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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鞋
■魏青锋

我上一年级那年的“六一”儿童节，
学校要举行广播体操汇演，要求统一着
装，白衬衣、蓝裤子和白球鞋。我有一条
深蓝裤子，母亲翻出姐姐小时候的一件
白衬衣，可就是找不到白球鞋。家里给
父亲看病早已债台高筑，哪里还有钱去
买鞋子。

母亲去学校找黄老师商量：“要不，
峰子就不参加汇演了。这段时间他爸的
病又严重了，让他在家给我搭把手！”

“那怎么行！”黄老师果断地回绝了
母亲，“峰子是体育委员，是站在队伍前
边的指挥官。他不来，那不放羊了吗？”

“没想到，你还蛮重要的嘛！”出了
校门，母亲摩挲着我的头，脸上浮现着
一半自豪又一半无奈的复杂表情，“可
到哪去找白球鞋？要不，我们去你姑姑
家看看吧。”

母亲回家从后院的杏树上摘了一篮
子的黄杏子，伺候父亲服了汤药，就拉着
我去了镇上。姑姑家在镇上，推开姑姑家
的门，姑姑正在院子里和一个婶子聊天。
听了母亲的来意，姑姑立刻进屋去找，找
了半天才找出表哥的一双旧运动鞋。尽
管鞋子边上有一道蓝，可整体还是白色
的。我就坐在台阶上试穿，可是鞋子太大
了，我系紧鞋带，鞋还是往下掉。

这时旁边的婶子站起身说道：“我
闺女有一双跳舞的白鞋子。她看着跟峰
子身高差不多，我去拿，看看合适不？”

婶子边说边一阵风地往前院去了。
母亲急忙地从篮子里捧出一捧杏子要
跟过去，被姑妈一把拉住了：“那是咱家
的租客，做红薯粉条的。我每月少收她
点水电费就好了……”

说话间，婶子已经拿着一双白鞋笑
容满面地过来了：“我估计大小行，就是
姑娘家的鞋子，边上有朵小花，害怕男
娃嫌弃……”

“有的穿就不错了，还嫌弃啥！”母
亲忙接过鞋子，让我试试。

我穿着鞋子走了几步，大小挺合适
的，就是那朵粉色的花开得太刺眼。

“感谢他婶子了，等汇演完了，我就
给你送来！”母亲把鞋子包好，揣到怀
里，“不瞒他婶子，这几年，让他爸的病
拖累的，家里的光景越发过不下去了。”

“妹子，别难过，慢慢都会好的……”
婶子和姑妈送我们出门，轻拍着母亲的
背，宽慰着母亲。

“六一”那天，母亲取出鞋子给我穿
时，一再叮嘱我：“你可要仔细穿，这是
梅梅姐的跳舞鞋，可别弄脏了。”汇演结
束，母亲还是发现鞋面不知被谁踩了一
脚，有个浅鞋印。母亲只得把鞋带抽出
来，把鞋子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那几
天天阴沉，害怕还鞋子时干不了，母亲
又把土炕烧热，用柴草把鞋子捂着，把
鞋子暖干。

给婶子送鞋子时，母亲又去摘了一篮
子杏子提着。婶子推脱着不要：“小娃就穿
了一会儿鞋子，又没少一根线头……”

后来有一年，姑姑过60岁生日。我
正好在宴席上碰到了梅梅姐，她一惊一
乍：“这就是峰子，那年过‘六一’借我绣
花鞋穿的那个？哎哟，这都大小伙了！”

“这孩子，越大越没正形！”头发花
白的婶子赶快过来解围：“大家别听她
胡说，小时候峰子‘六一’汇演，借她的
白球鞋穿过一会儿……”我脑海里又出
现了那朵夏天脚下盛开的小粉花。

一生的光
■张军霞

周末，我回老家看父母。阳光
不燥的下午时光，老母亲在院子里
摊开了一床棉被，一针一线细细地
缝着。我在旁边看着，我俩有一句
没一句地聊着家常。

这时，我忽然感觉有些倦意，干
脆躺在刚刚晒过的棉被上，伸一个
懒腰，再打一个滚儿，闭上眼睛感叹
着：“真舒服啊，感觉用不了半分钟
我就能睡着！”母亲笑着说：“你小时
候又不是没干过这事。每年春天我
在院子里缝被子时，你都跑来捣乱，
躺在被子上撒娇不肯下来。有时我
缝到只剩下一个被角了，你还在那
里呼呼大睡呢！”我笑着说：“那好
啊，我今天要重温童年时光了。”

母亲也跟着笑，用哄小孩子一
样的语气“威胁”我：“快起来，再不
起来，看我用针扎你了……”听着
老母亲的碎碎念，我真有一种穿越
回童年的感觉。

我小时候性格内向，胆子也非
常小，一直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还是
母亲忠实的小跟班。她去哪里，我
就去哪里，没有母亲在的地方，我
都不愿意去。看到同龄的小伙伴背
起书包准备去上学时，我也怀着雀
跃的心情背起了母亲精心缝制的

花书包。
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母亲把

我送到教室门口，跟老师打过招呼
转身要走时，我却“哇”的一声大哭
起来。我使劲扯着她的衣角，让她
要么带我回家，要么留在教室里跟
我一起上课。我的大嗓门，还引来
了不少学生的围观。

无奈之下，老师只能让我和母
亲到他的办公室去。经过长达一个
小时的反复劝说，我终于答应独自
留在教室里，却又眼泪汪汪地提出
新的要求，那就是放学时母亲一定
要来接我。

那时的学校就在村里，学生们
都是自己来回走。大人都忙着干农
活，谁也不会去学校接孩子，母亲
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无论
是在地里干活，还是在家里做饭，
甚至到小镇上去赶集，母亲都会提
前计算好时间，保证在我放学前赶
到学校门口。

我就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中，牵着母亲的手走回家去。有时，
我的嘴里还会吃着她赶集买回来
的棒棒糖或热包子。邻居们都说母
亲太惯着我，她却总是笑着说：“我
闺女还小呢，等她再大一点儿，胆

子就大了。”我家距离学校不过
1000米，母亲整整接送了我两年。

多年后，我每次回村里，还喜
欢走一走这段上学的路。回想当年
母亲赶到学校门口时，常因走路急
而额头冒汗，有时她的肩上扛着锄
头，鞋子上都是泥巴，有时她又扎
着围裙……

有时想来，我常常后悔当年的
任性，不懂得生活的不易，让母亲
操了这么多心。有一次我又提起往
事，母亲也讲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小
插曲。她说：“有一次我去赶集，买
东西耽误了时间，回来得晚了一
些。我到学校时别人都走了，只有
你蹲在大门口，眼睛里全是泪，可
把我心疼坏了。从那以后，我再也
不会在你上学的日子去赶集了。不
过，我那两年的路可没白走，现在
你是咱们家读书最多的人……”

冰心曾说过，“童年是梦中的
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
笑”。亦舒也说，“童年是人生的流金
岁月”。而我想说的是，母亲用她的
陪伴带着我走出了童年的恐惧，让
我从惧怕上学到爱上读书，拥有了
生活的能力。童年时，母亲留给我的
温暖，将是照亮我一生的光。

弹去五月的风尘，迎来六月的时光。
今天，我们迎来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六
月，是童年的摇篮；六月，是童年的梦乡；
六月，是童年的太阳；童年是一首欢快的
歌，格外清脆、欢畅。在这欢快的日子里，
让我们共同祝愿所有的孩子节日快乐!

——编者

儿童节
■祝相宽

阳光准备了足够的热情

大地准备了足够的花朵

白云把天空擦得更蓝更亮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六月，搭好了最漂亮的舞台

每一片树叶都准备着鼓掌

跳什么什么就快乐

演什么什么都幸福

唱什么什么叫希望

我看见——

一群小鸟学会了高飞

一朵小花唱着歌开放

我看见，大幕后面

一个小脸上涂着彩霞的孩子

手捧鲜花，准备上场

童年夏时光
■汪亭

立夏挤着小满，芒种赶着夏至，
一溜烟儿的工夫，炎炎夏日便悄然
登场。

童年的夏天，草木蓊郁。屋前屋
后，青青的豌豆，一片连一片地藏在
绿叶藤中，弯如月牙。细细长长的丝
瓜，好似一把把镰刀，挂在藤架上。

菜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
的茄子，像形色各异的灯笼，坠满枝
丫。

田畦中，挺着大肚皮的西瓜、冬
瓜，靑碧油油，结实圆滚，宛如一个
个顽皮的孩童，躺在茂密翠绿的瓜
叶丛里。白如霜的香瓜、皓似雪的甜
瓜，露出半边脑袋，攒聚在一起，互
相吵着闹着，好不热闹。

门前的水塘里，荷叶田田出水很
高，随风摇曳。这个时候，总会看见邻
家的姐姐荡着小船，唱着歌，低头撷
莲花。

整个夏天，蝉是乡村的歌者。
从立夏开始，它们就稀稀疏疏地在
树林间吊嗓子，一直到秋后才慢慢
停歇。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
事。

正午时分，大人们在家中午休。
我和几个伙伴拿出细长的竹竿，顶
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屋前山后
地跑。循着“知了知了”的叫声，找到
树上的知了，然后悄悄地将竹竿伸
到树干旁，轻轻盖住，猛地一拉，一
只活生生的知了就逮到了。我们拿
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挂到家门
口的槐树上，能叫整个夏天。

儿时，无聊单调的农村生活，我
们的玩物除了知了，还有萤火虫。

太阳下山，鸡鸭回舍，鸟儿归
巢。劳作一天的父母搬出竹床，放在
庭院中央，摇着蒲扇纳凉。我和姐
姐坐到竹床上，津津有味地听父亲

讲《封神榜》。养了10来年的黄狗，
趴在凉床下，伸出脑袋，耸拉着耳
朵，边摇尾巴边吐舌头，全神贯注地
望着我们，好像也在听故事。

天色慢慢黑下来，院子里飘来
点点的萤光，一闪一闪地浮在草间，
穿梭于葡萄藤架。调皮的我按捺不
住兴奋，拿上蒲扇，满院子追着萤火
虫扑打。我一直捉到深夜，才被父亲
呵斥回屋睡觉。

我躺在蚊帐里，打开装有萤火
虫的玻璃瓶，看它们缓缓从瓶口飞
出，在帐中幽幽亮着，仿佛满天闪烁
的星星，十分惬意。

时光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
啸而过。而今，身居城市的我，再也
听不见声声蝉鸣，看不到一点流萤。

山居生活，还可以回乡去体验，
可童年岁月却只能留作一片记忆，
尘封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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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