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的学生时代，家庭作业不多，也
从没为作业心烦过，家长也没时时刻刻紧盯着
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成绩也还不错。我们
小时候物资匮乏，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没有
漂亮的衣服穿，更没电视、电脑看，但我们的童
年是快乐的、轻松的、自由的，我们更是幸运
的。回想小时候的那些事，还是挺美好的，挺有
趣的。

上课之前或放学之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
在一起，总有好玩儿的游戏，翻叉儿、跳绳儿、踢
毽子、踢屋子、滚铁环、打陀螺（当时叫得儿螺）、
打灰包（当时叫翻本）等等。我们用一根二尺多
长的底线或头绳打个结，就可以翻叉了。翻叉
时，一个人先把线绷在两手上，再用两中指相互
掏一下，就形成一个叉，两人就可以开始翻叉
了。这个小游戏玩起来不声不响，翻得好能一
直翻下去。也有几个同学分成两拨跳绳儿，跳
绳儿的花样有很多，有单人单脚跳，脚尖着地，
跳起来非常轻巧，旁边的人只能听到绳子“悠”
在地上“啪、啪、啪”的声音，根本听不到脚尖落
地的声音；有单人双脚蹦，这种跳法，可跳快可
跳慢，双脚落地的声音很大；有双人跳，这种方
式又有“跳活”“跳死”两种跳法，“跳活”就是拿
绳子的先跳起来，另一个人看准时机再跑上去
一起跳，“跳死”就是一个人站在拿绳人的前面
一起跳起来。还有两人牵着绳子的两端，把绳
子先“悠”起来，别人跑上去跳，这种跳法可以有
两人、三人、四五人都行，跳的人一定要协调一
致配合好，否则跳不了几下就失败了。这种跳
法是轮流跳，轮流牵绳儿，同学们跳得多开心多
高兴啊。

踢鸡毛毽子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
单脚踢的，有双脚一对一个踢的，有跳起来从
背后踢的，还可用脚尖、后脚跟、大腿踢的。踢
得好的同学能踢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小的
鸡毛毽子被同学们玩神了，你只看到它时高时
低、上下翻腾，好久都掉不下来。当然，有时候
我们还把小鸡毛毽子当成羽毛球来打。打时，
两人大约分开一丈远的距离，一人拿一本书或
一个硬纸板子，你打给我，我打给你，这个发明
很不错。跳绳子、踢毽子这两种活动既能锻炼
身体，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我们都喜
欢。踢屋子也是分成两拨儿，先在地上画好
线，随便捡一块小瓦片儿、小平石头儿，就可在
屋子内踢了。

踢屋子很费鞋，这个游戏我小时玩得较
少。还有两个同学在一起抓石子，也挺有意思
的。在当时，滚铁环，打陀螺，打灰包一般都是
男孩儿玩的把戏，我们女孩也偶尔玩一玩。现
在的小孩基本上不玩这些游戏了，成天不是看
电视就是上网，年纪小小的一个个戴上了眼镜，
个个成了“进士”（近视），真令人担忧。

小时候，我喜欢跟小伙伴张道萍一起上后
山上的老戚家、周家山上的
老吴家附近薅松毛，到武饭
毛狗笼打松毛球，喝花蜜，摘
野果子，什么四月籽、栽秧
泡、糖桂儿、杨桃、八月渣，溜
茶籽，吃茶桃等等。上学时，
每天放学后，我总爱跟张道
萍一起，背着书包还带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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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锯儿齿、竹叶青、水果藤、马齿苋、土苋菜、地
菜，还可在水塘里捞蒲虾草，水葫芦等等。这其
间不仅有劳动的欢乐，而且还能吃到好多山乡
野味。譬如把毛草根拔起来用水洗洗，放在嘴
里嚼嚼是甜的，紫色的酸麻姜子吃起来是酸的，
真是好味道。春暖花开之时，就能在田岸上、河
埂边掐刺苔吃。先要小心翼翼地掐，否则会扎
着手，然后拔掉刺再剥掉皮，嫩嫩的、绿绿的、翡
翠似的刺苔就露出来了，这时候放到嘴里嚼嚼，
那是又脆又甜，用现在的话说那可真是绿色食
品啊。另外“抽毛叶打饼子，送给隔墙的表婶
子”，更有一番情趣。

张道萍是我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我们两
家住斜对面。她比我大两三岁，比我懂事早，
比我有劲儿，她时时处处帮助我，呵护我。因
此，她做什么我都喜欢模仿学习。她去打松毛
球、薅松毛我跟着，她去河里挑水我也跟着挑，
她用大碳篓子我就用小碳篓子，她用大桶我就
用小桶。我俩虽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我俩的
友谊一直延续 40 多年。10 多年前，我南下广
东，每年暑假我俩还能见面，感情依旧如故，时
空也没隔断我们的友情。不幸的是，2016 年
12 月底，她出了车祸，不幸遇难。时间过得真
快，转眼她离开我们快5年了，阴阳两隔，暑假
回家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我时时想起她。谢
谢张道萍伴我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谢谢她陪
伴我快乐成长。

小时候，每天晚饭后，满条街的小朋友都会
不约而同地跑出来玩儿，并唱着儿歌：“大人小
孩都出来玩，不要金子不要钱，临走给你二分
钱。”小朋友们围在一起，要么讲故事，要么捉迷
藏，要么做游戏。记得狼抓小羊的游戏是这样
的，一个大小孩做羊头，第二个小孩就拽着羊头
后背的衣服，这样依次拽十来个小孩，狼也是一
小孩扮演的。狼跑到左，羊头就伸开两臂拦到
左，狼扑到右，羊头就护到右，为了保护小羊，羊
头跑东跑西可累坏了，我们小羊也是随着羊头
跑来跑去，叫声笑声吵闹声汇成一片。总之，狼
要从最后一个小孩抓起，由于尾巴太长，后面的
小羊很容易被抓到。这个游戏结束时个个都叫
热，于是我们又开始玩新的游戏。每个小朋友
都把右腿伸出来，我勾着你的腿，你勾着我的
腿，一个勾着一个就围一个圈儿，每个人都是左
脚独立还要蹦的。这时，我们边蹦两手边做动
作，嘴上还要说：“展、展、展豆米，抽水栽秧，糯
米干饭腊肉汤。”说“展、展、展豆米”时两手打开
边蹦边走，说到“抽水栽秧”时两手交叉抱在胸
前再蹲一下，说到“糯米干饭腊肉汤”时再站直
身子的，等站直身子，再接着走接着蹦。因是一
只脚蹦来蹦去，又是你缠着我缠着你，重复几
次，只要有一个人歪了，勾的腿松了，一圈儿的
人都站不住了，这个小游戏只好散了。再唱儿
歌：“大红花红又红，刘胡兰是英雄，董存瑞炸碉
堡，为了革命牺牲了。”还唱：“下雨下地大，北京
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还有好多儿
歌，时间长了，大都不记得了。玩高兴了、玩累
了，时间也不早了，大人喊着各自孩子的小名回
家睡觉了。

小时候的那些事，今天回想起来还是那么
美好，其乐无穷。我们的童年生活尽管贫穷，但
我们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无忧无虑的。
童年会过去，童心却可以一直拥有。世界上没
有人永远年轻，可永远有人年轻。即使青春不
再，容颜已改，年事已高，步履蹒跚，但我们的心
依旧年轻，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愿我们历经
山河，依旧保持一颗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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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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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细 柳 长 长 ，心 事 茫 茫 。 任 东

风、吹断柔肠。又将电话，

通到村庄。问家中安、地

中活、病中娘！

梦里思乡，日里匆忙。

几时能、长伴身旁？儿过半

百，愧对高堂。念

衣犹单、胃犹痛、夜

犹凉！

行香子·感怀母亲
张学生

四月，绿肥红瘦

绿色占据原野，黄色的浪潮渐渐退隐

美艳三月的油菜花，不觉间

就怀有了三月的孩子，腆着身子

拄着枝杆于风中趔趄

乡村的老屋，轻描淡写的成了

春天的陪衬。鸟鸣，起伏成四月的

歌声，未尽的芳菲中

依然有蜂飞蝶舞

盈袖的暗香，伴着四月的风韵

犹存

闪现眼眸的，最多的还是映山红

的鲜艳，它咳成了清明时节

遥远亲人的一口鲜血。连绵的雨

成了连风也抹不尽的，淅沥人间的

泪水

这时节，我们多在踏青的路上

指指点点人间的美，诸如草长莺飞

诸如柳枝搔着初涨河水的痒痒

河水掩口闪身而逝

四月，我们用笑声蘸着阳光

书写春天，醉心于她的辽阔与壮美

四月，我想邀十里春风，点燃

梦中的花红。拍打着自由的双翅

逆风而上，追逐春天的梦想

四 月
王成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