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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一所普通山村小学，
一位教师组织起一支童声合唱
团，带山村孩子们乘着歌声的翅
膀，走上更大的舞台，收获刻骨
铭心的成长……吴洲星儿童文
学作品《紫云英合唱团》由真实
事件改编而成，从乡村合唱团的
小切面入手，展现农村少年儿童
的成长与生活，反映新时代乡
村教育的变化与发展。

作品围绕紫云英合唱团里
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立体鲜
活的人物。毛豆、陈大力、吉
羊、黄小灵等孩子形象的塑
造，主要通过他们与家庭、学
校及周围环境的互动展开。敏
感要强、不甘人后的毛豆，调
皮、爱惹祸却也坚强勇敢、在
逆境中保持乐观的陈大力，自
卑胆怯但在音乐上很有天赋的
吉羊……作品通过细微的家庭
琐事和校园生活描写孩子的言
行，贴合儿童天性，细节充满
童趣，塑造了乡村儿童坚韧自
尊、勇敢友爱的群像。可以
说，这些孩子的成长故事是对
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村教育状况
的反映。在走进孩子心灵的过
程中，读者也走进了充满温情
的校园课堂，走进了真实的乡
村生活。

小雨老师无疑是作品中最
富光彩的形象。她是孩子们音
乐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他们情
感世界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在
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小雨老
师通过音乐审美，帮助他们理
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引导他
们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种情感交流和
教育方式深受孩子们喜爱，对
他们今后的成长也有不可估量
的积极影响。对小雨老师来
说，坚守乡村教育并不意味着
单向的付出与奉献，还意味着
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的充
实。小说最后，小雨老师决定建
一座虚拟民歌博物馆，展示她收
集记录的民间艺人的民歌小调，
让美好的歌声被更多人听见。

作品中，音乐元素贯穿始
终，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
键要素。是音乐让孩子们成为
一个团队，唱歌不仅成了爱好，
也是他们心灵的抒发，这一巧妙
构思引发读者思索艺术教育的
独特作用和儿童美育的现实需
求。作品还将传统民间音乐融
入小说叙事，赋予小说主题以一
定历史感。从丰富多彩的中国
传统音乐中，我们能够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悟中华

民族寄寓于音乐中的热爱生活、
乐观向上的精神传承。

对这样一部现实题材儿童
文学作品，作者还自觉进行社会
场景和文化意涵的丰富与深化，
试图增强现实书写的成色与分
量。

浙东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
活动和风俗习惯等，在小说中得
到生动展现，增添了人物生活场
景的真实氛围，也增强了身临其
境的阅读体验。草籽花、煨年糕
等具有地域特色的风物与美食，
传递生活气息，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地域文化的生机活力。

乡村里有怎样的童年？歌
声里有怎样的梦想？《紫云英合
唱团》 以独特叙事角度展现孩
子的内心世界，绘就了一幅乡
村教育画卷。乡村儿童生活与
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
奉献、美育的现实作用、乡村
教育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意义，
这些都是人们关切的话题，也
是当代文学可以深入挖掘与表
现的主题。《紫云英合唱团》从
儿童文学的视角给出了回应。
就选题的丰富性与开掘的深度
而言，乡村题材儿童文学还需
要更多尝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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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童年
歌声里的梦想

人生短暂，我们总是怕浪费，因此步履匆匆，忙不停歇。
总想着忙过眼前这一阵，就会有时间享受，但琐事源源不

断，想做的事被一拖再拖。
最后，那些被我们推迟的幸福，就像被遗忘的旧衣服，生出

了霉点，再也无法挽回。
走过半生，渐渐明白，成年人的通透，是从不延迟幸福。

永远不要“延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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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过一个故事。
有位老太太，因为节俭，一箱梨

总是先挑烂的吃。就这样，梨陆续地
烂掉，老太太一直吃烂梨。她完全没
意识到，节俭固然是好事，但好东西
不及时享受，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
生活中不乏一些人，就像这位老太太
一样，守着好梨，吃着烂梨，既错过它
本身的价值，也因不舍而亏待了自
己。

网友吕婷婷，分享过自己的经
历。大扫除的时候，婷婷发现一瓶几
乎未用过的精华。这瓶精华，是她在
香港买的，因为工作需要她常得东奔
西跑，怕它打碎，所以一直放在家

里。而如今，精华已过期许久，只能
忍痛扔进垃圾桶。

生活中，与婷婷一样的人不胜枚
举，喜欢将最好的事物留到最后。想
等退休后再去四处游历，却不幸身患
重疾，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应该珍
惜的人，因犹豫等待，让缘分在不经
意间悄然离去。承诺每年带孩子旅
游一次，不经意间孩子已长大，而诺
言仍未兑现。时光看似漫长，实则转
瞬即逝，总是等待明天再去行动，最
终只能在回忆中追悔莫及。

简·奥斯汀说：“人生是如此短
暂，如果延迟，我们就可能失去机
会。”幸福没有回放，停留意味着失
去；凡事皆可期待，但切莫一味等
待。等有时间、有场合、有机会，等你
做好准备，一切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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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忙碌，都是为了奔向幸
福，但幸福也有保质期，并不一定会
在未来如期而至。

急匆匆地赶路，会让我们失去生
活的本真，慢悠悠地行走，方能感知
到烟火尘世的精彩。

不妨给自己留点空间，去探索从
未经历的；

常回家看看，和父母散步话家
常；

在周末的时光中，陪孩子互动玩
游戏。

适当地把自己还给自己，去感受
岁月的温柔，去细品人间的百态，幸
福自会溢满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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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把
日子过好的能力，在最想做事情的时
候，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人生无论怎么过，都会有遗憾，
不妨放慢脚步，留点时光给自己。

许多时刻，追求越多，负担越重，
内心就越贫瘠。你要知道，人世间的
幸福，并不是荣誉的多少、地位的高
低，而是懂得珍惜触手可及的当下。

作家莫言，写过无数作品，细细
品读，他的作品中少有恢宏浩荡的叙
述。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平凡人的
喜乐，普通却有滋有味，这与他的生
活态度息息相关。

当他用心去经营生活时，他感慨
道：“幸福很简单，就是尽力享受当下
的每一刻。”

远方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切实
的生活。

钱没了，有机会再赚，工作丢了，
可以重新找，但有些事一旦错过，就
是数不尽的遗憾。

幸福就像储蓄罐，你怎么对每一

天，未来就会如何回馈你。
当你不再着急行走，你会发现生

活中的幸福无处不在，只是我们过于
拼命，让美好变得遥不可及。

韶华易逝，岁月经不起蹉跎，流
年易换，生活应把握今朝。

不犹豫，不等待，不徘徊，热情拥
抱每分每秒，细水流年里，也会处处
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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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80岁老人的寿宴上，有人
问道：“你这一生，哪一个时刻感觉最
幸福？”

大家都以为她的回答，要么是结
婚时，要么是成为母亲时，再或者是
一家人团聚的时刻。可是，老人不紧
不慢地说：“每一刻。”

人生是单行道，哪有岁月可回
头。在你犹豫的瞬间，可能就与幸福
擦肩而过，在你等着“最佳时机”到来
时，兴许只能等来无花空折枝。

在《读者》上读到一段卢梭的话，
幸福感满满：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
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
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
福。我在树林和小丘间游荡，我在山
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
园子里干活，我采摘水果，我帮助家
人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
福总是步步跟随着我；这种幸福并不
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
中，而是完全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
能离开我。

是啊，与其精心筹备，等待幸福
降临，不如把握眼下实实在在的幸
福，每一刻的朴素的幸福。

善待眼前人，惜取当下事，不虚
度光阴，不等来日方长，细嚼生活，慢
享美好。

愿你在悠悠岁月中，顺从自己的
心意，静享生命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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