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恐慌”，是指儿童因面

临巨大压力，不能理解也不能承

受所导致的一种较强烈较持久的

焦虑心态。对不少学校的调查表

明，与学习有关的压力是少年儿

童面临的主要压力。调查显示，

相当多的儿童因考试或学习压

力，心情不好、郁闷和烦躁，部分

儿童因此睡眠欠佳，不想学习，

甚至产生自卑感。

活泼快乐，天真无邪，兴趣

广泛，追求新奇，是一切儿童的

天性，也是他们健康成长的本能和基础条件。如果

成天惴惴不安、思虑重重、眉头紧锁，乃至悲观厌世，

其天性志趣就会被压抑，正常的生活和情致就会被

扭曲，发展活力与潜力就会大打折扣，对人的未来乃

至一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由此，不禁使笔者想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尽管他们在儿童时代

家庭生活拮据、物质条件匮乏，但除了上学念书外，

尚有大量时间在大自然中嬉戏，跳绳踢毽，摸鱼逮

蟹，捉虫玩鸟，尽享童年快乐。同时，帮助大人承担

了不少农活和家务劳动，从而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

干。这种境况，在当前已很难见到。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

考取高分，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已顺理成章地成为

家庭与社会的理念和信条；以学习成绩论成败，过度

追求升学率，成为考核学校工作的主要标准；望子成

龙，为孩子设计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人生定位；以

及长期以来以应付考试为核心的教学体制与方法，

都在客观上助长了少年儿童心理上的压力与恐慌。

这样就把本来以获取知识、提高素质为目的的求知

需要，变成了追求过高目标、竞争求胜和出人头地的

功利需要。既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民教育的主旨

和教学规律，也背离了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发育

成长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

展，剥夺了他们生活中的诸多乐趣。更可悲的是，某

些家庭和社会的争名逐利倾向，使一些儿童变为“小

大人”，过早地关注社会，懂得“人情世故”“礼尚往

来”，变得“老练圆滑”，只想自己成才，嫉妒别人成

功，缺少团结意识和奉献精神。

消除“童年恐慌”现象，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

大难题。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扭转“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喊了多年，也研究过不少办法，

但收效仍不够理想，有些深层次矛盾未敢触及。这

里有中国国情问题，有传统思想和长期形成的社会

理念、价值取向问题，也有诸多政策和操作

层面的问题。可以讲，是一道难解方程而

非不解方程。希望国家各部门、社会各界

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从提高民族整体

素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来关心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下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

问题，还孩子们本来的天真与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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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错误
程 远

快乐的感觉是怎样的？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孩子来说，快乐可
能源自一根棒棒糖、一只蝴
蝶、一个温柔的拥抱；对于少
年来说，快乐可能来自一份满
意的试卷，来自同桌一个会心
的微笑；对于青年来说，快乐
可能来自一项成就感满满的
工作，来自上司对自己的认
可；对于中年人来说，快乐可
能来自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

的时光；对于老年人来说，快
乐可能来自子女的陪伴，或者
病愈后独自下床走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发现，快乐似乎越来越复
杂。想要找到快乐的感觉，
需要越来越多的条件。即便

如此，也很难找到纯粹的快
乐，更多的是“喜忧参半”“悲
喜交加”“亦喜亦忧”“五味杂
陈”……个中滋味，只有自己
能够体味。

看到过一个精妙的比
喻——快乐就像是尿裤子，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但只有
你自己才能感觉到那股暖
意。每个人大概都体会过那
种内心热流涌动的感觉。

童年结束后，单纯的快
乐也随之终结，倒也不必因
此感伤。从另一种层面来
说，正因为快乐难得，才让人
更加珍惜，会更用心地去捕
捉和品咂生活里那些转瞬即
逝的灵光。生命也因此更加
细腻、温暖与厚重。

快乐的感觉
张君燕

过年时一家
人 在 一 起 聊
天。妹妹说，那
天妹夫早起穿
袜子，穿好一只
脚后，另外一只袜子说什
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才
发现，原来是两只袜子都
穿在一只脚上了……

我和老伴儿也有过
类似的情况。平日起床，
我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按
摩几处保健穴位，有时按

着按着就记乱
了。老伴儿到
厨房，有时进去
站在那却想不
起来自己干什

么来了。有人说这些情
况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是
老人，记忆力衰退了。

但我以为不一定都
是这个原因。《禅宗公
案》里有一个故事，小和
尚问老和尚：“您得道前
做什么？”老和尚说：“砍
柴担水做饭。”小和
尚 问 ：“ 那 得 道 后
呢？”老和尚说：“砍
柴担水做饭。”小和
尚又问：“有什么不
同吗？”老和尚回答
说：“得道前，砍柴时
惦记着挑水，挑水时
惦记着做饭；得道后
砍柴即砍柴，担水即
担水，做饭即做饭。”

要做好一件事
情，必须专心致志，心
无旁骛——穿袜子时
只想着穿袜子，不要
去想穿衣服、穿鞋。

穿袜子
韩铁铮

那时候，静海城里每年
有一个最热闹的日子，就是
五月的庙会，当地人称为“五
月庙”。但是，由于每年都有
坏人捣乱，往往把个热闹的
庙会闹得乱七八糟，官府上
也没有办法。

韩白袍决定惩治一下那
些坏人。

这一年的“五月庙”是个
晴天。韩白袍携几位好友同

去逛庙会，也为找寻那闹事
者。当他们逛到城隍庙时，
前面大街上，突然大乱起
来。韩白袍他们急忙走过去
一看：有一个人正在抢一位
老者篮子里的鸡蛋。老者一
面哀求，一面用手去夺。那
恶痞见老者竟敢跟他夺，挥
手就向老者打去。韩白袍抢
上前去，一把抓住恶痞的手，
大喝一声：“不许打人！”韩白
袍的手像只老虎钳子，牢牢
抓住要打人的地痞。那家伙
嘴里还不住地叫：“你敢拦爷
爷，爷爷今天非教训教训
你。”可是，他的一只手被攥
在韩白袍手中，怎么也挣脱

不了。韩白袍冷笑着说：
“哼，看谁教训谁吧。”说着韩
白袍“啪”地就给了那人一个
大嘴巴。那人疼得用另一只
手捂住脸叫：“弟兄们，快上
呀！”韩白袍大喝道：“我看你
们哪个敢动！”看到这些地痞
要打群架，同来的几位好友
护住了韩白袍。

韩白袍抓着那恶痞的手
说：“想打架吗？到宽敞地方
去。”说着手上又用了劲，那
恶痞疼得脸上直冒汗。韩白
袍拉着那人，来到南运河边
上，才松开手。这时，那恶痞
用一只手直搓刚才被捏酥了
的手，央求说：“大爷，饶了我

吧，下次绝不敢做了。”韩白
袍说：“我是韩家口的，离这
里很近，以后，你如果再胡
闹，别怪我不客气。”

后来，县官知道了此事，
派人送来聘书，要韩白袍去
县衙里做个小官。韩白袍牢
记和尚师傅临终前告诫他的
话：“一生不为官、只为民，扶
危济困，除暴安良。”他回绝
了县官的聘请，仍在镖局当
保镖。镖局没活儿时，韩白
袍就在家种田。

五月闹城隍
杨伯良 整理

红即红树林，黄为萤火
虫，蓝乃蓝眼泪。

在沙巴州的孟河流域，
某个温暖的下午至夜晚，我
们经历了一场有意思的颜色
之旅。下午出发，先看红树
林，这是铺垫，晚上看萤火虫
与蓝眼泪才是主题，因为要
碰运气，天气不好，萤火虫、
蓝眼泪都看不到。

红树林，不陌生。数十
年前看过北海的红树林，后
来又看过深圳的红树林，还
有不少海湾的滩涂边，也有
零星的红树林。它们只在潮
间带生长，潮涨潮落，海水周
期性浸淹，砍伐后会氧化变
成红色，但其实，红树林不
红，反而是葱郁的青绿色，它
们是大海边特别的景致。

孟河水深平均十余米，
几十米宽，水质清冽。与我
看过的矮丛红树不同的是，
这里的红树，长得高大，高的
甚至超过二十米。红树林茂
密，似乎是红树墙一样，密得
几乎钻不进人，偶尔有几丝
阳光照射进林子，但都深幽
得神秘。那里面有什么动物
吗？导游说，只有生活在树
上的长尾猴，还有白鹭、蜥蜴
等野生动物，其他动物几乎
不能生存。

在一个宽敞处，船停了
下来。导游站在船头，手里
捏着一袋吃食，大声招呼着，
一会儿，就见树上钻出了几
十只猴子，尾巴与手臂都长
长的。它们接过吃食，吧唧
吧唧吃起来，有些猴子则挂
着树枝随意荡来荡去。瑞瑞
极兴奋，不时发出尖叫，这活
生生的画面与动画片上毕竟
不一样。我相信，如果船靠
得太近，它们肯定会跳上船
来。或许猴子也选择树，那
些有猴子的地方，红树都长
得特别高大。细细观察，红
树的气根，粗壮发达，树身上
还有不少小棒状的东西，我
知道，那是红树的胚轴。红

树的种子在还没有离开母体
时就已经萌发，随后成长为
棒状的胚轴，最后从母体掉
落到潮间带的淤泥中，或者
随水漂走。在孟河入海口的
海滩上，我就捡到了好几支
红树胚轴，细细的，外表青绿
色，四五十厘米长，两头尖，
中间圆，随手将两支插进海
滩边上的软土中，不知道它
们会不会生长出来，但我知
道它们很顽强。

孟河河岸，有几处红树
林，树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布
条，导游解释说，那里面是巴
瑶人的墓地。“巴瑶”，马来语
的意思就是“海上之民”。在
孟河流域及沙巴州的西海
岸，有不少连片的房屋，多的
有数百幢以上，那就是巴瑶
人的住房，他们捕鱼为生，被
称为最后的海洋游牧民族。
我们船的驾驶员，就是一个
年轻的巴瑶人，短裤，赤脚，
黑且瘦。小伙只能听懂几句
汉语，我们问他话，大多是导
游回答，他只是腼腆地笑笑。

除了红树林中的猴子，
瑞瑞对红树林倒没有表现出
多大的兴趣，但萤火虫则对
她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是孟
河，还是红树林。夜晚行船，
船也不打灯，默默地行进，天
上的新月已经变粗，水面泛
着光，一行人似乎都十分神
秘。我小时候在家乡，天晴
的时候，萤火虫几乎天天晚
上可以在家门口的田野上看
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
萤火虫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
情，有一年去大理，说有萤火
虫可看，但告诉我是人工培
养而成的，我就兴趣索然。

到了一个狭窄的水湾

处，船停了下来。导游打开
手电，用手半遮出散碎的光，
朝几棵高大的红树来回晃
动。不一会儿，就有萤火虫
闪闪点点朝我们船上飘来，
一只一只，一只一只，它们在
空中上下飘浮着，越来越多，
用手轻拢，手心里就有一
只。瑞瑞也拢到了一只，她
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别捏紧，别捏紧！瑞瑞小心
地轻拢拳头，让它在手心里
闪亮数下，再张开手掌，萤火
虫就慢慢地飘走了。这一次
看萤火虫，实际上是与萤火
虫互动，它们是被导游的光
给骗过来的。而我们现在之
所以关注萤火虫，其实是关
注生态，因为它对生活环境
有着极高的要求，水质污染、
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无常、城
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都影
响萤火虫的生长。

带着兴奋，船开始往回
开。导游又发给我们每人一
个小网兜，说：用小网兜往水

下捞，看看能捞上来什么？
所有的灯都关掉了，水中的
小网兜，在模糊的月光下，闪
闪发亮，那发亮的就是“蓝眼
泪”，瑞瑞自然兴奋，又如发
现新大陆一样，还说回去要
与幼儿班的同学分享。所谓
“蓝眼泪”，是微小生物夜光
藻产生的自然现象，这些微
生物受到摩擦或冲击，比如
被海浪搅动时，就会发出蓝
色的荧光。

沙巴州的蓝眼泪应该著
名，不过，台湾的马祖、福建
的平潭也有。有文友向我描
述他在浙江大陈岛也见过
“蓝眼泪”：站在亲水栈道的
一处观景平台看，漆黑的海
面上闪烁出一道道璀璨的蓝
色荧光。随着海浪拍打岸边
的礁石，荧光的蓝色就愈发
密集，愈发浓厚，宛若无数蓝
宝石纷纷坠落。我能想象
出，海岸边不断翻滚起的“蓝
眼泪”，在满天星光下显示出
的神奇与诡秘，它们也是有
生命的蓝色小精灵。

在我看来，红黄蓝，甚
至，赤橙黄绿青蓝紫，它们皆
各从其类，都有自己独特的
传奇。对人类来说，它们也
是象征，象征着生命、机遇、
活力、希望。

红黄蓝
陆春祥

春天是富有生命力的季节，是充满希望、万物复苏的
季节。柳树感知到春天的到来，吐出淡黄色的嫩芽，让人
们感受春的暖意、温柔与生机。我把它画了下来，顿感春
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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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韩白袍的故事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