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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初昕

想起儿时看坝坝电影
◎杨全富

童年
◎李凤高

童谣伴童年

童
年
浅
时
光

◎
董
国
宾

在童年的记忆里，最盼望的就是能看上一
场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心
理上的慰藉，更多的是里面萦绕着的浓浓乡情。

公社有支电影放映队，他们会在农闲时节
到各大队放电影。不过，需要队里派出几位精
壮的小伙子，将放映机、发电机等背到村寨里
来。对于这些小伙子，队里要给予一定的工分。
我们几个小孩是队里的猴精，人什么时候去
的？电影什么时候背来都能摸得个门儿清。电
影队要来的这一天，我们就会将自己的玩乐放
置到一边。排成一排，坐在村东头的大地边，翘
首盼着他们的到来。当看到远处山路的拐角
处，出现几个背木箱的身影时，我们就会欢呼
起来。一边跑，一边喊“放电影了、放电影了！”
那欢乐的声音在寨子上空久久的回荡。

下午，当确定在哪里放电影后，我们一群
小孩早早就去了。一片台地上，放映员栽上两
根长约两米左右的木棒，就成为绑缚幕布的支
架。幕布是一张长约四米，宽约两米的白色布
料，白布外是十厘米宽的黑布，黑白相间。那时
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布料，最完美的搭配。
黑色的布料上有许多环扣，从里面穿上绳子，
将它的四个角绑在木棒上，就成为了银幕。

我们几个小孩也忙碌起来，搬来石头，在
台地里修建起座位。这座位的长短主要取决于
家里人口的多少。当我们将座位修葺完后，来
看电影的人才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场地边。我们
颇为得意的坐在石头凳子上，接受着父母对我
们的检阅。

离电影开场还有一会儿时间，此时，母亲
们从背篓里端出瓷盆，揭开上面覆盖着的纱
布。腾腾热气从瓷盆里升起，一阵幽香忽然间
在场地里弥漫开来。那些大大小小的瓷盆里，
盛满了煮好的豆子。豆子的颜色各异，有花背

的二季豆，黑皮的四季豆，白皮的白豆豆……
豆子里合着青葱，剁碎的红椒和盐。母亲们端
着瓷盆，拿着调羹，将瓷盆里的食物舀起来，倒
在眼前每一个摊开的手掌心里，我们那里称其
为“萨蓝”，意思是散食。在老家，只要是大型的
集会，都会举行“萨蓝”。顿时，场地四周传来一
片感谢声，还有就是狼吞虎咽的我们发出的声
响。当食物吃尽后，电影也即将开播。

在远处的角落里，汽油发电机边围拢了许
多人。放映员小心翼翼的将发电机从木箱里提
了出来，放置在空地上。此时，一阵汽油香味扑
面而来。村寨里使用汽油打火机的老人们，将
打火机的底座掰开，央求放映员在里面的棉花
里滴上几滴汽油，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在放电影前，场地里一片杂然。当放映员
开始调整镜头时，我们都站在光圈下，用手在
光影里比着各种手势，银幕上忽然间就多了无
数双手的影子。而我们个子较矮的，只能蹦蹦
跳跳的将手高举起，那影子里也就突然间多了
无数双跳跃的手。那光圈随着放映员对镜头的
拨动而在银幕上扭曲着，一会儿是平行四边
形，一会儿是正方形，一会儿又是长方形。这时
候，我们往往从光的宽窄里就能判断出本场电
影是宽银幕还是普通银幕了。

此时，大人们还在场地外聊天，母亲们将
空空如也的瓷盆又装进背篓里。放映员从铁壳
里，取出圆形的胶片，将满的一盘胶带挂在放
映机前面的臂上，空的盘放在后面的臂上。忽
然灯光一灭，放映机上的转盘吱吱扭扭的响起
来，骚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都伸长了脖
子，扭转头颅，看着银幕上闪烁着的图像。

那时的故事片不外乎战斗片《地道战》、
《南征北战》、《平原枪声》等，也有《白毛女》、
《苦菜花》、《大篷车》等。每一次，我们只需要看

到银幕上刚出现的图案，就能判断是战争片还
是生活片。如果是战争片，每一个观映人都会
激动万分。

记得有一次播放《智取威虎山》，随着情节
的发展，大家的情绪被彻底的调动起来。“快
跑快跑，后面来敌人了！”有人扯着嗓子大声的
喊起来。于是，大家也跟着吼起来，然而，银幕
里的战士对山呼海啸的喊叫毫无察觉，最终被
凶残的敌人抓住，人们发出惋惜的叹息声。当
敌人准备对这些战士用刑时，全场屏住呼吸，
仿佛害怕自己的声音激怒了敌人。当有些战士
被活活折磨死时，身旁的母亲流下眼泪，哽咽
起来。忽然间，从四面八方传来啜泣声，人们纷
纷以泪洗面。不一会儿，悲伤的情绪就弥漫了
整个现场。画面一转，我们的战士们高举着红
旗，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向着敌人的堡垒发
起猛烈的进攻，这时候，许多人按耐不住，摩拳
擦掌，站了起来，“脑壳、脑壳，哪个的脑壳？”后
边的人吼起来，此时人们才发现，银幕里只剩
下自己硕大脑袋，连忙坐下。当银幕里的五星
红旗插上堡垒，迎风招展时，全场响起排山倒
海般的欢呼声。

电影散场时，到处都是母亲的寻儿声，孩子
的寻母声。一个个火把被点燃，组成一个火龙，
逐渐向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汇拢。最后，慢慢
的向前游动。夜空里的星星疲乏的眨着眼，远处
的山梁被月光染上了银白色，而近处，除了这条
游走于山间的火龙外，显得更加的幽暗。

后来，下了户，人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
电影包场成为了时尚。再后来因为有了电视，
电影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我依然怀念着那萦绕在脑海里的乡
村电影。它就像是一坛芳香四溢的老酒，潜藏
在我的记忆里，让我久久的回味......

童年的岁月犹如心中一首首甜美的歌，而
童年那些至今都能哼唱出来的童谣，更是欢快
童年的见证。童谣犹如一坛陈酿，历久弥新，散
发出醉人心脾幽香。

最早的童谣应该是我记事的时候，那时，
我成天要“骑马儿”，“骑马儿”就是坐着大人的
腿上，拉着父母亲的双手，脚一颠一颠的，就像
骑马一般，边骑着马儿，父母亲还边唱着：“秀
才秀才，骑马弄弄来，在马顶跋落来，跋一下真
厉害，嘴齿痛，糊下颏，眼目痛，糊目眉，腹肚
痛，糊肚脐，嘿!真厉害！”后来得知，这是一首
闽南一带的童谣，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福建
人，来到江西支援地方建设。由于我父母亲的
传唱，我们居住的左右邻居也都耳熟能详，也
学会唱这首《秀才骑马儿》童谣。由此看来，朗
朗上口的童谣是不受地域方言限制的。

除了骑马儿，我还喜欢那首“拉大锯”的童
谣。坐在父母的怀里，拉着大人的手，做拉大锯
锯木头的样子，边拉边唱道：“拉大锯，扯大锯，
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

去。”每次到了最后一句“小外孙子也要去”的
时候，父亲就会给我高高举起，举过头顶，有时
还高高抛起，惹得我咯咯大笑，非常刺激。

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到父亲的单位上幼儿
园，幼儿园里都是本单位子女放在这里托管。我
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在幼儿园里学会了不少童
谣，幼儿园的阿姨除了教我们做各种游戏外，就
是教我们唱童谣儿歌。记得到幼儿园不久，就学
会了这首：“知了知了飞飞，宝宝要开飞机，知了
知了停停，宝宝要当武警。”幼儿园的阿姨还教
会我们唱这首《排排坐吃果果》：“排排坐吃果
果，大的给奶奶，小的留给我，排排坐吃果果，你
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

有一次我在圳沟里抓泥鳅，那时的泥鳅很
多很多，大大的鱼篓竟然快要装满了，拿回家
可以让全家人吃好几天的呢。妈妈见我比头一
天还要抓得多，十分高兴，于是，妈妈又哼起了
不知道从那儿听来的歌谣：“小泥鳅，没有腿，
吃了多少也长不肥，捉回家里滋味美，正好填
进宝宝的嘴。”这么贴切的歌谣，别人是怎么想

出来的，有时候我怀疑是不是妈妈自编自唱
的，可是我一问，妈妈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傻
孩子，这是你妈小时候外婆教会我唱的。你外
婆肚子里这样的童谣可多着呢！”我就缠着妈
妈唱，妈妈张口就来，什么蜻蜓、小青蛙之类，
都有各种朗朗上口的童谣。

上学后，在学校里和同学们做各种游戏。
男孩子追逐打闹，女孩子丢沙包、跳皮筋。跳皮
筋的时候，她们女孩子也会唱一首歌谣：“一根
绳，两人摇，三个宝宝排队跳。摇得低，像水池，
摇得高，像座桥。摇摇摇，像波涛。跳跳跳，鱼蹦
高。你跳我跳大家跳，好像鱼儿水中闹。”女孩
们扎成马尾巴的辫子在后脑勺一晃一晃的，惹
人喜爱。

每首童谣是那么的生动活泼，充满情趣，
而且韵律优美，琅琅上口，深得孩子们的喜爱。
现在想起这些童谣，好像一支支都是从远古走
来，每一支都浸透着岁月的芳香。拂去时光的
尘封，那些朗朗上口的童谣，依然像点点灿亮
的星辰，闪烁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中。

笑脸。曹建雄 摄

回头走到岁月中，把童年的
时光找出来，那些简朴的年月里，
一个个最简单的玩乐和快乐，总
是让人很难忘。

那时我10岁，天有点凉，风
在身边打转儿，同村的小朋友在
矮墙根玩耍。几只白鸡一前一后
走过来，在堆满柴垛的小院里啄
食。一个小朋友一声尖叫，他在呼
唤我的小名，他吆喝大家一块和
这几只白鸡逗乐。我一抬脚窜到
最前面，弓腰慢慢挡住一只正在
啄食的白鸡，其余小朋友快步过来
打围。小朋友围了一个大大的圆
圈，圆圈逐渐在缩小。先是一只白
鸡慌了神，一转身躲过围堵，头也
不回地从圆圈空隙处狂奔出去。小
朋友一下子没了秩序，慌里慌张地
试图每个人都抓住一只白鸡，结果
全都扑了个空。小朋友当中，一个
领头的率先追赶过去，后面的小朋
友也都一窝蜂朝前追。矮墙根、屋
后的犄角处、土堆上、牛槽边，都能
听到小朋友的脚步声。

小朋友又聚在一起，好像总
也走不出小村子，就相约朝爬满
小白花的篱笆墙走过去。一家一
户里，稀疏的篱笆墙一围，这家就
有了安静的空间，有的狭小，有的
呼啦啦一大片。那些低矮的屋舍
这里一处，那里一处，随意散落在
土粱上。小朋友开始采摘小白花，
小白花在清新的空气里白得透
洁，散发着浅浅的香气，一个个红
嫩的小手随手一摘，一朵闪亮亮
的小白花就捧在手中。小花朵惹
人又好玩，于是小朋友争先去抢
摘，看谁摘的又快又多。结果我一
口气摘了一大把，一咧嘴我便笑
起来，但我手里的小白花还不是
最多，我就想到了钻篱笆墙，看谁
能轻松从篱笆墙外钻到院子里。
这家的篱笆墙东边扎得密集，西
边看起来有点松动，一个小朋友
小身子一咕噜就往里钻，结果被
两根矮木棍夹住了头，“哎呀”一
声又退了回来。我猛吸一口气，憋
足了劲儿像泥鳅一样使劲往里
钻，但还是费了不小的劲儿，总算
钻了过去。在院子里我高兴得直
跺脚，忽又隐约感到身子有点疼。
我眨巴着眼睛一瞧，小白肚皮上
竟划了一道痕。小朋友你看我，我
看你，“噗嗤”一下全都笑了。

小朋友又来到水塘边，浅水
里不能游泳，自然就玩起了打水
漂。塘面开阔无遮拦，只有片片绿
波往前涌。小朋友手拿在水塘边
捡拾的小瓦片，贴着水面往里扔。
奇怪的是，小瓦片没有立刻沉到水
中去，而是在水面上打起了水漂，
水漂一个接一个。小瓦片在水面上
飞过去，像燕子戏水，好看极了，小
朋友一个个特开心。村子里上点年
纪的人也会前来凑热闹，我们这群
小孩子硬着嘴皮就是不服大人的
气，赶忙找寻最适合打水漂的小薄
瓦片，然后猛地投向水塘，打水漂
多者，博得一片喝彩声。

多彩的生活中，又想起儿时
的浅时光，那时日子简朴，没有电
子手枪，也没有布老虎，一个精致
的玩具也没有，但那些最单纯而
简单的玩乐里，却充满了真切的
快乐和童趣。

童年是一片
自由自在的芦苇荡
我钻上钻下
淘气的寻觅着
鸟蛋

童年是一山
摇曳的翠竹林
我在林边
痴迷于鸟儿的
呼朋引伴

童年是一根
长长的柳条儿
我衔在嘴边
穿满刚从河里
捞来的活鱼
新鲜……

童年的故事
说也说不完
童年的快乐
将我的一生
浸染

童年的歌谣
◎尚庆海

金色的童年

裁剪一块蔚蓝
做成美丽的窗帘
欢快的小鸟啾啾
落在温暖的窗前

采摘几片绿叶
做成春天的书签
幸福的花儿绽放
是那一张张笑脸

纸折的小船儿啊
在梦的小溪里飘远
它会飘过绵延的河流
驶向遥远的大海

小船承载着我的梦想
和对未来的祝愿
风中扬起漂亮的船帆
是我金色的童年

童年的歌谣

一只只纸飞机努力冲向云霄
要和蜻蜓蝴蝶比试谁飞得高
秋千荡起来风声在耳边呼啸
欢快的笑声被追得满地乱跑

池塘里的青蛙呱呱不停地叫
小蝌蚪摇着尾巴把妈妈寻找
树上的知了会不会口干舌燥
我把饮料分你一半你要不要

小脑瓜里有很多奇妙的想法
像一粒小种子在悄悄地发芽
昨天夜里又闯进了哪部童话
要没要到主人公的私人号码

这个周末眼看着又要结束了
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完成了吗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沏一杯茶
再来一个爱的拥抱表达表达

不倒翁

东倒一下 西歪一下
前趴一下 后仰一下
摇摇晃晃 晃晃摇摇
就是不会倒下

大大的肚子 小小的脑瓜
微微地笑着 却不爱说话
想和你握握手 交个朋友
你的手在哪儿呢

不倒翁 不倒翁
你肚子里满满当当
装的也是智慧吧

不倒翁 不倒翁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永远站着不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