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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争取，女儿
终于同意把出生22个月的
外孙女带回老家，与我们生
活一段时间，并与我订了一
份“君子协议”：1、每天要给
外孙女讲一个故事，要唱一
首儿歌；2、不要带到人多的
地方玩，少带着逛超市；3、
不要玩手机……这些条文
看似是君子协议，实则是对
我的规定。为了能和外孙
女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我欣
然接受了这一“不平等条
约”。还好，大多数规定我
还能执行，就是每天要给外
孙女唱首儿歌，有点难住了
我。

在我的记忆中，我会的
儿歌有“鸡公叫，鸭公叫，各
人找到各人要。”“摇呀摇
呀，摇到外婆桥。”“老太婆，
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
扑通一声跳下河，河里有个
鬼脑壳。”这些儿歌贯穿于
我的整个童年，带我快乐地
认识这个世界。

听母亲讲，我对数的认
识就是因为《上山打老虎》
这首儿歌。有段时间每当
夜幕降临，父亲就会在院坝
里泡上一盅茶、点上一根
烟，教我唱儿歌《上山打老
虎》。我经常不唱4，而是从
3直接唱到5。父亲很着急，
说我笨。《摇呀摇呀，摇到外
婆桥》则是母亲对我每晚必
唱的儿歌。我哭时，母亲也
会唱这首儿歌给我听。《摇
呀摇呀，摇到外婆桥》是那
时让我止哭的神曲。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
那些儿歌早已成为遥远的
记忆。为了兑现“君子协
议”，为了教外孙女唱儿歌，
我又重新开始唱起了儿歌，
也成了我现在精神生活的
一部分。我学会了好多新
的儿歌，比如《两只小蜜蜂》
《磨豆浆》等等，优美的旋
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让外孙
女特别喜欢这些儿歌。我
还和外孙女一起看《喜洋
洋》《小猪佩奇》《巴比奇
奇》等动画片，同时学习里
面的儿歌。由于我经常和
外孙女一起唱儿歌，她特别
亲近我。没想到，儿歌成了
维系我和外孙女情感的纽
带。

一天，我在公园里锻炼
身体时哼着儿歌，一个老同
学热情地打招呼说：“老莫，
儿歌把你唱得越来越年轻
了！”“对。现在要陪外孙女
唱儿歌，不然女儿会剥夺我
带她的权力。”我高兴地回
答道。

现在，老婆说我变得像
个小孩，整天嘻嘻哈哈的。
不管是儿时的《一分钱》《上
山打老虎》，还是现在的《两
只小蜜蜂》《磨豆浆》等儿
歌，它们都会长久地留存在
我的脑海里。教外孙女唱
儿歌，不光是唱给她听，也
是唱给我自己听。小时候
儿歌伴我长大，也陪我慢慢
变老。如今，我又唱响儿
歌，重拾童年的记忆，重归
爱的时刻。

教外孙女唱儿歌
□莫小君

女儿今年参加高考，成绩不
好不坏，最后被一所一本院校录
取。月初送她去上大学，由此开
始了她人生中最有诗意和远方的
四年时光。

女儿读小学、初中、高中都
是在县城，离家最远也不过骑车
五分钟的路程，但高中管得严，
吃住在校，怕她吃不好，妻子差
不多每天给她送午饭，星期天女
儿还能回来一趟，既不算远方，
学习紧张得更没有诗意。我和
妻子因为两边家里想早点儿让
我们就业，都是中专学历，没有
上过高中，更没有上过大学，所
以对女儿的大学生活谈不上有
什么指导，只是想当然地认为，
上大学后虽要努力学习，将来考
个研究生什么的，但应该比高三
的学习轻松一点儿，应该有一些
诗意吧。女儿在本省读大学，离
家不过两小时的车程，但终究不

能经常回来，算是远方吧。诗意
和远方，是许多人人生中最向往
的两样东西，也祝愿女儿的大学
生活丰富多彩。

那天上午陪女儿报了到，安
顿好之后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
一起在大学的餐厅吃饭。餐厅很
大，电子屏幕上不停地显示着欢
迎新同学的内容。不经意间，我
看到了这样的语句：“做一个明媚
的女子，不倾城，不倾国，以优雅
姿势去摸爬滚打；做一个丰盈的
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
姿去奋斗拼搏。”我一下就被这句
朴实的语言所打动，忙用手机拍
了下来。

新入学的大学生一般都过了
18岁，算是成年人了，离开了父
母的怀抱，远离了家庭的温暖，开
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了。人生
路上，可以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可以做一个内心充满明媚阳光

的人，不蛮横，不冲撞，以四量拨
千斤的巧劲儿去迎接生活中的风
风雨雨；可以不是高富帅，但要沉
着实在，脚踏实地，做一个内心丰
富、知识充盈的人，以冲锋在前舍
我其谁的闯劲儿去拼搏追梦。大
学新生刚跃过成人的起跑线，如
果能拥有这样的心态，那不管是
大学生活还是今后的人生，一定
会在事业、家庭、人际交往诸多方
面取得丰硕的收获。

下午，女儿的入学手续、日常
生活所需事项均已办妥，就要和
她说再见了。我们没有让女儿相
送，而是目送她走进宿舍楼。当
女儿即将进入楼道时，转身向我
们挥手，我们也向她挥了挥手，然
后看着女儿进了楼道，自己终于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在心里
默默祝福女儿：但愿她能在诗意
里摸爬滚打，在奋斗拼搏中走向
远方。

三代人书房的变迁
□张光茫

读书人都希望有一间自己的
书房，它或大或小，总能承载读书
人的梦想。我家三代人书房的变
迁，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
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缩
影。

祖父的书房陈设很简单，除
了一本老皇历，就再也没有别的
什么书了。父亲那时尚小，对书
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在祖父不让
他们随便进那间所谓的书房时，
曾随口反问过祖父，你说那是书
房，那书呢？祖父当时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才喃喃地说：书嘛，会
有的，以后你就晓得了。

祖父书房的墙上贴有郑板桥
的梅兰竹菊四条屏，虽说只是印
制品，但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月
里，祖父能够花大价钱买书画，可
以想见他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和文
化品位。可惜好景不长，在后来
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祖父因为
历史问题早没了所谓“兼济天下”

的情怀，他只想偏于一隅“独善其
身”。

父亲最早的书房，其实就是
我们家的床头。文革后，父亲做
了民办教师。那时，我家就一间
房，里面放了一张床，还有锅碗瓢
勺等生活用具。父亲从旧货市场
掏来的几本旧书，就只能放在床
头。书不敢多放，放多了就没有
我们睡觉的地方。父亲不仅津津
有味地读书，还不时趴在床头做
摘抄。回忆起那段床头读书的时
光，父亲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共
同的结论：那是一个洋溢着激情、
饥渴阅读的年代。

后来，父亲的书房从床头扩
大到一张桌子。其时，我家的房
子由一间变为两间，但父亲还是
不敢给自己买个书柜，因为它太
占地方了。父亲索性就把一摞摞
的书搬到客厅的桌子上，这样看
书时也比较方便，比坐在床头看
书舒服了很多。那时，我跟着父

亲读过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
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书。

我自己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
书房。我成家后，把其中朝阳的
一间房子装修成了书房，并给书
房取名“独乐源”。我把书房的三
面墙都放置了书柜，能放几千本
书。这时候买书，不再是一本两
本的买了，而是成套成套的买。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把他
的书都买来读了，从中读到了一
种文化的自信。

当我在“独乐源”享受着读书
的乐趣时，心里非常感激我的父
亲，不光是因为他给了我众多的
好书，关键是父亲培养了我良好
的读书习惯，使我很早便感受到
了阅读的魔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家三
代人读到了众多的好书，而三代
人书房的变迁不仅反映了三代人
的读书生活，更折射出时代的巨
变，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崛起。

女儿的诗意和远方
□寇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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