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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万洲老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儿
童文学的创作，为儿童身心健康教育
笔耕不辍，不少作品入选小学课文及
辅导教材，不愧为现代儿童文学作品
的代表人物。

一.儿童教育的好教材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早

在1956年就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
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
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
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
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
欢看的作品来。”由此可见，以儿童年
龄特点和立场创作作品，是儿童文学
的必然要求，当然也是其最大的特
色。彭万洲老师就是这样去写作的，
如他的《小鲫鱼参加联欢会》《村头那
颗老榆树》《太阳钓鱼》等儿童喜爱的
作品。多年以后，彭万洲成了儿童心
中的故事爷爷。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人类很早
就发现文学是很好的教育手段。儿童
文学的提倡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
的，儿童文学是因为儿童教育的需要
才从大文学的母体里分离出来并独立
的。彭万洲的《中国结》《扎根》《第三
只眼睛》不失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因
此，儿童文学实际上应该是“成长文
学”，是关注儿童成长、有助儿童成长
的文学。

二.培养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
儿童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

在知识、精神、身体、社会等方面均未
成熟的儿童培养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
人，因此儿童文学在儿童的教育活动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社会道德价值上，儿童文学传

达的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美德，如孝
道、诚信、勇敢、勤奋、合作、宽容等。
彭万洲的《小蝌蚪找妈妈》不失为一篇
这样的上乘作品，所以年年被选入学
生必读课文。彭万洲笔下的栩栩如生
的“笋娃娃”、“不愿短尾巴的狗”、“老
鼠买鱼”等形象，用儿童的语言教育孩
子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和生活习惯。
因此，我们说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它
源于人类的爱与期待，爱是儿童文学
最基本的美学元素；儿童文学是善的
文学，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
美学特征。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
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传达
了深邃的爱的哲学，它具有引人向善
的思想魔力。

三.作品寓教于乐，让儿童认识社
会、人生、自然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是从
整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它包含丰富
的思想内容以及作家的主观见解，也
纳入不少社会、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
等方面的知识。比如，彭万洲的童话
《谁住顶楼》在讲述童话故事的同时，
又融进了许多人世间的真善美的知
识。所以，作品获得了全国童话征文
二等奖。又如《影子桥》这个小故事，
很好地教育儿童爱护生态、爱护古迹。

彭万洲进入幼儿素质教育《语言》
读本的《一块西瓜皮》，用小猴、小鸟、
小鱼、小青蛙等各自对一块西瓜皮的
不同态度，引导幼儿运用“踩、抛、扔、
推、抱”等词讲故事，教育孩子爱护环
境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彭万洲的作品告诉我们：儿童文
学作品与其他文学相比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它更能引起儿童浓厚的认知兴

趣。《石子》《还魂草》《翠碧潭》等作品
则以其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情节、活泼
的笔法，把小读者引进那个他们欲探
知的世界，引导他们走向真善美的世
界。在具有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儿
童面前，就能大大激起小读者观察世
界、认识世界的兴趣。

四.培育儿童发现美、感受美、创
造美

彭万洲老师认为“美感与思想具
有同等的力量，甚至大于思想的力
量。”所以，他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
中不遗余力地浇灌出一朵朵美善的花
朵，用纯真的美陶冶幼小儿童纯洁的
心灵。如散文小品《拾豌豆》和编入国
际幼儿《汉字》教材的《涓涓小溪》及编
入《儿童阅读研究丛书》的《夏夜多么
美》等。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
中对这个美妙无比的艺术世界作过形
象的描绘：“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霁月
一样的澄明，然而绝不像一张白纸。
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
澈，然而绝不像一片玻璃。”这样的
描述，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儿童文学
所独有的美学魅力。彭万洲笔下的
《种棵快乐树》《好大的雾》《谁来补
天》等，它们在儿童少年的心里所激
起的感情都愈来愈纯洁，愈来愈高
尚，使读者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彭
万洲类似的作品还有《过河》《老鼠买
鱼》《换房》《伤害》等，都是这方面有代
表性的作品。

综上所述，彭万洲的儿童文学作
品如同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养料，是带
给孩子们的精神粮食。彭万洲的作品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还影响我
们大人。

不老的童心
——彭万洲儿童文学作品赏析

荷语 剪纸 何晓玲 作

去年的一弯新月
泊在池塘树下
问嬉戏的鸳鸯
疏影横斜
可闻暗香浮动？

风乍起
吹皱一池凉水
波光粼粼
恰如盈盈目光
莫非伊人在水一方？

举头长叹
月有阴晴圆缺
嫦娥眼中亦进沙粒
衣衫露湿
定是她凄凄惨惨戚戚！

思念
□余春明

一道闪电
劈开五千年固步自封
迷梦醒来，公元一九二一年
瞬间定格。一粒种子
穿越西北利亚的寒流，落根
嘉兴南湖。一株孱弱的幼苗
从此追随一群衣衫褴褛
怀揣火种的侠客
走南闯北

镰刀刈割蔓生的荆棘
铁锤砸碎板结的土地
共和之花，从此嘹亮了神州
阴霾的天空。自由，民主
星火燎原。脆弱的根茎
抱团取暖。破晓的号角
唤醒沉睡的大地
澎湃的激情，打通
栓塞的血脉

九十四载，九十四行脚印
一行脚印就是一曲欢快的
福音。聚沙成塔，众人拾柴
萎靡的华夏挺起倔强的脊背
失血的面庞日渐丰润
麦海腾波，稻浪涌金
甘甜的乳汁，源源不绝
喂壮了华夏

一面旗帜映红了中国的苍穹
一个主义健壮了龙族的灵魂
一棵大树举起一轮希望的朝暾

铁锤与镰刀迸溅的火花
绚丽了七月。满枝的硕果，醉了
你，醉了我，醉了十三亿
炎黄子孙

七月礼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

□谭长海

一天之中，最快乐的莫过于夜色
降临。

站在窗前，看太阳渐渐隐去，天
色渐渐变灰、变暗, 渐渐化成一片
墨色。星星泛起,泛起夜的温柔。倘
是晚秋，沐浴在清冷之中，常常会有
一种奇怪的通体透明的感觉。风吹
过，慢慢拂去郁积了一天的闷气。这
时，一轮明月从东山爬起, 把她如
银似水的月光洒向人间，把山村照得
淡雅、空明起来，有一种“四更山吐
月，残夜水明楼”的感觉。远山朦朦
胧胧，近树影影绰绰。故乡那弯曲的
涌泉河涌着闪闪的波光，缓缓地、潺
潺地向远方流动。山坡上农家小院的
熠熠灯光，静静地流淌着家的温馨。
田野里时起时伏的蛙声，吟唱着大自
然的韵律……这是多么空旷、多么柔
和、多么澄净的夜晚啊！独自沉浸在
温柔的夜色之中，尽情地享受着大自
然赠予的恩惠，享受着难得的清闲和
宁静，心胸将变得清爽空灵起来，浑
身是那么轻松、惬意，仿佛到了忘我
的境界。

每当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便会
搁下笔，把灯关上，这时，窗外一片
黑暗，屋里亦是一片黑暗，人被黑暗
厚厚地裹起，只有女儿熟睡时轻轻的
呼吸声。

坐在窗前，点上一支烟，看着红

红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心里宁静似
水。

坐在夜里，什么也不要想。这个
时代思想己经太多，严肃的或者轻松
的，真诚的或者虚假的，陈旧的或者
时尚的，在这个喧哗和嚣动的时代，
我常常感到一种心灵的疲乏。是的，
现在，在夜里，什么也不要想，神圣
的或者卑琐的，超脱的或者世俗的，
什么也不要想。在这深深的无尽的夜
空中，你成了一个婴孩，回到原初的
我。在夜里，我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所有我之外的人或者事都被黑暗渐渐
地吞噬，唯一存在的只是我。

在白天，我是什么呢？我是一个
丈夫，必须为妻子的工作四处奔走；
我是一个父亲，必须为儿子的学业日
日操心；我还是一个儿子，我必须晨
起向父母问安，注意他们的饮食起
居；当然，我还必须工作，为我和我
的儿子挣一份口粮。于是我匆匆走进
我挣钱的地方，处理各种杂事，应酬
每一个来访的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
人，热情地有意或者无意地交谈；我
得随时准备接受同事友好的或者不那
么友好的目光，我得不断地检讨自
己，看看是否有逾越规矩的地方，不
断地应付各种恶意的攻击或者无聊的
流言。

这就是白天。在白天, 我们每

一个人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
中，我们不断地变化着自己承担的各
种社会角色，也承担着命运所规定的
各种欢乐与各种痛苦。

当这喧嚣的给人欢乐给人痛苦复
杂得令人莫名其妙的白天终于消逝，
余下的还有些什么呢？只有夜，纯静
如水一般的夜。在这水一般的夜里，
我作为我自己坐在窗前，为自己点上
一支烟,任凭自已飘浮在水一般的夜
里。

有时，我会起身，轻轻走出庭
院，走到山乡的小街。夜风轻轻吹
过，带来山野的新鲜气息。在黑夜里
慢慢地走，我贪婪地享受着黑夜给我
的宁静给我的温柔。

我走过一幢一幢的楼房，我经过
每幢楼房的窗口，我听见雷一般的鼾
声，听见咔哧咔哧的磨牙声，听见含
糊不清的呢喃声，听见断断续续的抽
泣声，有人在梦里惊恐地大叫，有人
在梦中欢笑……

我，一个人，站在无边无际的黑
暗之中。风轻轻吹过，轻轻地抚摸着
我的头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
轻轻地把我身体的创伤抚平，轻轻地
把我心头的郁闷吹散。哦, 夜的
手，母亲的手。

我依偎在母亲怀里，静静地享受
着夜的温柔。

夜色温柔

□

向
胤
道

二弟住在乡下老家，半月前就打
来电话，邀我回家过端午节。一早偕
妻携子，驱车飞奔在铁山的盘山公路
上。

我满怀喜悦，回到了梦寐中的老
家。看到家乡夏日里山绿水绿的景
色，听着那一声声流淌在血脉里的乡
音，心里升起一片浓浓的乡情。

兄弟在家排行第二，是邻乡学校
的教师。前些年，家里几兄弟赶时
髦，到城里或镇上买了房子，先后离
开了老家。二弟不为所动，说自己留
在老家守祖。而今想来，如果不是二
弟住在乡下老家，家乡于我只是一个
概念了，或许只有站在城里狭小的阳
台上，远望家乡的方向，一解那浓浓
的乡愁了。

在端午节的淅沥细雨中，二弟家
小别墅似的房子，仍不失它华美的气
势。屋宇四周绿树掩映，朱红的大理
石镶底，白色瓷砖贴面，几株艾草挂在
窗棂上，浓郁了端午节的味道。

院坝边的天竺桂、桂花树、枇杷树，
树冠高大，枝繁叶茂，为房前屋后撑起
了一片绿荫。几棵大树外是一排笔直
的花台，花台上的万年青修剪整齐，间
或栽种了多种花卉，有火红的玫瑰、馨
香的栀子、鹅黄的月季……庭院飘满馥
郁浓香。

二弟幼时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
忘，师范毕业后，当上了一名小学教
师，全家乃至全村皆引以为荣。他教
书在行，桃李满天下，口碑颇好。闲暇
摆谈，他能言善辩，侃侃而谈，走到哪
里，便有他的声音，上讲天文，下说地

里，历史故事，烂熟于心，令人刮目相
看，佩服有加。有人替他惋惜，三尺讲
台站一生，而且还在乡下。他颇不以
为然，说此生能做教师足矣！

如果以貌取人，二弟身体胖硕，长
相剽悍，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文弱的教
书人。那年暑假，他到广东探视打工
的弟媳，在回家的客车上，几个人佯装
乘客上车，欲行抢劫。他一堵墙似地
站在车上，发动车上的人，吓退了几个
小蟊贼。因为侠肝义胆的豪气，他人
缘颇好，家里时常宾客盈门。

二弟朴实勤劳，每天自驾摩托到
校。他走上讲台，拿起教棍，是教学精
英；放下课本，回到家拿起锄头，便是
种田好手。在如今少有人种田的境况
下，他却挽起裤腿耕种起了土地，不忘
农民本色。他从早忙到晚，除教书外，
侍弄庄稼，修剪花草，饲养鸡鸭，一天
没有停歇。

我们欣赏院里花卉，观看夏日景
色，时间悄然过去，不觉到了中午时
分。二弟按乡村习俗燃放黄烟，以示
驱虫避邪，一片乳黄色烟雾，在浓烈
的雄黄味中渐渐飘散。一大家人在笑
声中，品粽子，尝麻花，吃着时令蔬
菜，一次次举杯共贺节日快乐！声声
欢笑和吉祥祝福洒满了幸福的农家。
吃罢午饭，雨过天晴，大地和美清
爽，太阳出来了，一片艳丽的霞光，映
红了院坝，给这端午节日平添了许多
色彩。

夜晚，坐在凉椅上纳凉，嗅着阵阵
袭来的花香，捧一杯家乡井水冲泡的
香茗，细细啜饮，滋味鲜爽醇甘；安享
夜风送爽，耳闻虫叫蛙鸣，聆听二弟讲
那永远都讲不完的故事，这趟回家之
旅是多么地惬意和悠然。

我家的背面是一座大山，大山深
处散落着许多人户。生活在这里的山
民淳朴厚道、仁慈善良、坚韧耐劳。

山里女人特别富有生气。独特的
自然环境带给她们灵气，秀美的山水
赋予她们柔情。生活在山里，一草一
木、一叶一泥她们都熟悉不过。从婴
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成楚楚动人的少
女，再到为人妻、为人母，她们均厮守
着这片神奇的土地，日夜看护着家园，
长年累月的劳动，练就了她们与生俱
来的坚韧。没有城里女人的细皮嫩
肉，更没有娇贵女人的公主性格，有的
是健壮的体格，砍柴、挑水、种地，男人
们能干的都能干。

我曾接触这样一个女人，她叫王
翠花，生长在我家背面的那座大山
里。高挑，眼睛大而亮，皮肤黑但很
光洁，说起话来粗犷中带着银铃般的
声响，走起路干起活来急风急火的。
可惜她三十五岁那年，丈夫因车祸永
远地离开了她，留下一双儿女，大的
十岁，小的六岁。很多好心人帮她物
色新对象，更多的则劝她走出山里。
而王翠花硬是守着一双儿女，起早贪
黑，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抚育成
人。

山里像她这样的女人还有许多。
是啊，这里是她们的根脉，山野的空
气，流淌的小河沟，桔子花开的香味，
都输入她们的骨和血，她们有的是山
村女人的自信。迎着清晨的第一道晨
曦，她们默默耕耘；黄昏，踏着落日的
余辉，心满意足地回家。

山里女人一般念到初中、个别到
小学就不再读书了。可别看山村女人
没有多少文化，但伶牙俐齿，和人论理
条条是道。明事理，顾大局，是山里女

人的一大特点。她们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农忙时节，成年女
子除了做好饭菜外，平时和大男人一
样，挑起生活的重担。她们甘于这份
沉重与苦涩，安于这样终年劳作的现
状。她们都有自己的信念与理想，甚
至怀揣美丽的梦想。但终究还是离不
开山里那一片桑树、那一片竹林，以及
那闭上眼睛都能摸着的石头。乡土情
永远牵住了少女的心，留住了山里女
人的魂。

山里女人是父母的小棉袄。大热
天，父亲躺上凉椅，即刻送上擦脸的毛
巾，之后摇着大蒲扇给劳累的父亲扇
凉，直至父亲说罢了罢了。冬天，她们
怎么都会到集市上去称上几斤毛线，
用灵巧的手给父母编织合身的毛衣。
家中改善生活，遇有鸡鱼肉的，总是让
给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先吃。

十七八岁，得找婆家了。山里女
人是山里男子争抢的对象。她们渴望
自由恋爱，很想摒弃媒人说亲、父母点
头的陋习，但在大山深处，往往是很难
实现的。曾经有这么一对男女，他们
从小学到初中一起同班，情感甚笃。
可就在两人准备私定终身时，媒人提
上厚礼说亲来了。姑娘本想回绝，可
父亲一句“此事就这么定了”，撕碎了
姑娘美丽的爱情。那一晚，姑娘发出
了平生的第一次哭泣。两个月后，姑
娘出嫁了。而钟情的小伙得知后远走
他乡，从此杳无音讯。

到了婆家后，山里的女人即刻转
换角色，担起媳妇、妻子双重身份，挑
起家庭的重担。借着黎明前第一道光
线，轻轻地起床，做饭，给公爹、公婆洗
好昨晚脱下的衣裳。望着幼稚的儿
女，山里女人此时是一朵灿烂的朝
霞。在这个世界上，山里女人定会把
心掰成两半，一半留给夫君，一半割舍
给儿女。

□

冯
贵
华

二弟的“留守”

山里女人
□杨国军

□杨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