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第七颗露珠蹦蹦跳跳地滚落
我收到夏天寄来的第一封信

那被红丝绸包裹的甜蜜礼物
在篱笆前面
害羞地晃晃悠悠

泥土张开它那湿乎乎的嘴巴
把青藤绿叶和白花的悄悄话
一句句翻译

小蚂蚁排着队
争抢着搬运红色的神秘密码
它们偷偷地
把信里藏着的甜蜜全读啦

我们一群小伙伴
蹲成一个个蘑菇人
在层层绿叶里
仔细寻地找写信人的地址

草
莓
来
信

□
梁
宇
航

整理小怪兽喜欢整理物

品。他喜欢把衣服按颜色分

类，整齐地挂在衣柜里；把袜子

按厚薄分类，整齐地摆在袜盒

里；把玩具按大小分类，整齐地

装进玩具箱里。

整理小怪兽喜欢把地板清

洗干净，再打上蜡。哇，地板光

亮得如同镜子。

由于家里的窗玻璃擦得太

干净，经常有小鸟一头撞上来，

疼得直叫。整理小怪兽只好在

窗玻璃上贴了一块写着“小心

玻璃”的警示贴。

整理小怪兽还喜欢帮助别

人整理物品。

这天，蝴蝶急匆匆来找整

理小怪兽：“昨夜一场大风，把

花园吹得一片狼藉，你能帮帮

我吗？”

整理小怪兽跟着蝴蝶来到

花园，看到满园花枝东倒西歪，

地上还散落着很多花瓣和叶

子。整理小怪兽马上动手，他

先把花扶正，再用草绳捆扎受

伤的花枝。足足用了大半天时

间，他才把花园整理好。

回家的路上，天空妈妈喊住

了整理小怪兽：“我不小心把彩线

弄乱了，你能帮我整理一下吗？”

整理小怪兽飞到空中，看到

一大筐散乱的彩线，二话不说，

动手整理起来。他整理出红线，

天空妈妈织出一条红绸带。他

整理出紫线，天空妈妈织出一条

紫绸带。他整理出黄线，天空妈

妈织出一条黄绸带……

等整理小怪兽把彩线整

理好，西边的天空就铺满了

五彩斑斓的晚霞。

“很久没看到这么美丽的

晚霞了。”大家很开心，整理小

怪兽也很开心。

整理小怪兽更喜欢在没有

月亮的晚上，举着一盏星星灯

走进孩子们的梦里。他帮孩子

们整理梦境，赶走噩梦，然后在

美梦里，和孩子们尽情地玩耍。

整
理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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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米

相 遇
一块金块儿跌落泥潭。不

知过去了多长时间，金块儿被

污泥层层包裹，他心中万分苦

恼，却又无处诉说。

这天，一块圆滚滚的鹅卵

石被冲进来，当他滚动到金块

儿旁边时，也已经是一身泥巴，

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你是谁？”金块儿问身边

的新伙伴。

“我是鹅卵石。”鹅卵石的

声音很平淡。

金块儿这时特别想笑，笑

自己不再孤单，笑身边一身污

泥的鹅卵石。他又有些期待，

期待鹅卵石反问他的身份。

过了很久，鹅卵石也没有

说一句话。

“喂，泥球，你睡着啦？”金

块儿实在耐不住寂寞，想找鹅

卵石聊天。

“没有。”鹅卵石的回答就

两个字。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金块儿觉得很有必要让鹅卵石

认识一下自己。

“不感兴趣。”这次鹅卵石

话更少。

“泥球，你不想知道我也要

告诉你。我是金块儿，我是人

们为之疯狂的金子！”金块儿在

喊叫，仿佛喊叫中自己再度闪

闪发光。

“哦，是嘛，我看见的只是

泥球儿啊！”“滴答、滴答”，鹅卵

石上的泥浆，滴落了两滴。

“你才是泥球儿！”金块儿

上的泥浆“滴答、滴答、滴答”滴

落了三滴。

“滴答、滴答、滴答……”泥

潭里不再寂静。

发 光

两个“泥球”有时斗嘴，有

时也会小声说悄悄话。

泥潭当然不总是风平浪静

的，有时会因为有水的注入，或

者大风的侵袭而动荡不安，每

当这个时候金块儿和鹅卵石就

随着泥浆动荡摇摆身子，仿佛

在跳一曲不知名的舞蹈。

这天有大量的水涌入，金块

儿被水冲得撞向鹅卵石，软软

的、滑滑的，真好玩。金块儿突

然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快乐。

“啪！”还没等金块儿得意

够，他已经被鹅卵石撞了出去，

软软的、滑滑的。

水在不断涌入，金块儿和鹅

卵石竟被从污泥中冲了起来。

“你在发光。”鹅卵石竟然

先开口了。

“我在发光。”金块儿内心

无比激动。

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已

经被水冲出了泥潭，进入了一

条小河，水势小了，金块儿和鹅

卵石被推到水流缓慢的浅水区，

很快淤泥就将他们覆盖大半。

“看到了吧？我在发光，我

是金块儿。”金块儿对鹅卵石说。

“看到了。发光一瞬之后

还是长眠！金块儿不金块的先

不说，现在还是和我一样！我

累了，睡觉喽。”鹅卵石似乎扭

了扭身子。

忍 住

“我是金块儿，我想一直发

光，怎么办？怎么办？”金块儿

很激动。

“那当然是，这个时候不能

睡觉喽！”鹅卵石仿佛耸耸肩，

扭动身子滚到深水区，湍急的

水流冲洗着他身上的污垢，露

出了他经过千百年水流冲洗磨

砺形成的光滑身躯。

“来呀，泥球！”鹅卵石好像

在向金块儿招手。

“原来还可以这样！”金块

儿用尽了所有力气，终于滚入

深水，水流不断冲刷身体，疼痛

也在不断蔓延。

“想一直发光，真正发光，

要站得稳、忍住疼！”鹅卵石对

金块儿说。

金块儿一次次被冲得偏离

了，他又一次次艰难地摆正身

体，他身上的污泥一点点被冲

走，光彩逐步显现出来。

金块儿坚持着，坚持着……

他身上的杂质越来越少，光彩越

来越高贵柔和。

密 语

不知过去了多少年！

一个博物馆的展厅里，一

件主体由一整块儿黄金雕刻而

成的艺术品最为引人注目。为

了更能体现艺术品是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他被放在由鹅卵石

铺就的花盆中。

静静的夜里，博物馆仿佛

也悄然睡去，盆景展区的轻声

细语，显得清晰起来。

“听你的话，我坚持下来了，

终于——一直发光！谢谢你，始

终在我身边。”黄金艺术品温暖的

话语，似乎在静谧的夜色里流淌。

“你呀，一路走来，发光的

何止你的外表，你的心也越来

越明亮起来。”鹅卵石的声音似

乎也有所波动。

“可是，我却总是想起我们

都是泥球的时候！”黄金艺术品

似乎要沉入久远的回忆。

“你呀，现在也还是泥球，

我的泥球兄弟！”鹅卵石此时似

乎也柔软了！

“对，你也是个泥球，我的

泥球兄弟！”黄金艺术品一下子

激动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

爽朗的笑声在展厅里响起！

两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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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邻居大娘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其他

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爱走家串户地往来，

更爱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她却从不出门。

大娘家里还有一个大伯，风里来雨

里去地在外面忙活，不是扛着农具大步

流星地出去，就是用自行车载着蔬菜呼

哧呼哧地回来，像头不爱说话的老牛。

我经常看见大娘在自家园子里的身

影，就像站在岸边看到水里的鱼，有的时

候能抓住个影，更多时候还是消失不见

的，真不知道她在园子里做着什么。她

没有孩子，大伯好像也不属于她。

从女人们嘀嘀咕咕的话语里，我知

道大娘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得的是什么

病大家也说不清楚。

二

放暑假了，我不喜欢待在闷热的屋

子里，像大人那样午睡。我喜欢去园子

里抓捕蝴蝶。

我因为追一只蝴蝶，开始接近大娘，

并悄悄和她交往起来。

我们两家的园子本来有一墙之隔，

夏天的雨水摧毁了一段墙面，我从一处

豁口，进了大娘的园子。

大娘直起腰板儿，回身和我对视：

“孩子……你来干什么？”

我扬了扬手里的蝴蝶粘网，后退了两步。

我看到，大娘平时静坐的园子里，居

然栽种了许多的花儿，有五色梅、金盏菊，

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周边的蝴蝶翩

翩飞舞——我抬手揉揉眼睛，想看看我追

赶着的那只蝴蝶，是否也在它们当中。

“孩子，把粘网上的蝴蝶放了吧……”

大娘的声音柔柔的，低低的，像是在祈求

着我。顺着她的眼神，我才发现，一只蝴

蝶趴卧在粘网上，早已经没有了生气。

我低声告诉大娘：“这是昨天粘完忘

记摘下的，它已经死了……”

大娘盯着那只死蝴蝶，呆呆地站在

那里：“哦……”

“它不能飞了。”我告诉她。

大娘缓过神，指了指粘网上的蝴蝶，

说：“把它摘下来，留给我吧，我给你摘海

棠果吃……”

我的心思一下子转移到大娘家的海

棠果树上。

大娘家的海棠果树靠近我们两家的围

墙，有的树枝伸展到我家的园子里。平日里

我没少站在树下眺望，期待熟透的海棠果能

够掉下来。偶尔也会捡到几个，就宝贝一样

揣在怀里往回跑。那个时候，大娘是不是就

在园子里观望着我这个小馋猫呢？

三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中午，都顺着

那个墙豁口，探头寻找大娘的身影；大娘

也像在等我一样，每次都从小花园的凳

子上直起身，笑盈盈地迎接着我。

“大中午的……”大娘说。

“你咋不睡个觉啊？”我抢着说。

我俩都笑起来。

我当然是为了玩耍，捕捉蝴蝶；大娘是

为了晒太阳，坐在小花园看蝴蝶飞……

大娘又告诉我：“在太阳底下待着，特

别舒坦，每个夏天都感觉重活一次……”

我静静地听着，却也听不太明白，我们不

是花草，又不是蝴蝶，每年不都是好好地

活着嘛，怎么能是重活一次呢？

四

初冬的一个清晨，邻居大娘突然去世了。

我远远看着送行的队伍，视线变得

越来越模糊——那远去的一队素白，慢

慢幻化成一个远行的白点，走得缓慢而

从容，就像当初那只被我追赶着的蝴蝶，

正飞回自己的花园……

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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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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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干净的笔画蓝天
天空蓝得都快透明了
把这独属于自己的蓝天折成

一本书
把白云捉来，放进去

把春风、把细雨放进去
把母亲讲给我的故事放进去
把所有颜色
所有爱画画的孩子放进去
这本书的名字叫快乐

蓝
天
折
成

一
本
书

□
王

络

儿时的我，在家里娇生惯养，备受

呵护。都五六岁了，父母还把我圈在

院子里，不让到外面去玩儿。听到大

人谈屯子里的新鲜事，听到姐姐讲学

校里的趣事，我便心驰神往外面地界

的精彩。但冬季里天冷，父亲说：“不

能出去，万一伤风感冒了怎么办？”可

到了夏天，母亲又说：“不能出去，万一

被狗咬了怎么办？”

咳！我只能一天天地猫在家里。

那年春季里的一天，我坐在窗外晒

太阳，发现秫秸障子与柴火垛之间的缝

隙处，生长出一棵绿油油的瓜秧。我凑

过去，蹲下身仔细看，瓜秧上还结出了

小小的瓜蛋儿。看那瓜蔓延伸的方向，

它是想往柴火垛上爬。我问母亲：“妈

妈，这是什么瓜呀？”母亲说：“那不是吃

的瓜，是做水瓢用的葫芦。你可千万别

用手摸，一摸它就化了。”

可能是柴火垛下边的土质肥沃，

那葫芦秧长得很快，才十几天的时间，

葫芦蔓就蹿到了柴火垛顶上。父亲找

来梯子，架到柴火垛旁，爬上去用剪刀

把葫芦蔓剪断了。我问：“爸爸，怎么

不让它再长了？”父亲说：“剪断葫芦

蔓，才能把养分留下来，供应给这几个

葫芦，使葫芦长得又大又结实。”

随着光阴日复一日地流过，葫芦秧上的

那些小葫芦在渐渐长大。

待下过秋霜之后，就一天比一天冷了。

很多植物的叶子开始泛黄，那棵葫芦秧也在

渐渐枯萎。一天中午，父亲用镰刀，把那六七

个大小不等的葫芦割下来，一个一个抱回屋

子。其中两个特别大的，跟篮球差不多。父

亲说：“这两个长得太大，不适合做水瓢了。”

然后就用钢锯条把葫芦的上头锯掉一部分，

伸手掏出里边的瓤子，那葫芦便成了一件容

器。奶奶说：“用它储存菜籽吧，封好后不易

返潮。另一个，就用来装鸡蛋什么的。”

父亲又把几个中等的葫芦竖着锯开，

成为对称的两半，抠掉瓤子，就是一对水瓢

了。家里有一个水瓢就够用了，另外几个

送给了亲戚和邻居。

还剩下一个最小的，只比大人的拳头大

一些。父亲说：“就用它做个葫芦罐儿吧。”

说话间父亲把小葫芦顶上锯开个口，用筷子

搅几下里边的瓤子，又用长把汤勺掏干净，

再用锥子在顶部钻了两个眼儿，拴上一根细

麻绳，做成了一个可以拎着的葫芦罐儿，顺

手就把它挂在了窗卡上。我问：

“把它挂在这里做什么？”父亲笑

了笑，却不告诉我。

那天晚饭后，我来尿了，喊母

亲给我接尿。父亲顺手摘下窗卡

上的葫芦罐儿，说：“自己拎着，

就用它做你的尿罐儿吧。”。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玩耍时感

觉来尿了，条件反射地想到尿罐

儿。于是急匆匆地跑回屋子，喊正

在择菜的奶奶：“快！快递给我尿

罐儿。”奶奶一边去摘窗卡上的尿

灌儿一边说：“这小祖宗，你就不能

在外边尿吗？”

第二年春天，我们屯子因离学

校较远，开设了村小的分校，大人

们称它耕读点儿。母亲带着我过

去报名时，老师让我从1数到100。等我数完

后，老师说：“这孩子真聪明！下周一就来上学

吧。”

从耕读点儿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美滋滋

的，逢人便说：“我要上学了！”

那一年我7岁，终于走出家门，开始接触

外面的世界了……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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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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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儿童画 张静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