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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人精”

侄女的女儿汐汐今年八岁，是

一家人公认的“小人精”。

汐汐4岁那年冬天，她跟着她

舅舅去接舅妈，路上想吃面包，舅

舅没给她买，她嘟着小嘴狠狠地

说：“不给我买，一会儿见了舅妈有

你好看的。”

见到舅妈后，汐汐快步上前说

道：“舅妈，我跟你说件事，你没在

家这几天，舅舅天天晚上玩游戏不

睡觉。”

她舅妈心里透亮，就问她：“是

不是你想要啥舅舅没给你买？”这

下轮到汐汐愣了。

如此精明的小家伙，写作业遇

上难题时，无论别人如何提示，就

是摸不着道。

有一次，汐汐写作业时不认识

“指”字，向她妈妈求助：“妈妈，这

个字我不认识。”她妈妈伸出食指

问她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是

“1”。她妈妈摇头晃了晃手指让她

再想想，她想了想依然说是“1”。

没办法，她妈妈对着她勾了勾指头

说：“好好想想这是什么？”结果，她

拖着长腔道：“你过来呀！”

前段时间，我大哥家的桑葚园

开园了，周末，汐汐非要去桑葚园

帮外公作宣传。到地方后她拿着

她妈妈的手机就钻进了桑葚园。

中午时分，她妈妈问她：“你说

来帮外公作宣传，咋宣传呢？”她撇

了撇嘴说：“我早宣传过了，你看看

抖音。”她妈妈打开抖音，看到一条

视频，小丫头站在桑葚园里一边扭

一边唱：“在徐氏桑葚园里挖呀挖

呀挖，挖出的桑葚又甜又大……”

阅读量竟然上了四位数。

这“小人精”！

嘉宾点评：小汐汐向舅舅讨要
面包未果，又转向舅妈“曲线救
国”……在桑葚销售季，还会拍抖
音推介外公家的桑葚，真是个“小
人精”！

一次带儿子到公园玩，我

说：“今天教你练爬树吧？”儿子

一脸不屑道：“你会爬树吗？”

他话音未落，我噌噌地爬

上了路边的一棵洋槐树，儿子

惊得目瞪口呆！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是跟谁

学的爬树，不过显然练习的动

力都与贪吃有关。春天，爬树

采榆钱、捋洋槐花；夏天，爬树

摘桑葚、桃子；秋天，爬树摘柿

子、核桃；冬天，爬树折枯树枝

烤红薯。

院子里一棵桐树上，乌鸦

搭了个窝，经常呱呱乱叫，树下

鸟屎扫不完。父亲很生气，嫌

乌鸦的叫声不吉利，更讨厌树

下的鸟屎。他开玩笑地对我们

哥儿几个说：“谁要是能上树将

乌鸦窝捅了，奖励谁一元钱。”

那时候一元钱对我们来说

可不少！树有点儿高，哥哥上

不去，弟弟不会爬树，我自告奋

勇，很轻松地爬了上去，将鸟窝

捅了。

爸爸奖励了我一元钱，哥

哥和弟弟羡慕得不得了。不

过，妈妈知道后将我和爸爸骂

了一通，说爸爸是“二杆子”，说

我是“二百五”。

上高中时，校园墙边有一

棵树，我爬树翻墙到校外看电

影，被同学打了小报告。班主

任对我当众一顿狠批，说树那

么高你也能爬上去？你不怕摔

着？然后还叫来了家长，真让

我丢人丢到家了。

如今，孩子们有吃不完的

美食，玩不完的游戏，似乎不需

要再爬树了。只是，每当看到

在树下玩耍的小孩，童年爬树

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嘉宾点评：看完这篇文章，
可知文中的爸爸“爬树”功夫不
一般！在假日来临之际，年轻
的爸爸们可以带上自家孩子，
多参加体育运动！

“东北风，西北风，摔个响儿

给你听。”这是童年摔“哇呜儿”

（音）时小伙伴的口头禅。

儿时，每逢雨后，小伙伴们

都会聚集在村后的打麦场上摔

“哇呜儿”。每人整一大块泥巴，

把泥巴捏成碗状，边儿尽量厚底

儿尽量薄，然后，高高举起，碗口

朝下使劲摔向地面，只听“嘭”的

一声，泥巴四处飞扬，溅到我们

脸上、身上甚至嘴里，小伙伴们

哈哈大笑。

谁的泥碗摔得最破、炸得最

响、窟窿最大，谁就是赢家。

摔“哇呜儿”累了，我们会做

“狗撵兔”。团一个秤砣样的小

泥块，在上面插上尖尖的枣刺，

再掐一截苇篾，团两个小泥丸分

别安在苇篾两头，将苇篾放在枣

刺尖上，用手一拨，两个小泥丸

便你追我赶地转起来，谁的“狗

撵兔”转得久谁就胜出。

玩“狗撵兔”要掌握好平衡

和力度，类似于天平的原理，放

不好就会倾斜，转不好就要脱

轨，有的还没转就掉了下来，小

伙伴们自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有时，我们还会用泥巴捏各

种小动物，捏小人书里自己喜欢

的人物，捏大人们手中的农具。

虽然都捏得四不像，但小伙伴们

都有自己的绝招，比如捏兔子就

突出兔子的短尾巴，捏老牛就着

重捏老牛头上的两只角……

小伙伴们最热衷的还是捏

小人过家家，捏两个小人儿，起

名为“二丫”和“狗蛋”，然后由两

个小伙伴举着拜天地，入洞房，

小伙伴们模仿得惟妙惟肖，夸张

的表情令人忍俊不禁。

童年在玩泥巴中渐行渐远，

昔日的欢声笑语只能在梦中回

放。如今，孩子们有太多的玩

具，早已不玩泥巴。

嘉宾点评：文章将小伙伴们
“玩泥巴”的几个场景描写得生
动、有趣，就像发生在昨天，也勾
起了自己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每到六一，我总想起12岁

那年的一桩糗事。

那年六一前一天，我拉着

好友姣姣兴冲冲地往理发店

跑，心想第二天就要参加文艺

演出，得剪剪头发，好漂漂亮亮

地登台演出。可理发店没开

门，我沮丧极了。

“要不我帮你剪吧！”姣姣

自告奋勇。

“你会剪吗？”我眼睛都瞪

圆了。

姣姣一昂头，说：“就是剪

短剪齐就行了，我早看会了！”

姣姣比我大两岁，个子比大

人还高，看上去挺成熟。每次剪

发，都是她陪着我，我留的是齐

眉齐耳的学生头，也不难剪。我

想了想，觉得可以让她试试。

回到家，我搬了张凳子坐

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又找了张

桌布，让姣姣围在我脖子上。

姣姣左手拿梳子、右手拿剪刀，

像模像样的，我放心地让她为

我剪头发。

手起剪落，碎发纷纷落下。

突然，姣姣“哎呀”一声，动作也

停了下来，我忙问怎么了，她嗫

嚅着说：“不小心剪缺了……”

为了补救，姣姣剪短了我

左边的头发，然后又修剪右边

的，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我脑后

的头发越来越短，姣姣不敢再

剪下去了，我也快要哭出来了。

正好小姨回到家，看到这

情景，带我去了另一家理发

店。理发师一看这狗啃似的头

发，也无从下手，最后只得给我

剪了个超短的运动头。

一晃30年过去了，每当翻

到那年六一文艺演出的照片，

我就想起这件童年糗事，想起

我的发小姣姣。

嘉宾点评：爱美之心，人皆
有之。文章通过描述姣姣给自
己“剪头发”的幼时经历，表现
出童真无邪！这都是人生难得
的经历。

＞凡人小记
＞你说我说

＞生活百态
＞流光碎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