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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我，小人
书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书。在黑白电
视都没有的时代，有一本小人书捧读，
真是太奢侈了。如果收集100多本小
人书也能当作收藏的话，我的收藏绝对
充满了革命情怀。

属于我的第一本小人书来得很不
容易。记得那是年根底，快过8岁生日
的我跟母亲去赶集，母亲破例给了我一
毛钱，让我买个麻花解解馋。等着炸麻
花的工夫，旁边摆了个卖小人书的摊
点，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围了过去。摆摊
的爷爷戴着个老花镜，嗓门特别高：“只
许看，不许摸！”“自己看完，再和班里同
学换着看，买一本，等于买了30多本！”
那一刻我动心了，我拿出仅有的一毛
钱。爷爷乐呵呵地说：“你这个妮儿还
不大，那就看看抗日儿童团小鹰的故事
吧。”看着一手拿红缨枪、一手叉腰的小
鹰，眼神坚毅地望着远方，我一下子就
找到了心目中的榜样。二年级的时候，
我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
巾。看着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我似乎感
受到了小鹰红缨枪上猎猎翻飞的那抹
红色。

伴随着成长，印象深刻的就是《毛

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这本小人书。出
生于贫苦家庭的焦裕禄，曾被鬼子押送
到煤矿当“劳工”，曾给一家地主当长
工，直到找到救星共产党，才走上革命
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抚育他茁
壮成长，他当民兵班长，他宣誓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到区里担任武装干事，他到河
南尉氏县担任副区长，直到1962年到兰
考当县委书记，他时刻用毛主席的革命
思想要求自己，调查研究除“三害”，改造
盐碱地，绘制新蓝图。那时候起，焦裕禄
这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印在了我的
头脑中——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一
心革命，一心为人民。如今，我成长为一
名党员教师，焦裕禄的精神依然指引着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孩
子们的成长尽力付出。

再次翻出我保存在箱子里的小人
书，瞬间便解答了很多人问过的一个问
题——70后为什么又红又专？是小人
书在我们的心中根植下一粒红色的种
子，是小人书帮我们竖起了一面不倒的
旗帜，也是小人书给予了我们宽广的爱
国情怀。感谢那个没有网络和手机的
年代，因为单纯，所以愈加美好！

（朱彩娟）

小时候，我最痴迷的，是捧上一本
小人书静静地阅读。那时候，阅读小人
书就像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它不
仅开阔了眼界，带给我无限的欢乐；还
为我编织了一个个甜美的梦想，使我的
童年岁月充满阳光。

最先接触小人书是在小姨家。我
现在仍然记得那些巴掌大的小人书，精
致的线条把人物的表情、景物的形状都
描摹得栩栩如生。我刚翻看两页就被
深深吸引，画面的下面还附有文字说
明，简洁明了，即使当时年幼的我认字
不多，但对应着图画，也能猜测出大
意。谁舍身炸碉堡，谁倒拔杨柳，谁手
执如意金箍棒腾云驾雾，谁又从一个杂
货店的小伙计成为一个大数学家……
小人书就像不说话的老师，教给了我对
人生真善美的评判标准。

在小人书上，我认识了代父从军的
花木兰、精忠报国的杨家将、侠肝义胆
的霍元甲、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水泊
梁山一百单八英雄好汉，还有蓄着两
撇胡子的高尔基、挥舞战刀的保尔·柯
察金、青春绽放的卓娅与舒拉等，都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为了攒够买小人书的钱，我
常主动帮妈妈跑腿，到商店买油盐酱醋，

母亲总会多给我几分零钱作为奖励，我
就用这些钱买了属于我的第一本小人
书。拿着新买的小人书，闻着新书散发
出来的油墨香味，我感到特别幸福，夜里
常常抱着书睡觉。

阅读小人书几乎成为我的一个癖
好。自己没有的，和别的小伙伴互相交
换，通常一本崭新的书经过无数次传
阅，封面、封底就会掉落下来，有的书缺
页，有的还有污渍，但我们照样看得津
津有味。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常结伴到
街旁的小人书摊看书，一分钱可以看一
本小人书，如果押上两毛钱还可以把小
人书借回家看。当时我们几个人约定
后分别借读不同的小人书，各自看完后
再交换着阅读，这样花一分钱可以看好
几本小书，常常一看就是大半天。由于
看书的人多，小人书摊前的小板凳总是
座无虚席，摊主走来走去拿书收钱，忙
得不亦乐乎。

一本本精美漂亮的小人书陪伴着
我走过了一个美好而又纯真的岁月。
也是因为小人书里的精彩世界，我迷恋
上了阅读，有了对知识和了解世界的渴
望。如今，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
崛起，小人书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我
依然深情地怀念着它。 （钟芳）

孩童时代，我最惬意的时光就是坐在院子
里的黄果树下，沐浴着和煦的微风，手捧着一
本小人书，津津有味地阅读。

小人书也叫连环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它成了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我记得，我
接触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城里表哥暑假到家
里玩儿时带来的《哪吒闹海》。我翻开只看了
几眼，便爱不释手。

当时因为家里穷没钱买小人书，于是我便
向村里有小人书的人家借阅。村子里有一个
从外地嫁过来的女人，结婚几年了也没有生
养，她很喜欢小孩子，尤其喜欢聪明伶俐的
我。她私下向妈妈提出想认我为干儿子。妈
妈当玩笑和我说起这事，没想到我居然爽快
地答应了。妈妈很惊讶，问我原因。我说，她
家里有好多小人书，如果我做了她的干儿子
就可以看个够了。认了干妈后，我果真天天长
在干妈家里，干妈家藏有的小人书几乎都被我
翻烂了。

后来，我听同学说乡上有小人书摊，看一
本才两分钱。此后，每逢集日，父亲去乡大集
卖菜时，我便缠着他带上我。到了乡上，父亲
卖他的菜，我则寻到一个小人书摊前，挑选自
己心仪的小人书，一本接一本地仔细翻看。书
摊上的小人书都是旧的，因为翻看的次数多，
小人书封面磨损严重，书页边角也都卷了起
来。我看了很心疼，看书时便加着十二分的小
心，还把卷了的边角一一展平。摊主看到了，
便额外让我多看一本。当时，我最爱看的小人
书有《董存瑞》《小兵张嘎》《岳飞》《烈火金刚》
《七剑下天山》等。

随着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转，过年时父母
会给我一点儿压岁钱，虽然不是很多，但足够
我买上几本小人书了。天长日久，到我上初中
时，我居然拥有了两三百册小人书。

多年以后，我回过头来想想，小人书对我
的人生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爱读书
的好习惯就是从阅读小人书开始的，很多文学
名著最先也是通过阅读小人书而了解一二
的。阅读小人书还使我的作文水平突飞猛
进。而且，正是因为我的作文成绩在中考和高
考中获得了极高的分数，我才能有惊无险地考
上了重点高中和大学。但令我遗憾终生的是，
那些曾陪伴我度过孤寂童年的小人书，竟然毁
于老屋的一场火灾，一本也没能保存下来。

（佟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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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为即将上小学的小侄子准备了两本小人书作为节日礼物。第一次接触小人书的
他倍感新奇，一翻开书就要妈妈陪着一起亲子阅读。作为送礼物的姑姑，我甚感欣慰。

提起小人书，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里肯定会有着深深浅浅的记忆。有些人因为小人书开阔了自己的
眼界，有些人因为小人书早早埋下了热爱阅读的种子，也有人因为小人书留下了一些童年的小遗憾……正
如崔永元在他的《小人书情结》里说的：“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
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今天，我们就跟着3位书友的笔触，
去听一听他们童年中与小人书有关的那些阅读趣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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