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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民

童年的歌谣，深埋心底，难以忘
怀。

有儿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
是值得回忆的。到了青壮年，到了中
老年，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在四下无
人的时候，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句
童年的歌谣，哼完，摇摇头，会心一
笑，很惬意。

旧时，中原地区大多数人家里没
有摇篮，所以提起摇篮歌或摇篮曲，总
觉得太洋气。摇篮歌古称“抚儿歌”，
比较贴切，是妈妈、奶奶、外婆等女性
长辈哄孩子睡觉时唱的歌谣。哄孩子
睡的时候，或把孩子搂抱在怀里，或把
孩子平放在床上，轻轻地拍打着孩子
的后背，语调舒缓，声音轻柔：“哦，哦，
拍拍瞌。拍拍瞌，娘做活。拍拍睡，娘
也睡。”反复低吟，声音越来越小、越来
越细，孩子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

如果哄了半天，小孩儿仍无睡意，
不是瞪着眼，便是哭闹，接下来的摇篮
曲就有点狠，但是挺管用：“日头落，狼
下坡，逮住大人当蒸馍，逮住小孩儿当
汤喝。赤肚孩儿，跑不脱。有娘的，娘
扯着。没娘的，狼拉着。快快跑，回家
摸。省得娘，挂心窝。”其实，中原地区
没有狼。但是，歌谣里有狼，很多人的

童年记忆里便有了狼。听大人煞有介
事地一吓唬，孩子便不敢哭了，也不敢
闹了，闭了眼，也会迷迷糊糊地入睡，
只是有时半夜里会冷不丁地一激灵，
估计是梦见狼了。

当然，也有很多小孩儿爱听的摇
篮曲，比如“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
喊着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做啥？点灯
说话，吹灯不怕。小小子儿，坐门墩
儿，哭着喊着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做
啥？点灯做伴儿，吹灯摸妈儿。”这首
歌谣显然是成年人思考的路子，直白，
没啥艺术性，甚至有些低俗。但是，换
个角度考虑，孩子睡觉前有人说话、有
人做伴儿，还有摸妈儿的诱惑，都是温
馨而安全的信号，这样的摇篮曲，也许
能让孩子在梦里笑出声来。

孩子渐渐长大，能听懂大人说话
了，父母闲暇的时候，逗孩子玩儿是
人生一大乐趣。大人和幼儿之间的语
言交流，还有一定的障碍，因为孩子
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毕竟欠
缺。但是，用儿歌交流，情况就大不
一样。比如，喂孩子吃饭，饭刚盛碗
里时很热，怕烫了孩子，而孩子看见
饭食急不可耐，这时就可以用儿歌去
安抚：“热热冷冷，小狗等等。冷冷热
热，小狗歇歇。”

当然，和孩子逗趣更是一种打发

时光的好方式，大人吟唱，孩子在怀里
安静地听着，甚至很配合地格格发笑，
似 乎 听 懂 了 。 但 是 ，他 们 听 懂 了 什
么？是听懂了母亲的喜悦，还是听懂
了母亲的疼爱？“筛箩箩，打转转，舅舅
来了吃啥饭？烙油馍，煎鸡蛋，杀小
鸡，吃捞面。不吃不吃两大碗，你说舅
舅馋不馋？”

很多童谣虽然没有刻意让孩子学
会记住，可无数遍地哼唱，早已印在
了孩子的脑海里，由感知到模仿，很
多孩子不久就能跟唱：“小枣树，弯
弯枝儿，树上坐个小闺女儿。小闺女
儿，七八岁，跟着姥娘去赶集。想吃
桃，桃有毛；想吃杏，杏老酸；想吃
果子面旦旦，想吃樱桃下河南。河南
闺女儿好打扮，梳油头，搽粉面，扑
拉腿儿小金莲。”

等孩子有了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思维能力时，再唱那些浅显的童谣
给他们听，就吸引不住他们了。好在
几千年的民间智慧是无穷的，童谣在
千百年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完善，经过
自觉或不自觉的润色加工，早已形成
了诸多风格和体系。比如，有些童谣
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贴近生活，明显是
在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喜鹊叫，喳
喳喳，俺爹领客到俺家。做好菜，摆酒
席，俺妈要去杀只鸡。那鸡说，我咯咯

哒会嬎蛋，杀我不如杀那雁。那雁说，
我 天 南 地 北 报 气 候 ，杀 我 不 如 杀 那
猴。那猴说，我能打鼓能敲锣,杀我不
如杀那鹅。那鹅说，我的脖子长又长，
杀我不如杀那羊。那羊说，我四只银
蹄往前走，杀我不如杀那狗。那狗说，
我 看 家 叫 得 喉 咙 哑 ，杀 我 不 如 杀 那
马。那马说，我背上鞍子下陈州，杀我
不如杀那牛。那牛说，我会耕田又耙
地，杀我不如杀那驴。那驴说，我会拉
磨呼噜噜，杀我不如杀那猪。肥猪哭
啼啼，光会吃不做事，吃吃睡睡没出
息，你不杀我杀谁哩？”

绕口令是我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
种语言游戏，将声母、韵母或声调极
易混同的字，组成反复、重叠、拗口
的句子，要求一口气急速念出，节奏
感强，妙趣横生。绕口令虽然拗口，
可对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很有好
处，还能提高孩子的反应能力。很多
家长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爷
爷奶奶带孙子孙女时，没有那么大的
本领训练孩子，就拿出早已熟烂于心
的绕口令说事：“棚儿上挂油瓶儿，
风吹瓶儿动弹，棚儿碰瓶儿，瓶儿碰
棚儿，不知是棚儿碰瓶儿还是瓶儿碰
棚 儿 。” 口 齿 伶 俐 、 思 维 敏 捷 的 孩
子，很快就学会了，并经常拿出来炫
耀。而那些笨口拙舌的孩子，说错了

还好些，如果结巴半天、脸憋得通红
还说不囫囵，便成了小伙伴们取笑的
对象。

有趣的童谣很多，其中最受孩子
青睐的是颠倒话童谣，内容荒诞，却浅
显明白，一听就知道是在故意搞笑：

“我说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花椒。东
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拿
起狗来砸砖头，砖头砸得鲜血流。”

其实，童谣很多时候是唱着玩儿
的，可经过教育家一点评拔高，其教育
意义和重要价值就显现出来了。比如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是教
育孩子不许偷东西；“花喜鹊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是告诫孩子长大后
要孝敬父母。若以此类推，“一二三四
五，上山打老虎”，莫非是鼓励孩子向
武 松 学 习 、做 一 个 除 暴 安 良 的 好 少
年？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有些地区的少儿游戏常伴以童
谣，边唱边游戏，童趣十足。我们这里
却很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点儿
我搞不清楚，代代相传的童谣怎么现
在忽然听不到了，是因为过时了吗？
相反，“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
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钱有势有地
位，还有美女陪你睡”之类的“黑色童
谣”，竟然在网上或校园里流传，这太
可怕了！

◎童 年 的 歌 谣

□钱永广

生活常常是一地鸡毛，每当烦恼
纷至沓来时，我喜欢走到一个空旷的
地方，仰望蓝天。久而久之，我发
现，纵使有万千烦恼，只要仰望蓝
天，烦闷就会立马消散大半。

也许我发现了仰望蓝天的好处，
因此特别喜欢海子的一句诗——天空
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不知道海子的烦恼，可他的诗
我是喜欢的。在生活中，每当遇到烦
心事的时候，我就抬头仰望蓝天，从
中寻找安慰。记得第一次高考失利，

我没有考进理想的大学，带着万种复
杂的情绪回到家里。见我脸上愁云密
布，父亲把一张长藤椅拖到老家的打
谷场上，让我自己坐一会儿。当我瘫
坐在长藤椅上，抬头静静地仰望蓝
天，不知怎的，心里的烦恼顿时少了
许多。

那时我发现，仰望蓝天，可以对
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美国心理
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过：“如果你
不开心，那么，能叫你变得开心的一
个很好的办法是，保持 45 度角仰望
天空。” 原来，当我们 45 度角仰望天
空的时候，鼻尖是略高的，呼吸会比

较顺畅，而深呼吸正是情绪管理的好
方法。所以，当你抬头挺胸时，会觉
得比较能够应付烦恼，当然也就容易
产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乐观情绪。此
外，远眺和仰望时，颈部的肌肉是放
松的，四肢自在，呼吸顺畅，心情自
然会变好些。

仰望蓝天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天
空的蓝是很好的镇静剂。 其实，天
空也不是一无所有，至少是有颜色
的。当然，得是那种没有雾霾的蓝蓝
的天空，这对治愈人特别有用。天空
的蓝色，是公认的使人镇静的色彩。
来自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

两组研究人员，曾经让相同的实验参
与者在红色和蓝色的房间里分别停留
两个半小时，并要求他们记录下在不
同房间里的情绪、联想到的故事，同
时检测他们的脑电波情况。结果显
示，在红色房间时，他们写下的故事
更长。脑电波检测显示，他们在蓝色
房间里明显要比在红色房间里更平
静。随着参与者在房间里逗留时间的
延长，这种差异持续加大。心跳速度
则是在蓝色房间里更慢。通过将蓝色
与其他颜色进行类似的比较，研究人
员发现蓝色的镇静效果最为明显。

现实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烦

恼，烦恼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会仰望
蓝天，把情绪从泥淖里解救出来，这
比去找心理专家更实用。也许，有人
会说，在仰望蓝天的时候，虽然一时
能解除精神上的枷锁，清理一下情绪
垃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的
问题。不过，我觉得这样确实可以调
节情绪。有了情绪上的调节，你就会
发现，尘世中的许多烦恼，过了心理
承受期限后，所有的问题都变得不再
重要。

烦恼的时候，不妨抬起头仰望蓝
天，它可以帮助我们渡过心理上的难
关，到达明天。

◎仰望蓝天

站 在
杏树下

□李易农

岁月的尘土，掩盖不了一棵杏树的
生长。昨天，我又回乡下看你。

故乡，拿出如有的记忆来迎接我，
山峦、田野、小河、小桥、房屋，牛羊
的叫声里，有一群衣着朴素的孩子。我
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
小小的黄杏啊，我还认得它的味道和颜
色，它也知道我的喜乐和胃口。

小小的黄杏高高地挂在遒劲的枝丫
上，闪烁着光芒，恍若城市里的霓虹、
星光，或者是太阳……它们从绿色的叶
子间，抬出头来，对我笑，对我扮着鬼
脸，对我指指点点…… 我顿时羞愧起
来。哦，杏树，我的乳娘，这么多年
来，我还是有着爱流泪的脆弱。

我一直都知道，捧着杏，就是捧着
整个故乡。站在杏树下，就是站在母亲
的身旁。

□陈世杰

豫中平原，小麦地。
又是一年丰收季，流动的金黄无

边无际，微风一吹，麦波荡漾，麦香沁
人。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麦浪里忙
忙碌碌的男女如同海里晃晃悠悠的
船，载满了收获的喜悦。

光着膀子的爹拉着架子车，娘坐
在车上。村路坎坷，架子车一颠一颠，
可爹步履欢快。那时神采飞扬的爹和
娘均 20 多岁，感情诚挚，两人有说有
笑去离家二里远的地里割麦。老家村
子不大却规矩不少，一路上，爹娘不厌
其烦地与来来往往的村人打着千篇一
律的招呼：“吃过了吗？也准备割呢！
先割西地还是北地……”

有时，与爹年纪相仿的好友会开
爹娘的玩笑：“哟哟哟，看看嫂子，怪享
福哩，黑儿里折腾俺哥白儿里还欺负，
也不怕俺哥累着？”爹咧着嘴笑，娘羞

答答地嗔骂几句，那人便叫着“嫂子饶
命”，兔子一样逃了。同时回头朝爹
喊：“哥，忙过这两天俺找你喝酒去，还
想吃嫂子调的芝麻叶！”爽快的爹脱口
而出：“中！”

欢欢喜喜地到了地头，爹宠娘，娘
要自己下车，爹不让，偏一把抱她下
来。附近的人看见了，都戏谑性地放
声大笑，娘的脸上立即布满了快乐的
红霞。她会赶紧从爹的怀里挣脱出
来，用花手绢束住又黑又长的头发，匆
忙戴上“麦帽儿”，奔向一片金黄。地
里的小麦随风摇摆，好像也在偷笑爹
和娘。

开始割麦了。那时还没有联合收
割机，只有镰刀。爹说男人有力气割
得快，只让娘割两垄，自己却割四垄，
这样他就可以和娘保持基本一样的进
度。爹娘并排前行，时不时地抬头对
视浅笑。太阳忌妒爹和娘眉目传情，
使劲儿晒，爹娘挥汗如雨。

每次割麦后，爹和娘的手和胳膊
上都会出现一些红道道，那是心怀不
轨的麦芒划过他们皮肤留下的印记，
被汗水浸润后，会有点儿痒，还会有
点儿疼，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愉悦的
心情。

割一段时间，爹和娘会返回地
头，蹲在地头的大树下休息一会儿。
这时，娘会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跑
到爹面前给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擦汗，
从脸到背，小心翼翼。尽管她也浑身
湿透了，却顾不上给自己擦擦。然
后，娘会取下架子车车把儿上挂着的
大水壶，拧开盖子，让爹喝几口。爹
也执意让娘喝，喝完水，两人又一起
返回地里继续干活儿，直到麦子割
完。

该拢麦了。爹和娘用光溜溜的桑
木叉把割倒的麦子拢成一堆，散落的
麦穗，娘会捡起来放到一起。其间，
喜欢豫剧的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两

句，有时是 《朝阳沟》，有时是 《穆
桂 英 挂 帅》。 娘 虽 瘦 小 ， 声 腔 却 极
好，常引得附近割麦的人停镰聆听。
同样喜欢豫剧的刘婶儿，偶尔也会唱
和几句。看娘兴致勃勃，爹会装模作
样地打拍子，或者微闭双眼故作陶
醉，逗得娘不时跑调，他们的笑容和
麦粒一样开心饱满。

拢完麦堆，爹把架子车推到地
里，和娘一起装车。装完满满一车麦
后，爹赤着上半身，佝偻着身子，将
车往麦场拉。虽然汗流浃背，爹却步
履扎实，个子矮小的娘将双手支在架
子车后的木挡板上，用尽全力推车。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亩地又一亩
地，一车又一车，爹和娘把自家种的
小麦割完、拉完。

割麦、拉麦很累，可爹和娘的笑容
如同熟透的麦黄杏，很美很甜。醇香
的麦粒呀，你凝聚了多少像爹和娘一
样的农民的心血和汗水啊！

35 年前小麦地的情景，是对我相
当好的堂叔向我描述的。他家的麦地
和我家的麦地紧挨着，我们两家共用
一个麦场。所以，关于爹和娘割麦时
的 亲 昵 ，亲 眼 看 见 的 堂 叔 最 有 发 言
权。堂叔的原话是：“好多人都看见
了，你爹和你娘黏糊着呢！”那时我四
五岁，由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看着。
慢慢懂事后，爹和娘亲昵的画面我也
见 过 ，可 遗 憾 的 是 一 直 没 见 过 爹 抱
娘。也许，在渐渐长大的儿子面前，爹
和娘不好意思了吧！

如今，爹和娘已经 60 多岁了，割
麦用上了收割机，他们也过上了悠闲
的晚年生活。曾经的麦场、架子车也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爹和娘的日子也与
时俱进，二人除了可以更熟稔地对唱
豫剧外，爹又学习了书法聊以自乐，娘
也学会了跳广场舞。有时四目相对，
爹和娘依然温情脉脉，一如从前。

◎麦 浪 金 黄

初 夏
□纪福申

院子里有棵百年银杏，树上几只喜
鹊天刚亮就把我叫醒了。六点钟，同往
常一样，我迎着晨曦，从容出发。

初夏时节，麦子熟了，原野上散发
着氧吧里造不来的那种泥土的醇香。眼
下，在风中荡漾的麦浪已经悄然变得金
黄。麦子从寒冬走来，来得艰辛，也变
得成熟，丰满的穗头孕育着丰收的喜悦
和苍生的底气……

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来了。流淌
着阳光的麦田边，孩子、风儿、鸟儿追
逐欢笑，为大地平添了灵气和丰收的喜
悦。眺望湛蓝的天际，一个无与伦比的
季节，一个收获的季节来了。画家、作
家都该拿起笔，走进这赤橙黄绿青蓝紫
的世界，拥抱这灵感喷涌、风情万种的
季节。

这是一年中最怡人的季节！我们该
做些什么？

桑 葚
□严巍

桑葚熟在初夏，麦黄时节。这种弹
指可破的好东西，经不起蹉跎，稍一耽
误，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桑葚的甜，有一点点神秘。就像它
的颜色，紫郁郁的，有很深很深的意
味，好像是用山谷清风、山涧流泉的清
甜做底子的。没熟透的桑葚，有那么一
点儿酸，顽皮地蹦出来，像小孩子吃的
跳跳糖，跳跃在舌尖。它给你的感觉，
清爽宁静，天然清甜，滋味灵动，简约
丰满。

最初的桑葚，青绿若翡翠。渐渐
地，成为簇生的琥珀，琥珀被阳光涂抹
变红，最后，桑葚熟透，色紫近黑，油
光水润，像晶莹的黑玛瑙。桑葚的变脸
不会叫人惊讶，只会催生向往。这种愉
悦的向往，在青枝绿叶的桑树上，被阳
光和初夏的风，联手变成现实。

吃桑葚，一定要吃熟透的，晶莹圆
润，乌紫发亮。入口，爆浆的果汁迅速
把味蕾浸透，甜美的味道一路蔓延，在
唇舌肺腑之间，缠缠绵绵。说不清道不
明的那种馨香，让你品咂赞叹，暮春的
依恋在心间轻柔萦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