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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诚

玩具“搬家”

农历四月廿八，是孙女一周岁生日。碰
巧的是，孙女生日那天正好是“六一”。于
是，有关孙女生日和“六一”如何过，早早地
成了全家人议论的话题。

“孙女人生的第一个生日，又赶上‘六
一’，双喜临门，到时咱们到酒店摆一桌，好
好庆贺一下吧。”妻子退休刚半年，还没怎么
享受清静的退休生活，孙女就出生了。升级
做奶奶的她，乐滋滋地承担起了照看孙女的
重任，每日辛苦操劳，换得孙女茁壮成长和
全家人安心工作，可谓劳苦功高。

“妈妈对潼潼（孙女的名字）付出最多，
就按您老说的办。”儿媳妇率先表示支持。

“到酒店庆贺只限咱们一家人，不能扩
大范围。”儿子补充道。

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六一’那天咱
们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庆贺。我买菜下
厨，给大家做好吃的。你们分工负责，两个
人分别用中英文给潼潼唱《生日歌》，剩下
的一个人给大家讲讲‘六一’的来历，你们
看如何？”

“好！”“中！”“支持！”客厅里响起一片叫
好声。

□宋军威

“六一”怎么过

月明星稀的夜晚
小伙伴们聚在我家门前
一番剪刀石头布
我成了第一轮“月亮”
被蒙上了眼

静静地站在墙边
一颗颗“星星”
逐个到我眼前闪
我猜
那个刮我鼻子的是小灵
她的小手又软又暖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捏着嗓子背诗的肯定是小楠
她的声音带着甜
可骑着大马的是张小花
还是李小蛮

我猜呀猜
一猜就是大半天
不止笑傻了星星
也乐坏了童年

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物资匮乏，人
们逢年过节也不一定能吃上白面馍。为了能吃
上好吃的，盼望生病成了我童年最大的奢望。

说来也怪，那个年代，生病竟也好难。为了
感冒，我们一群娃儿想了很多招儿，要么大汗淋
漓时冲凉水澡，要么在寒冷的冬天解开棉袄，可
这些招数通常没用。

有一年“六一”，我难得地感冒发烧了。我
喝着只有感冒时才能喝到的用葱段熬的红糖
水，吃着糊涂面。虽然糊涂面里放了我最讨厌
吃的姜，但面条是白面做的，里边放了黄豆、花
生和用葱花炒过的白菜，吃在嘴里香喷喷的，比
红薯饭强一万倍。

有一次，我把往事讲给上中学的儿子听，他
像听天书一样问我：“我们现在为啥这么容易感
冒？”我说，那时生活条件差，孩子们都是野地上
的草，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都成了温室里
的花。

儿子若有所思地点头道：“就是，就是。”

□竹影

童年的奢望

“六一”快到了，学生们开心地准备“六一”
节目，并把自己的手工作品送给我。开心之余，
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份未送出的“六一”礼物。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距离“六一”还有十
几天，我就想着送刘老师什么礼物，让她和我们
一起高兴高兴。刘老师借给我一本《海的女
儿》，在书中，我“结识”了善良、美丽的人鱼公
主，知道了会写童话的安徒生。刘老师把我引
进书的殿堂，让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没钱买礼物，就送老师几个杏吧！我家
承包了生产队的果园，果园里有一棵杏树，杏已
变黄，不过有些硬，还有些酸。我爬到树上，挑
了10个又大又黄的杏，把它们放在我的抽屉
里。为了防止弟弟、妹妹偷吃，我还在上面加了
一把锁。

十几天里，我没打开过抽屉，想象着杏黄中
透红的颜色、酸甜可口的味道。

终于等到“六一”的早上，我小心翼翼地打
开锁，拉开抽屉，结果发现杏全坏了，上面长着
长长的灰色的毛，真像老鼠。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份礼物虽没送出去，但这份记忆留在了
我的心里，酸酸甜甜的，一如杏的味道……

□张亚玲

礼物

□韩晓红

快乐童年

那年“六一”，哥哥、嫂子把侄子的玩具
装上车，告诉他：“咱们今天去县里玩。”侄子
听说能出去玩，甭提多高兴了。

侄子在路上一直问：“咱们今天去
哪里？”

哥哥、嫂子说：“今天带你去认识一些新
朋友，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听父母说能认识
新朋友，侄子兴奋了一路。

没过多久，他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下
车，侄子发现有不少新朋友，而且都拿着
玩具。

嫂子走到侄子面前，说：“今天，我们参
加‘宝贝搬家’活动。这里的孩子很需要玩
具，我们就给这些玩具‘搬家’，将它们送给
他们，好不好？”侄子这才发现，原来这些都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淘汰”的玩具。

侄子听了，主动从车里拿出玩具，送给
一个可爱的小帅哥。小帅哥拿到玩具之后，
当即讲了他帮助家人收麦子的故事。这样
的故事，对侄子而言既新奇又有趣。两个孩
子互通姓名，很快成了好朋友。

现在，侄子逢人就讲给玩具“搬家”的
故事。

快乐
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