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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子

我住的楼北侧有一个小广场，地面是由
各种颜色的塑胶粒拼接出的图案，蓝的，绿
的，红的，浅白色的，一个圆套着一个圆，中
间的大圆圈是一个凸出地面10厘米的木质
平台，既是广场的点缀，更是供孩子们展示
自我的舞台。

这些图案和颜色让人立马联想到幼儿
园，想到孩童。是的，小广场的东南角的确竖
立着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儿童乐园”，上面
有一棵葵花的造型，最东面则是兔子的形
象，两只大大的耳朵伸向天空。这儿童乐园
以滑梯为主，从一个顶点向南向西向东各自
伸展，长长的梯道亲吻着塑胶地面。向东的
滑梯是螺旋状的，这样更增添了运动的乐趣
和安全系数。

小广场被浓密的绿色包裹着，周围四季
常青、三季有花。茂密的花树有白蜡、栾树、
木槿、槐树、榆树、海棠、玉兰、竹子……还有
几棵山楂。每到秋分前后，红黄的果实就会
挣破绿叶的束缚，露出张张笑脸。这笑脸与
孩子们的笑脸交相辉映，圆乎乎、肉墩墩，人
见人爱。孩子们在小广场上撒欢，又跑又跳
又叫，树上的鸟儿探头探脑地向下张望，叽
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在树杈上跳来蹦去，说
不上是议论是歌唱，还是为孩子们助兴。

冬去春来，孩子们脱去棉衣，与花草树
木一起在春风里苏醒，舒展肢体，拔节生长。
这时的广场最为热闹，从早到晚孩子不断，
白天以三岁以下的幼童为主，哥哥姐姐们去
幼儿园了，他们成了这方天地的主角。下午
五点以后，上幼儿园的孩子回来了，他们“憋
屈”了一天，终于迎来自由的时光，广场很快
被他们占领，三岁以下的孩童就成了看客。
至于双休日，孩子们来广场是不分时段的，
男孩，女孩，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牵手的，
自己跑的，骑小车的，自备玩具的，各路英豪
直奔小广场而来。伴随而来的家长，手里大
多提着个水壶，跟在后头，不时往孩子嘴里
灌一口水。饭可少吃，供水一定要及时，不为
别的，害怕孩子生病，一生病，全家揪心啊。
来到小广场的孩子们，有的爬滑梯，有的骑
车，有的投球，有的玩枪弹，有的吹着气泡，
有的玩着小鸡小鸭，有的跑，有的跳，阵阵欢
笑不时从广场溢出。偶尔还会传来哭声叫
声，有孩子摔倒，有孩子因争地盘、争玩具扭
打在一起，家长们会迅速上前劝架，赶快化
解矛盾。哈哈，一眨眼，孩子们又破涕为笑，
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夏天是难熬的，中午时分，热浪蒸腾，小
广场甚而整个院落里空无一人。一旦太阳落
山，大人小孩子吹了集合号一般聚集过来，
享受傍晚的那丝丝清凉。相伴而来的家长，
除带水壶外，还多了一把大大的蒲扇。这是
夏天的标配，靠它与蚊子进行抗争。扇子往
孩子身上不停地拍打，一刻也不敢懈怠。尽
管这样，孩子那稚嫩的皮肤上，还是被叮起
一个个红疙瘩。小广场上的喧嚣声会持续到
很晚，八九点钟还有孩子追逐打闹。物业来
劝：“别再吵了，楼上老爷爷不愿意了。”“就

他事多，谁家没有孩子？不管他。”家长们嘟
噜着。嘟噜归嘟噜，毕竟天色已晚，鸟归巢，
人回家，广场上很快安静下来，与周边的花
草树木、楼房、车棚，一同隐进浓浓的夜色
里，结束一天的日常。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山坡上的爬山虎又
红了。几场细雨过后，来到这座城市一年中
难得的清凉时节，一早一晚不冷不热不湿不
燥，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恰似人生少有的欢
畅。大人、孩子倍加珍惜这清爽时光，小广场
上人满为患，孩子欢快的身影赛过蓝天上飘
过的白云。

秋末冬初，早晚温差加大，白昼越来越
短，孩子们来小广场的频率大大降低，只会
见到几个稀疏的身影。隆冬时节，小广场变
得更加冷清，偶尔有孩童出现，也是中午阳
光正好时刻。棉衣、棉帽、围脖、手套，个个包
装得似圆球，在滑梯上蹭上蹭下。站在旁边
的家长聊着家常：“听说你家老二又感冒
了？”“可不是，咳嗽厉害，到李大夫那里贴的
肚脐贴。”“陈大夫看得也好，药剂小，两服中
药就好。”“嗨，到了幼儿园没有不长病的，交
叉传染。”挺着，盼着，盼着严冬快快过去，春
天早点到来。

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雪天了。雪花刚
刚停止翻飞的当儿，小广场上定会冒出几个
孩子，他们要么奔跑着打雪仗，要么堆起一
个个雪人，在冰天雪地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
赐和童年的快乐。在雪地里玩耍者，以偏大
的孩子居多，那些刚会走路的幼童是不具备
玩雪资格的，只有从家里的窗口往下张
望——— 什么时候我才有一张长大的脸？

搬来居住转眼五年。刚来时，小外孙才
两岁，走路都走不稳，家人整天动员他到小
广场上去，他总是用一双胆怯的眼神打量着
下面的世界，然后牙牙地说：“不去，不去。”
好说歹说下去了，一会儿就闹着回家。三四
岁时就变了，变成了小广场上的常客。尤其
上了幼儿园后，认识的伙伴越来越多，一放
学就往广场上跑，打滑梯、打水枪、骑滑板、
捉迷藏……活动半径总是以小广场为圆心
而展开，追都追不上。当然，他偶尔还会站在
广场中间那木质的舞台上，学着明星的样
子，唱着从幼儿园学来的歌，摇头晃脑地一
展歌喉，引来阵阵掌声。你让他回家，那可难
了！外孙上学后，做完作业，偶尔也会往楼下
的小广场张望，但眼神似乎变得复杂起来。
若此时再动员他下去，他会不屑地说：“有啥
可玩的，全是一帮小不点，太幼稚。”

的确，已上学的孩子很少有再光顾小广
场的了，或许他们课外作业太多；或许放学太
晚，已来不及追求轻松；或许他们确实看不
上那些踉踉跄跄走路的小不点，从心里觉得
自己高出一截。别管怎么说，一拨拨孩子接
续着，似广场边上的树长高了长壮了，催得
一批批大人生出华发，一批批老人弯了腰。

这不，感觉七楼上老李家的孙子昨天刚
刚出生，可转眼就在小广场上跑了。在不经意
的时光里，总是自家的孩子长得慢，别人家的
孩子长得快啊。小广场见证了生命的变化。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你别哭，你别哭

【【人人生生笔笔记记】】

□陈思

“你别哭，你别哭，我知道
你走得很辛苦，那种身心的疲
惫和无助是旁人感受不到的难
处……”被刀郎的一首《你别
哭》深深感动。这位53岁的歌
手，站在舞台上，泪水深情流
淌，台下观众一起唱出“你别
哭”的时候，如同一束光，穿透
阴霾，温暖了彼此的心房。

“你别哭”这三个字，轻柔
暖心，却承载着千钧之力。

小时候听到的“你别哭”，
是一种理解与抚慰，让我们有
了安全感。小时候的我们，也许
为无意中打破一个心爱的碗而
哭，也许因和同学打架打输而
哭，也许因一次考试不及格而
哭，而“你别哭”三个字，让我们
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懂
自己的眼泪，懂自己的无奈，给
了幼小的我们莫大的安慰。

渐渐长大，“你别哭”三个
字，仿佛为我们插上了坚强的
翅膀。我们中的那个你，曾为18
岁那年的高考失利流泪。当查
到成绩的那刻，感觉自己这辈
子都完了。看到那些金榜题名
考上理想学校的同学，你既羡慕
又自卑。在同学的谢师宴上，你
躲在墙角哭了很久。同学和老师
们安慰你，“你别哭，一切都会好
起来”。后来，你当了老板，一路
披荆斩棘，终于成功了。有一天，
你招来了一名从自己想上的那
所大学毕业的学生，你突然想起
那句“你别哭，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感动得默默垂泪。

有时，“你别哭”是一种希
望与陪伴。24岁那年，我们中的
那个你，独自去一座城市打拼，

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付不起
房租，感觉未来一片迷茫。这
时，多年的恋人提出分手。分手
那晚，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倍
感煎熬与压抑，对着星空不停
哭泣。朋友走向你，说：“你别
哭，我们陪你。”这一句“你别
哭”，让你相信，总有希望在前
方，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期待。

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
坚持，一个看似偶然却实属必
然的好机会抛来橄榄枝，你终
于结束了在半夜卷铺盖走人的
经历，在这座城市拥有了一席
之地。有一天在路上，你偶然遇
见了曾经的那个她。那一刻，你
早已释然，耳边禁不住又响起
那晚朋友的那句“你别哭”，这
一句叮咛让你站在人潮汹涌的
街头再一次泪流满面。

“你别哭”，更是一种承诺，
一种真挚的爱。50岁那年，我们
中的那个你，事业进入瓶颈期，
面临上级的打压与排挤的同
时，你的父母又相继住院，孩子
面临高考压力焦虑不已。你也
常常在下班后的办公室里，一
个人静静地坐一刻。那一刻你
接到电话，电话那头爱人的一
句“你别哭，挺一挺就过去了”
如一股暖流直抵心灵深处。这
一句祝福简短有力，却让你有
了千帆阅尽的淡定和从容，你
由此一步比一步走得更坚强。

人生旅途中，当面对挫折
和痛苦时，一句“你别哭”是我
们生命中的光，是灵魂的慰藉。
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教会我们
耐心，坚强，越过一道道坎后，
最终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南京
市浦口区委宣传部）

□徐玉向

母亲一早背着大蒜苗去东
站的集市了。中午放学回来，我
们发现堂屋桌子上放着一袋子
小笼包，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着。

刚揭开袋子，一股诱人的
香气便直钻鼻子。一个个小笼
包子如一个个白嫩嫩的胖娃
娃，挤挤挨挨地抱在一起。每一
个仅有婴儿拳头般大，还冒着
热气，挺着圆鼓鼓的肚皮，顶上
微微翘起的部分是一圈花纹。
每一个小笼包子都似一个有表
情的小生命，直勾勾地盯着你。

小笼包对于乡下孩子来说
是个稀罕物，偶然去集市上见
到却未必能吃到。记得上次吃
小笼包子是半年前了。我代表
学校参加市里组织的比赛得了
奖，家里用一笼包子作奖励。那
可是整整一笼包子，吃得我满
嘴是油。

忍着口水，我数了一下，六
个。一笼包子是八个才对呀！弟
弟不信，数了一遍，也是六个。

昨天晚上我们早已入睡，
母亲还在堂屋点着灯收拾一捆
捆大蒜苗。今天一早去集市时，
母亲一定没来得及吃早饭。从

家到集市要翻过一座小山，约
三四里，但要背着几十斤重的
蒜苗赶路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了。通常要挨到蒜苗全部出手，
母亲才会去买笼包子给我们打
牙祭。小小的一笼包子，母亲仅
仅吃了两个，剩下六个全部带
回家来。

就在我们分小笼包的时
候，在厨房做好午饭的母亲走
了过来。“少吃两个，一会吃中
饭了。”我们快速各吞下两个，
剩下的放进篾篮里。

整个下午我都惦记着剩下
的那两个猪肉大葱馅的小笼包
子。放学到家，我们打开篾篮，
发现小笼包不翼而飞。

母亲不紧不慢地向灶里填
着柴火，一边笑着说被老鼠偷
走了。开饭时，那两个包子竟然
奇迹般出现在盘子里。原来母
亲怕包子太冷，我们吃了会闹
肚子，就与馍一起加热了再给
我和弟弟吃。

六个小笼包子，即使时隔
多年，我仍然常常想起，这是母
亲在那些艰苦岁月里给予我们
的无私关爱。

（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家
协会会员）

六个小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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