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一位小学六年级的老

师伤心地告诉我：班上一名学生进了

医院，上了呼吸机。医生诊断说垃圾

食品摄入过多，甜蜜素中毒。

我看着伤感的老师，又怅然地望

了望前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厂

房，心里升起了莫名的疑惑与悲哀。

不吃会饿死，吃了怕毒死。工业

文明进阶下的食物世界，好像正在考

验着我们吃与不吃的生存智慧。

而我在乡下度过的童年，是不存

在这些考验的。

那时物资匮乏，一日三餐吃自家

种的米饭。为了保障父亲劳作的时

间，奶奶总是把早饭做得早，晚饭做

得晚。三餐时间间隔太长，我与伙伴

像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常需寻找食物

补充能量。不过，我们当时夺取食物

的战场不在商店，而在山林。

老家对面有一座小山，山头平

整，山上长满了山茶树。山茶花的花

蕊是我与伙伴们的最爱。我们像猴

儿一样窜上树梢，或坐或攀，或如蚯

蚓般从树丛中探出小脑袋，取出“芦

萁”吸管，对准山茶花的花蕊用力一

吸，便有一丝甜蜜滑入口腔，从喉头

顺下，沁人心脾。

平江的山林日照丰富，雨水充

足。一些山茶树换新叶时，少许叶子

偶尔也会发生异常，长成灰白浅绿的

“茶耳朵”或“茶苞”。白白胖胖，咬上

一口，又脆又甜，被伙伴们誉为“山中

人参果”。谁要是能装满一裤兜回家，

就一定会成为同伴最艳羡的家伙。

甜的食品除了山茶，还有南烛。

成熟浆果呈紫黑色，密密麻麻压满枝

头，我们通常一把抓下，张口就吃，浆

果的甜味就此在口腔中弥漫，美味极

了。

除了甜的，当然还有酸的。在山

林的阴湿处，长有圆柱形、茎直立、腹

中空的虎杖，俗称“酸筒杆”。《滇南本

草》记载其“攻诸肿毒，止咽喉疼痛”，

现代生物学家还研究出还原酶，让虎

杖更加闻名遐迩。可惜我们当年吃

到的时候，根本不懂它有这么多的药

理功效。

不管怎么样，山林一身都是宝，

是吃不遍，记不全的。我至今能够数

上数的还有鱼腥草、野山椒、金银花

……我与伙伴们置身其中，拥有了不

能忘却的童年印象。

当然，我们在山林的奔跑，也有

惊险的时候。隐藏在植被下的小竹

桩，常常刺透我们的跑鞋；还有长在

后山上的那株不知名的白色喇叭花，

我曾经因为咬上一口而被当即封喉，

还是靠父亲喂上的那一口热生姜水

恢复了发声……

吃遍山林是生活智慧。工业文

明进阶下的宅家生活，让孩子们拥有

了更全面的知识，但同时也失去了农

作的体验，失去了向大自然索取五谷

杂粮的本能。当我们这一代逐渐老

去，谁还来山林行走，谁还去田园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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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似 箭 ，日 月 如

梭。转眼间，我已经是一

名四年级的少先队员了。

作为祖国的花朵，我十分

骄傲祖国母亲一天比一天

强大，日新月异。中国已

经进入一个高科技的时

代，正在向世界的巅峰跑

去……

但我也从电视上和网

络上看到，在向高科技迈

步的同时，不少人环保意

识缺失，正改变着祖国美

丽的环境：气温升高，森林

减少，土地沙漠化……

我妈妈家乡的小河，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妈妈说，她小时

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河

中的小鱼儿一会儿在水中游泳，一会

儿吐着泡泡，欢快地游着！小河边是

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缀着五颜六色

的花朵，成群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

舞。妈妈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河边抓

鱼、玩游戏，玩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休

息，别提多惬意啦。

可是现在呢？妈妈回到家乡，只

能看见一条臭臭的、黑黑的小河，再也

不能下河去摸鱼了。

习爷爷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习爷爷的话强调了环保的重要

性。那么，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怎么

落实到实处呢？

我觉得要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

滴做起：不乱扔垃圾，不乱吐痰，随手

捡起地上的纸屑，多植树……我们要

深入了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学习有

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增强环保意识，携

手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蔚蓝色的

美丽星球。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

富！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接

班人，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感到自

豪！我们要好好学习本领，长大后把

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指导老师：陈丁花

大班游戏活动时间到了，我习惯

性地站在一旁观察、欣赏孩子们的童

真和乐趣。

不远处，几个小伙伴正在开心地

轮流玩着用四个半月桥拼成的“大

圆”。

“他们都不和我玩！”大一班的希

希站在一旁羡慕地翘首望着，满脸挂

着委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转……

原来，在这之前，希希也轮到了

机会钻在“大圆”中玩。同伴们在一

旁簇拥着、欢呼着，还时不时关注着

“圆”转的速度，生怕给“圆”中的希希

带来不适。希希快乐地沉浸在幸福

的游戏乐园中。“‘圆’停了！你怎么

还不出来呀？”“就你一个人一直玩。”一旁的伙

伴们撅着小嘴嘟嚷着，都跃跃欲试，想上前轮流

玩。“我今天第一次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希希

理由一横，丝毫没有让的意思……

这时，我想前去“救场”，但转念一想，何不借

这个机会观察一下大班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以后我有玩具也不给你玩。”一旁的洋洋

满腹不满地叫嚷着。“我有好多的玩具。”希希一

点儿也不在乎，还是不肯让下来。另外几个男

孩急了，直接要拽出希希。希希的脚还来不及

抽出来，我连忙赶过去“救场”，将希希拉过来让

他坐在我的右腿上。

“他们都不和我玩。”

“为什么呢？”我一边抹去希希委屈的眼泪，

一边追问，“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为什么

他们都生气了，不愿意和你玩呢？”

“我们一起看同学们玩吧。”我耐心地引导

希希观察不远处同伴们开心地轮流玩转转。

瞧，洋洋进去几秒钟不适应就跳了出来，大家轮

流着一进一出玩得可开心了。

“园长妈妈，我从没有玩过，第一次玩。”希

希低下了头。

“我知道，但如果只顾自己玩，别人肯定会不

高兴啦。记住啊，大家一起玩才能玩得好，玩得开

心。去吧，排好队和大家一起玩去吧。”

不一会儿，希希在一旁帮着推“大圆”，就和

同伴们融在了一起，耍呀，转呀，乐开了花。

“等待”就如音乐中的休止符，短暂的停顿

是为了爆发出更多的精彩。教育的环境瞬息万

变，教师要善于把握等待时机，巧于“问”策，让

教育更精彩。

三伏晒书
□ 张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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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绵几天的雨停了，出梅入伏，郁闷

的心情消散，绽放出“生如夏花之绚烂”

的味道。

伏天，刚烈的阳光倾泻而下，人们晒

“龙袍”，晒豆瓣酱，晒书，晒霉晦的心情，

晒精神萎靡的灵魂……“三伏乘朝爽，闲

庭散旧编”，这是古代文人晒书的闲情逸

致。对我来说，三伏晒书早已是童年的

记忆，因为如今住楼房且通风好，书柜又

放有干燥剂，书籍很少发霉了。

儿时，家居青瓦平房，屋中有一个

竹制的书架，层层叠叠地堆放着杂志、

小说、连环画等书籍。梅雨时节，整个

房间十分潮湿，更有一股书的霉味在空

气中萦绕不散。每每这时，母亲便会

说：“等梅雨一过，这书也得晒晒伏了。”

于是，在一个进伏的午后，阳光明媚

但不灼热，晒书正适宜。先在家门口将

一块木门板放好，然

后，母亲把书架上的书

一摞摞地抱出来，我则

将书一本一本摊在木板上。待书全部放

好，母亲开始检查，发现有发霉现象的，

就用半湿不干的抹布擦掉书上的霉斑；

发现书有折皱、卷角的，就用一块光洁的

磨刀石将书压平整；发现书有脱页、破损

的，就用胶水粘补修复。这个时候，我蹲

在地上，边翻晒、边阅读，感到有些膝盖

酸痛，便索性席地而坐，思绪随着书上的

文字，遨游四海，纵横古今。

夏日晒霉，每家每户都将衣服、棉被

等易发霉的物品拿出来晾晒，这是简单

的生活常识。可是晒书，却很少见，因而

木板四周常常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也不

乏爱书、品书之人。

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儒雅的老人，

他是小镇上出了名的文化人，过年时经

常给大家免费写春联。老爷爷翻了翻木

板上的书，问我：“听说过晒书的风俗

吗？”我很好奇，晒书还有风俗？“每年农

历六月，江南一带有晒书的风俗。因为

纸张的特性，易被鼠啮虫啃，易发黄长

霉，所以每逢黄梅雨季后，定要拿出来在

日头下晒上一晒，又称曝书。”我点点

头。老爷爷又问：“听说过‘袒腹晒书’的

故事吗？”我摇摇头。“东晋名士郝隆仰卧

在太阳底下，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

说，‘我晒腹中的书。’后来便有‘袒腹晒

书’这个成语。”老爷爷又说：“胸中藏书

万卷，书生敢傲王侯。名人志士都是‘腹

有诗书气自华’。要想成为大学问家，从

小就要好好读书啊。”说完，老爷爷拍了

拍我的肚腹，笑了笑，转身走了。晒书，

竟有这么多的学问啊！老人家的话更是

让我受益颇深。

三伏晒书，让阳光沏进书香，清凉一

夏。其实，书页可能发霉，文字却是永远

鲜活的，只要我们常拿出来读读、见见

光，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生活也定会

“晒”出自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