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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临近，每一年的这个节日都让我对劳
动的过往满怀深情。

在乡村生活时，劳动节这天我家都要打扫卫
生。那会儿，我们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后，分工干
活。头天晚上，母亲安排好每个人负责的内容。
我和弟弟扫地并整理室内物品，妹妹和母亲擦玻
璃，父亲则清理庭院。

这样的活我们不是只有劳动节当天才干。每
个月我家都会有同样的劳动，每一次劳动我们都
会有所得。在乡村劳动司空见惯，即使干上一天
也没有人会喊累。

有时我和弟弟干活很毛躁。妹妹过来检查，
指手画脚，我和弟弟则反唇相讥。母亲看我们不
好好干活，仔细查看我们干活的质量后，不训斥不
娇惯，而是语重心长地教诲，她的话语柔中带刚。
我们在心服口服中认认真真干完，彼此监督。

等一切的劳动都结束之后，窗明几净，屋里的
物品摆放有序，自己看着都舒心。我家这种独特
的过节方式，引来同村人的好奇。他们在参观完
我家利索规整的院落和室内，不免赞叹一番，进而
纷纷效仿。

那段岁月日子虽苦，劳动的强度也大，但我们
已经习惯了。父母以坚强的内心面对困境，并教
会了我们如何在劳动中找到乐趣，“苦中作乐”。

上大学时，每个劳动节前，学校特意安排我们
进行一周的劳动课。

那时，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清扫整洁的
对象。课业繁重，难得一周的放松时间，即使劳动
我们也是“累并快乐着”。

其实，劳动周的劳动量并不大。清洁楼梯，打
扫甬路和操场，洗刷食堂等等。这些活对于来自
农村的我们轻而易举。

劳动周开始了，校园一改往日的寂静，欢声笑
语从教室、走廊、宿舍溢出来，充盈四方。同学们
各自武装，有戴防灰尘帽子的，有穿劳动服的，还
有足蹬雨靴的。每个人的装束你一眼就能甄别出
他要干的活，我们彼此开着玩笑，其乐融融。

说笑归说笑，干起活来，我们是认真的。班
级、系里、学校都设立了检查机制，随机抽查。劳动
结束后，检查每一项，我们都不需要返工。在全校
大会上，受到表扬的我们分外高兴，对劳动的兴趣
更加浓厚。在五一假日之前开展劳动课，让劳动深
入学生的内心，如此的安排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参加工作后，我带领我的学生们劳动。每一
届学生都会有一周一次的劳动课，学生换了一批
又一批，教会他们如何劳动，让我体会到劳动对
身心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由外而内品格的塑造。
孩子们对劳动的态度各有不同。
不少孩子娇生惯养，他们连最基
本的劳动都不会。因为家长对孩
子太过宠爱和娇纵，没有培养
他们爱劳动的习惯。我借着班
级劳动课的机会，让孩子们认
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能之一，
并手把手地教他们怎样劳
动。看到孩子们由开始的
畏手畏脚到后来的争抢着
干活，他们的变化也让我心
里满是自豪。

如今，我已退居二线，
但对劳动的情感依然浓
厚。每个劳动节，我们兄
妹三人依照惯例，都要来
到父母家打扫卫生，以劳
动的方式迎接节日的到
来，并把这种劳动家风传
递给子女，他们也乐于接
受家风的熏陶并传承。

忆旧时劳动场景，感
念劳动之好。爱上劳动，
以一生来效行，劳动的光
芒让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几天，市场上都售卖起了樱桃。看着
红彤彤的樱桃，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到周五
放学就能接到爸爸的来信：“这周要回来吗？
这几天樱桃正红着呢！”

刚从车站下车就看到爸爸早已在摩托车
上翘首等待的身影！用了比往昔回家少一半
的时间，我兴冲冲地下了摩托车，跑到门前樱
桃树下。哇！好一片樱桃红呀！我敞开双
臂，扬起额头，感受这诗一般的风劲儿，领会
这春末夏初的无限韵味。

弟弟早早地在樱桃树上搭好了支架，支
架上挂着他准备好的树钩，就等我回来大显
身手一番！爸爸顺手就拉住了伸入场院领域
的枝丫，叫我赶快摘来尝尝。这万绿丛中的
一点红，红得不平凡。油油地闪着钻石般清
明的光，水灵灵又似刚出生的娃娃的脸，我情
不自禁地把它塞入我的嘴里。咬一口，丝丝
润滑满唇香。我摇摆着头高兴地大声说：“此
物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呀！”

爸爸说这个好东西要多摘点给爷爷奶奶
带去尝尝鲜。“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自己来
摘了吃，那是不现实的。喝水不忘掘井人，儿
女勿忘父母恩呐。”爸爸边摘边讲。我回屋拿
来提篮，看着爸爸把一个个红扑扑可爱的小
脸儿放入篮里，晶莹剔透，不一会儿便装满了
一篮，爸爸便提着篮子往奶奶家走去。

弟弟按捺不住，一定要爬到支架上，摘最
红最大最甜的樱桃。他绑一个大口袋在手
上，两腿一溜烟儿顺着树干就爬到了支架
上。我站在树下，给他用手指着哪儿有大樱
桃，专挑颜色最好的指。弟弟小心谨慎地挪
动他的步伐，移动他的树钩，生怕弄掉了另一
点红。站树上够不着的地方，就用树钩钩住
压低枝丫，手一伸便可以摘下香甜的樱桃。
他一边摘着，一边忍不住吃着，一边给我往下
递着他的“战果”，就这样不知不觉装了大半
口袋。

狸花猫看着树上的弟弟，心生好奇，也要
来凑凑热闹，时而摇着尾巴在树下踱来踱去，
时而冲着树上的弟弟，眯着眼睛“喵喵”叫，好不
可爱！小麻雀抵挡不住樱桃的诱惑，才不管有
没有人呢，在树上低声商量着“偷脂粉”的计策，
扑棱一下飞到了弟弟旁边。看着眼前大胆的
小雀儿，弟弟风趣地说：“大鸟儿还没走呢，你这
小鸟儿都敢来了！”引得我哈哈大笑。

眼看着快装满了一口袋，我们都饱餐得
差不多了。我唤着弟弟从树上下来，又把樱
桃分成了几份，给远在县城打工的妈妈留一
份，给住附近的伯父、叔叔送一份。地里劳作
回来的伯父和叔叔看到樱桃非常开心，乐呵
呵地品尝着，不停夸奖感谢着我和弟弟，我们

听到夸奖，非常不好意思，脸红得像樱桃，
心里却乐开了花。

傍晚，妈妈该下班了。趁着夜色清
凉，为了妈妈能吃到当天新鲜的樱桃，爸
爸骑着他的摩托车给城里的妈妈送去，我
和弟弟讨论着妈妈收到樱桃时会是怎样
的心情？相信她一定也会像伯父、叔叔一
样又惊又喜！

流光容易把人抛，辗转间，又是一年
樱桃红。这些年在外求学、工作，远嫁，数
数已有十来年没吃到过家门前的樱桃
了。手里捧着异乡的樱桃，脑海里不断浮
现家乡亲人的笑脸，他们离我很远很远，
又距我很近很近，当我拿起樱桃的那一
刻，仿佛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爱与祝福！

小人书里的快乐小人书里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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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樱桃红又是一年樱桃红
□□彭玉彭玉

劳动之忆劳动之忆
□□陈裕陈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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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静悄悄，无意中摸到枕下一本旧小
人书。坐在床前，想起那少年时代阅读小人
书的情景，心中升起一股快乐的喜悦。

流光暗转，岁月荏苒。小人书是我童年
时的好伙伴，伴随我读书、学习，在我幼小心
灵种下了一颗颗种子。七十年代，父亲在煤
矿工作，母亲在家种地，我家并不宽裕，更没
有电视、游戏机、学习机等奢侈品，只有课本
和铅印的学习资料，小人书就成了我们喜爱
的读物。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故事变作一幅幅图画展现在眼前，
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那时，我和
小伙伴最大的宝贝就是小人书，一起看、一起
笑、一起七嘴八舌讨论小人书里的情节和人
物。我常和小伙伴们一起，讲看过的小人书
故事，神采飞扬，《小兵张嘎》智斗汉奸、《闪闪
的红星》潘冬子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
《铁道游击队》王强飞身扒火车、炸桥梁像钢
刀一样插入敌人的胸膛——不论是讲的人，
还是听的人，无不是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比
老师让我们背课文还积极。放学后，换到书
的小伙伴们坐在桥两边（那时交通不发达，很
少有汽车过，不影响行人通过），席地而坐，看
完了再换，一本接一本地看，就这样在小人书
中度过了童年的许多时光。

后来上了初中，我在镇上住宿，离家很
远。母亲把父亲寄回家的钱，除家用外，省吃
俭用，每周给我五毛钱的零花。我几乎全部
用来买小人书，甚至偷偷地趁着上课间操期
间跑到镇上书店（书店离学校比较近）买小人
书。其中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的故事》
等，如着迷似的看得上瘾，看得酣畅淋漓、心
潮澎湃。特别是《雷锋的故事》深深感染了
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
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从此我在心中烙下了“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印记，总是试着像他那样去
帮助别人。同学看完小人书还给我后，我就
放在睡觉的席子下面，经常睡觉前翻阅回味，
乐不思蜀。初中毕业，弟弟帮我搬家，从席子
下面整理出了180多本小人书，他生气地说：

“哼，妈妈给你的钱，让你买烧饼，补身体，你
却用来买小人书！真是大逆不道！”吓得我求
弟弟不要给妈讲，周日便和弟弟在镇上摆起
了书摊，廉价卖了。那情那景，至今想起来还
让人怀念万分。

读小人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对话，体验
丰富多彩的人生。回想少年时那些如饥似渴
的岁月，小人书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点燃
了求知与向善的心灵之火，让我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