了父母肩

上的责任和对我们的爱。 他们平时不
给我们零花钱， 就是要把所有的钱攒
起来 ， 保证我们姐弟三个都有学上 。
记得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 “再苦再
难， 我都要让你们三个去上学。 只要
有学上，将来才会有出息。 ” 平时不给
零花钱，不是不爱，而是一种大爱。 想
着想着心情就变得舒畅起来。 节目表
演结束后 ， 班里拿了全年级第一名 。
虽然老师对我的 “逃跑” 给予了严厉
的批评， 但我心里却喜滋滋的。

放学后， 我找到了哥， 花了两毛
钱买了两根冰棍儿 ， 我俩一人一个 。
我迫不及待地吸吮， 冰棍儿的香甜顿
时沁入心脾， 浑身为之一颤。 至今我
都清楚记得那个皱皱巴巴的五毛钱和
那根冰棍带给我的幸福感。 幸福就是
在贫乏的年代里， 渴望得到了一丝丝
的满足 ； 幸福就是在窘迫的环境中 ，
舍小我为集体带来荣誉； 幸福就是身
在年少时， 想通了一些事， 明白了一
些道理！

如今，我已经通过努力学习，改变
了贫困的命运，再也不必为吃穿发愁，
却依旧怀念当年那种幸福的味道。

小禾是我们年级的学霸， 大考小
考都排名全年级第一 。 同学间打赌
“你若考试考过小禾 ， 我就如何如
何”， 另一位肯定说 “得了吧 ， 那是
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我在二班， 小禾在一班， 我俩都
是班里的第一名， 但全年级排名我一
直排在她后面， 我不服， 铆足了劲儿
学， 还是考不过她 。 小禾留着短发 ，
喜欢穿男孩衣服 ， 打扮得像个假小
子。 因为是全校膜拜的学霸， 所以连
小禾的穿衣打扮都被捧上神坛， 认为
那是流行的标志。

我讨厌这些马屁精， 偏和小禾对
着干， 留长发， 穿花裙子， 为此有男
生给我起绰号，叫我“花蝴蝶”。 假小子
和花蝴蝶是两个不同派系， 虽然我和
小禾教室相邻， 却没有丝毫交集， 从
未说过一句话， 因为我不给她和我说
话的机会， 只要小禾迎面走来， 我就
假装低下头， 不会和她目光对接。

初三那年， 年级分快慢班， 我和
小禾都分到了快班 ， 而且还成了同
桌。 冤家路窄， 我不想搭理小禾， 但
小禾却主动和我说话， 她说早就关注
我了， 非常喜欢我， 她虽然总分比我
高一点点， 但物理成绩从未考过我 ，
希望日后我俩互相帮助， 更希望我抽
空多辅导一下她的物理。

小禾一番话说得我不好意思起
来 ， 我有点儿喜欢眼前这位 “假小
子” 了。 一个周末， 小禾邀请我去她
家做客， 到了小禾家我才知道她的家
庭条件非常不好， 小禾父亲前几年在
工地干活不小心从架子上掉了下来 ，
摔伤了腰， 不能干重活儿， 全家的担
子全落在小禾母亲一人肩头。 小禾母
亲是个瘦小的女人， 靠种地、 打零工
供小禾和哥哥读书。

和小禾闲聊， 我才知道， 原来小
禾两年未买过一件新衣服， 都是穿她
哥哥替换下的旧衣服。 母亲每次要给
她买新衣服， 她都说她喜欢穿男孩衣
服， 这样才显得酷。

原来是我误会了小禾， 她走 “假
小子” 的路线是为给家里省钱。 那天
回到家，我跑到理发店剪了个短发，也
换下花裙子，穿上了哥哥的蓝运动服，
肥肥大大的把屁股都包住了， 母亲说
我竟闹幺蛾子， 我回怼， 这叫时尚。

从那天开始， 我和小禾成了真正
的朋友 ， 因为我也站队在 “假小子 ”
一组了。 后来， 小禾因家庭原因考了
中专， 她说读师范国家免学费， 还有
生活补助 ， 上学花不了家里多少钱 。
读高中考大学的梦就寄托在我身上
了， 希望我替她完成这个梦想。

那个暑假， 我和小禾结伴去冰糕
厂打工， 开学时， 我俩用打工的钱给
对方买了一件礼物， 打开礼物时我俩
都笑了， 我给小禾买了件长袖的花裙
子， 希望她漂漂亮亮地去师范报到 ；
她给我买的是花衬衣， 她说感谢我为
她变成 “假小子 ” ， 她要还我一个
“花蝴蝶”。

中学是人生的小满时节， 懵懂中
的我们从知道为他人考虑的那刻起 ，
生命之花便绚丽怒放了。

童年是一首歌，清新欢快；童年是一
幅画，赏心悦目。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就快
到了，读一读名家笔下的童年，让我们一
起在优美的文字中回忆儿时，重返童年。

沈从文在自传中， 写自己的童年最
欢喜天上落雨， “一落了小雨， 若脚下
穿的是布鞋， 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
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 有理由
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的事， 还是落过大
雨以后， 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
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 在这些地方
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 我却赤着两脚
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
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 家具、 南瓜
同其他东西， 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
去看热闹。” 一个喜欢玩水、 看水暴涨
的小男孩跃然纸上。

丰子恺回忆儿时， 有三件不能忘却
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 “我所喜欢的，
最初是蚕落地铺。 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
厅上、 地上统是蚕， 架着经纬的跳板，
以便通行及饲叶。 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
去采叶， 我与诸姐跟了去， 去吃桑葚。
蚕落地铺的时候， 桑葚已很紫很甜了，
比杨梅好吃得多。 我们吃饭之后， 又用
一张大叶做一只碗， 采了一碗桑葚， 跟
了蒋五伯回来。 蒋五伯饲蚕， 我就可以
走跳板为戏乐， 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
压死许多蚕宝宝， 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
起来 ， 不许我再走 。 然而这满屋的跳
板， 像棋盘街一样， 又很低， 走起来一
点也不怕， 真有乐趣。 这真是一年一度
的难得的乐事！ 所以虽然祖母禁止， 我
总是每天要去走” ……第二件不能忘却
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
重心， 在于吃蟹……第三件不能忘却的
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郊游，而
这郊游的中心， 在于钓鱼。

这三件事都是作者童年里所喜欢
的， 第一件给自己带来了 “乐”， 第二
件带来了 “吃”， 第三件带来了 “趣”。
童心童趣童乐永远镌刻在了心中。

林语堂在 《童年》 里回忆到： “童
年时， 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去的情形，
令人毕生难忘。 到漳州视野突然开阔，
船蜿蜒前行， 两岸群山或高或低， 当时
光景， 至今犹在目前， 与华北之童山濯
濯 ， 大为不同 ， 树木葱茏青翠 ， 多果
实 ， 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 ， 荔枝 、 龙
眼、 朱栾等果树， 处处可见， 巨榕枝柯
伸展， 浓阴如盖， 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
用。” 因为求学异地， 才目睹了不同于
家乡的美景和美色， 让作者开了眼界，
打开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

鲁迅在小说 《社戏》 中回忆了自己
童年看社戏的一段经历 ， 写的一波三
折， 妙趣横生。 尽管那夜的戏让作者失
望 ， 但是作者仍然认为 ， “一直到现
在 ， 我实在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
豆， 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作
者到此含蓄地点明了 “偷豆” 是那夜看
到的最好的 “戏” 了， 因为作者从中感
受的不仅仅是 “偷豆” 本身， 而是事件
所包含的人情淳朴、 真挚。

几位名家笔下的童年是幸福的、欢
乐的，所以他们念念不忘，挂肚牵肠。 虽
跨越时空，但今天的儿童读了，从中定会
得到一点启发，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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