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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张奶平

童心
依旧

□ 本报记者 高茜

1966 年出生的张奶平看着自己的

儿媳妇和女儿为孙子和外甥准备“六一”

儿童节礼物，不禁感慨：“现在的孩儿们

真幸福，看这花花样样的玩具和好吃的，

我们那会儿哪敢想啊。”

早上起床吃一颗鸡蛋，把红粗布做

的红领巾小心翼翼地装到口袋里带去学

校，去了学校听安排唱红歌、进行广播体

操比赛，等待下午放假后在村里和小伙

伴们踢毽子、跳格子，这就是张奶平回忆

起她那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就这也

已经乐得不行了。”她动情地说着。

正如她所说，60 年代的“六一”儿童

节，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戴红领巾入

队。当时，这可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

当天能戴上红领巾，那比在物质相对匮

乏的情况下吃到肉都开心。很多孩子戴

红领巾的那个“六一”儿童节，就算晚上

睡觉时也是戴着红领巾睡的。

虽 然 已 年 近 60，但 她 仍 旧 童 心 未

泯。同村同班的 12 个同学几年前几经

辗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这不最近，张

奶平在群里组织大家下周六回村里的老

学校来一场“老顽童”庆祝活动，回忆儿

时的欢乐时光。她的提议一出，大家纷

纷在群里响应。自从这个计划敲定下

来，可把她忙坏了，又是网购红领巾、衣

服、毽子，又是安排来回的车辆、吃食，用

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乐在其中”。

“到时候我们都要在胸前佩戴红领

巾，我走时煮一锅鸡蛋，路程大概 40 分

钟，大家谁想吃谁吃。”孩子们说现在的

社会，40 分钟的车程也不需要带干粮，

可张奶平执意要这样做，说她这样准备

好的鸡蛋有“儿时的味道”。她的手机里

音乐软件内，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等歌曲，她说准备

在当天一起唱。

因为张奶平很重视这件事，家里人

也格外支持。就像她说的，人老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心老。童心未泯、童趣未退

的人，精神格外愉快，生活充满乐趣。“童

心相随，青春不老。我支持给孩子们仪式

感，我也在网上下单了儿童蹦床和钓鱼的

玩具，准备给孩子们一个惊喜。我也要找

寻我们那个时代的仪式感，痛痛快快地过

个六一！”张奶平兴奋地说到。

70后朱旭青

不能
忘却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我们那会过‘六一’，至少提前一周

不用上课，”朱旭青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

岚县普明镇小万村，有关他美好的童年

记忆都在这里发生。在他的记忆中过

“六一”，就是一个字“耍”。

“老师会教我们练习打花棍，打腰

鼓，有时也会集体大合唱”，那会过‘六

一’周围所有村子的学校都要集结在乡

镇中心校会演。朱旭青回忆，“我们得

早上六点从学校出发走路去中心校，”

时间太久了，朱旭青只记得过“六一”得

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说，“每一个学校

轮流表演完就到下午五六点，所以我们

每个孩子从家里走的时候都带着干粮，

每一个人的饭盒里装着馒头和煮熟的

鸡蛋，条件好一些的会带小蛋糕。”虽然

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精神生活

是极度释放。

朱旭青回忆，“上午表演完已经到了

吃午饭的时间，小男孩们就会聚在一起，

打一杯泉水就着馒头吃。”如果坚持看完

下午的表演太无聊了，他的心思早就飞

在树枝上，飞到了田野上。“下午我就偷

偷和小伙伴跑出去玩，等我们玩回来才

发现表演早已经结束！”

偷跑出去，总是免不了老师的一顿

呵斥，但有时候却能收获意外之喜。“朱旭

青，你过来！”刚偷跑回学校的朱旭青被这

一声呵斥吓坏了，他扭头才看到原来是自

己的老师，如梦初醒。“完蛋，偷跑出去肯

定被发现了。”朱旭青耷拉着脑袋，战战兢

兢走到老师身边。“给！全乡第二名，不错

啊！”让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竟然递给他一

张崭新的带着墨香的奖状。朱旭青笑着

回忆说，“那真的是一个难忘的回忆！”拿

着奖状的他欣喜急迫地跑回家和大人分

享。

朱旭青说，“我的童年非常精彩，爬

山看狼、钻洞探宝，下河摸鱼。”而和他自

己精彩的童年时光相比，他对目前孩子

们的童年充满了担忧，但又表现出无能

为力。“现在孩子学业压力太大了”。每

年儿童节当天，借着陪孩子的机会，他也

能体验一次儿童的快乐。他说，“快乐的

时光总是会稍纵即逝，如果时间允许会

带孩子去周边游玩，让孩子有个积极心

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

80后任锴

以玩
养性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84 年出生的任锴今年刚过四十，谈

起自己的“六一”，却像谈起昨天一样。

“以前的‘六一’？和现在的孩子们

一样啊，就是玩。以前的活动也跟现在

差不多，学校里组织歌咏比赛、演讲比赛

啦等等，然后大家回到小教室里，桌子围

成两大圈，看着中间空地里的同学们表

演节目，主打一个氛围。”

“不过后面的自选动作才是重头戏，

打沙包、捉蝈蝈、打乒乓、爬房顶、打土仗

……除了下河玩水因为不够安全被大人

们设了封印，儿童节那天大家都是扯开

了玩。而且上面只是男孩们的项目，女

孩们的项目估计还得翻倍。”

现在总说孩子们沉迷电子产品，不

如以前的孩子们蹦跶的欢实，任锴有不

同看法：“哪个年代的孩子都喜欢电子产

品，只是以前想玩没得玩，现在的条件更

好了。”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以前只有放假

时才能玩得最原始“电子游戏”：魂斗罗、

玛丽兄弟、赤色要塞、马戏团……现在几

个发小谈起小时候最难忘的“六一”是什

么，大家异口同声说起某次“六一”正值

周末，四个娃娃被家长们放了半天假，大

家在电视机前开心地玩了一个通宵“坦

克大战”……

“80 后男生们那时还流行玩‘洋片

’，其实就是由硬纸裁成的一张张小方

片，上面印着变形金刚、西游记等动画片

和影视剧里的人物图样。有抡洋片的、

飞洋片的、扣洋片的，玩法五花八门，玩

得最好的是我们班的二兵，号称高手中

的高高手……因为那哥们手扣洋片时太

过用力，每天都是肿得老高…… ”

提起玩，任锴有自己的想法：“大家

都知道，玩是孩子的天性，甚至可以说是

人的天性。从探索未知到培养兴趣，从

沟通社交到团队协作，从分析判断到逻

辑推理，从调整心态到提升自控，我们每

个人的性格几乎都是从玩开始养成的。

作为成人，关键是要做好引导和把控，更

深入一些的，就是寓教于乐了。希望孩

子们能玩的花样越来越多，我们的教育

也能越来越跟得上趟。”

90后王艳

充满
童真

□ 本报记者 王洋

“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90’后

的我们也都已长大，貌似这个节日已不

再是我们的‘特权’。但回忆起童年时

代，娃娃头、葫芦娃、花仙子、打弹珠、丢

沙包、丢手绢、滚铁环、跳皮筋、躲猫猫

……想想这些游戏就觉得特别好玩，单

纯天真的童年，何其美好！”说起“六一”

儿童节，吕梁广播电视台新闻部责编王

艳总有聊不完的话。

“‘90’后的我们大多已经身为人父

人母，青春早已不在，而童年更是越走越

远。”王艳说。

“作为‘90’后的我们，‘六一’儿童节

意味着可以不用写作业，意味着可以放

一天假，意味着可以满足一个小小的愿

望。”王艳说，从五月起，就开始每天倒计

时，计划自己怎样利用好“六一”这一天，

可以做一回“大人”，让父母听从自己的

安排。

“‘六一’的一大早，所有的小朋友

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鞋子，戴上红领

巾，涂上口红和腮红，最后眉心来一颗

‘红痣’，这样才算正式。打扮好后，早

早地就来到学校，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凳

子搬到操场上，然后就坐，变成观众。

一部分同学手里拿着花束在鼓号队的

带领下围绕着整个操场走一圈……之

后 联 欢 会 正 式 开 始 。 而 对 于 我 来 说 ，

‘六一’儿童节最期盼的环节是颁奖环

节，主持人宣读每个班的‘三好学生’上

台领奖，拿着‘三好学生’证书和奖品别

提有多开心了。”王艳满满的都是回忆，

放学后拿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去买零食、

西瓜糖、辣条、拉拉王、“唐僧肉”、冰块

雪糕……那时候的我们天真快乐，心中

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也许这就是儿童节

存在的意义。

“童年终归是回不去的记忆，在繁忙

生活中的我们，借着‘六一’儿童节，回味

一下童年的美好记忆，可以给‘90’后的

我们带来一些慰藉和调剂，每个人都有

一颗童心，不管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

流逝，这颗童心将会伴随一生。希望小

朋友们可以保持童年那简单的快乐，永

远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王艳对现在的

小朋友们寄予希冀。

00后贾子昊

童真
童趣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00”后仿佛是旧时代的末班车，同

样也是新时代的先行者。随着新事物的

蓬勃兴起，把属于“00”后的童年记忆也

留在了过往。

出生于 2004年的贾子昊是运城人，

现在是吕梁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作为

“00”后，回忆起他的童年，经历过童年在

乡村田野的嬉戏打闹，度过一段没有智能

手机的欢乐时光，也见证过互联网的崛起

和信息时代的普及，从开始看电视到现在

玩转智能手机，从自行车到家家普及小汽

车，再从摇头电风扇到变频空调……

他的童年是贪玩的。“小时候只顾着

玩，拿着妈妈给我买的粉笔，把家里的地

上画的到处是简笔画。”

他的童年是幸福的。“我的父母陪伴

比较多，就在家附近工作。这也是我童

年的一笔丰厚的财富。现在都记得拿着

书本，躺在爸爸的怀里，爸爸一个字一个

字地教我识字，一篇一篇地带着我读。”

他的童年是慢节奏的。“那时的手机

还是按键手机，网络只有 2G3G，看动画

要每天等电视播放，乐趣要自己去到自

己的小世界里寻找。常跟同村的小朋友

傍晚吃完饭在村里到处跑，在村口玩人

抓人的游戏，玩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才

肯回家。白天是长长的，八九点就昏昏

欲睡了，超过九点半就算熬夜了。”

“我童年的‘六一’，我印象中是在表演

中度过的。幼儿园总会提前一两个月开始

教我们跳舞，为了六一当天请各位家长到

来一睹我们的风采。小小的我总觉得很

累，现在想想，其实没什么坏处，我觉得最主

要的一点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肢体协调能

力！”回忆起‘六一’儿童节，贾子昊的眼中仍

然闪烁着童趣，‘六一’当天表演完还会给在

幼儿园中表现好的小朋友发奖状，这一点我

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一个人拿到了五个奖

状！受到爸爸妈妈和其他叔叔阿姨的称赞，

倍感荣誉，也增强了我的自信。”

作为与智能化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

人，贾子昊认为，“00 后”是接触网络信

息比较多的一代，每次大家庭聚会时，很

多孩子都是捧着手机刷抖音、玩手游。

真心希望小孩们能少玩一会手机，走到

大树下，走到草丛旁，走到一个我们周围

真正的世界里，去观察、去感受、去寻找

独一无二的乐趣，用自己的童真童趣去

填满自己的童年！

10后麻家铭

奇妙
之旅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对于“10”后的麻家铭小朋友来说，

今年的“六一”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在

爸爸妈妈的陪伴下，麻家铭来到山西省

博物院，感受山西历史文化悠久，地上地

下的古代遗珍灿若星辰。

麻家铭介绍，自己是个博物馆迷，小

小年纪的他，不仅读完了《博物馆里的中

国》、《大中华寻宝记》，还打卡了陕西历

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故宫博物

院、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中国有

名的博物馆。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只有亲眼所

见 ，才 能 真 切 感 受 到 中 华 五 千 年 的 魅

力。”麻家铭说，进入山西省博物馆，仿佛

推开了历史之门，从“文明摇篮”走到“晋

国霸业”，由“民族熔炉”进入“佛风遗

韵”，穿越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时空。

在去山西省博物馆之前，麻家铭做

足了功课，亲手绘制了一张“山西寻宝记”

打卡单，循着线索打卡馆内经典展品，仔

细观察并记录下朝代、材质、用途等知识

点，用心感受文物背后沉淀的历史故事。

透过展厅的玻璃，一个个古拙的青铜

大鼎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一件件国宝级文

物精美华贵，兽形觥、龙形觥、鸟尊……古

人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创造力令麻家铭

流连忘返。一件件文物接连进入视野，“沉

浸式”的体验让麻家铭感受到什么叫做“一

眼千年，一步千年”，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麻家铭一路

观赏，一路赞叹，无不为山西厚重的历史

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感到骄傲自

豪。在文创展厅内，麻家铭还在自己的

“通关文牒”上，加盖印有山西博物院、晋

侯鸟尊、龙形觥、晋侯苏钟、北魏木板漆

画等“镇馆之宝”的印章，还购买了一个

“晋侯鸟尊”图样的冰箱贴。

麻家铭说，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知

识宝库，每一次的博物馆之旅，都让他开

阔视野、增长知识、滋养心灵。这次的博

物馆之旅，也是他度过的最难忘、最有意

义的一个“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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