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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童年是一串远去的脚印，虽然久远，却依然感觉清新；童年是一列远行的火

车，虽然遥远，却仍然让人着迷。曾经的那些斑驳的时光、心仪的礼物，以及远去
的歌声，凝聚成一个日子，这个节日，不光小朋友，甚至早已身为小朋友父母的大
朋友，也有很多割舍不下的情愫。
值此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祝福孩子们的同时，我们还要祝愿曾经是孩子

的你:童心在，欢乐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所能得到
的儿童节礼物比前代人远远丰富，也是热衷
于欢度儿童节的成年人怀旧的源头。每到六
一儿童节，各种怀旧的“主题趴”就会屡见
于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屋。人们身着海魂
衫，系着红领巾，佩戴三道杠，高唱着《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精神上向还没有
流逝太远的童年靠拢。打开互联网，这代人
正掌握着发声的渠道和言语的规则，于是他
们恣意地缅怀着那段被时间镀色的记忆。

与前代人不同，这代人的缅怀更加物质
化和实体化，和童年玩伴之间的游戏互动、
社群内部的人际交流，退位给日渐丰繁的图
书、零食、服装、玩具。而童年怀想中的这
些物质，又都是他们儿童节礼物的源泉。

变形金刚。当年，如果有谁收到的儿童
节礼物是变形金刚，他的整个童年都会开
心。

变形金刚玩具是在中国出现比较早的、
普及率非常高的动漫衍生玩具，由日美两国

合作。和传统机械或电动玩具比如发条青
蛙、铁皮火车等等不同，变形金刚华丽的塑
料质感、精良的造型变换都突破了我们的想
象。尤其是与动画片的紧密贴合，变形金刚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儿童的童年消费进入了
商业产业化。变形金刚对我们的俘获远非一
只塑料玩具本身这么简单，它甚至成为了小
朋友幸福指数的重要权重。

在当时的收入条件下，变形金刚的定价
绝对属于高档玩具行列，幻影、横炮、声
波、红蜘蛛这些小兄弟三五十元钱一个的价
格足以让商店玻璃柜台前的我们咋舌。零售
价接近一百元的擎天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
通工人月工资的一半以上。因此并不是每个
家长都舍得为小朋友慷慨解囊的。拥有一个
或多个正版变形金刚玩具的小伙伴，在同龄
人中能够获得无限的骄傲和优越感。我的同
学家里有很多变形金刚，令我们垂涎。我至
今记得他小心翼翼地藏匿起自己的幻影，一
直到成年之后才承认，我们在他家看到的那

个包装其实不是捡拾而来的空纸盒，里面的
那个机器人，就是他的。

变形金刚是动漫衍生玩具中最早在中国
普及、商业最成功的案例。而后的圣斗士、
高达、忍者神龟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红白机。很多这个年纪的人的电脑里都
下载过一个叫做“模拟器”的游戏终端，里
面存满了小时候街机、红白机中的经典游
戏。一个个奔跑在通向游戏厅小路上的黄
昏，随之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不敢保证
中国家庭拥有多少任天堂，但是中国的的确
确有很多小霸王。红白机带给小朋友的精神
尊享超越了殿堂级。

六一儿童节从天而降一份这样的礼物，
在当时，尤其在红白机普及率还没那么高的
阶段，实属财大气粗的土豪行为。这种精神

的尊享的确和金钱有关，但是还具有金钱无
法衡量的另一重意义。在一个去游戏厅偷偷
摸摸玩《魂斗罗》《双截龙》和《超级玛
丽》唯恐被师长抓现行的年纪，堂而皇之地
把游戏设备买回家，这是莫大的勇气和宽
怀 。 然 而 ， “ 上 上 下 下 ， 左 右 左 右 ，
BABA”的秘诀和三条命通关的本事背后，
快乐来得并不容易。红白机仅是一具驱壳，
对游戏卡带的藏匿、管制，才暴露了家长勇
气和宽怀背后的凶险。我们不再计较与家长
在看电视上的机关算尽，取而代之的，是两
代人对红白机处置权的步步惊心。

红白机作为儿童节礼物，是儿童节礼物
电子化、虚拟化、媒介化的一个开端。它所
凝聚起来的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鲜明迥异
于前代人。

那那些些年年的的礼礼物物和和歌歌声声
李令飞

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儿童节的回
忆其实是并不突出的。他们的儿童节混杂在更为广
阔的时代背景里，面目有些模糊。除了像《快乐的
节日》《小铃铛》这样的歌曲和电影之外，摄影照
相并不发达，很难找到太多关于那个年代儿童节的
明确的详细记录。

谈及那个年代的儿童节礼物，或许一次有组
织的集体活动，便是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了。几

枚糖果、几分钱的零用钱、稍有样式的小点心，
在那样一个相对匮乏的时代，这在普通人家的眼
里都显得过于奢侈。更多时候，弹弓、铁圈、皮
筋、虫网，这样自制的玩具就是不错的儿童节礼
物的选择。经久耐用，利于长时间活动，玩具的
品质与当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一样，讲究牢固耐
久，让有限的物资发挥最大的效用，尽可能地丰
富生活枯燥的状态。

有些文献照片上，留下了那个年代小朋友过儿
童节的影像。一个梳妆整洁的小姑娘穿着连衣裙正
在购买新鞋，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这种开心和
由衷而来的骄傲和饱足，通常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企
望的。不管这是一张摆拍的新闻图片，还是摄影师
抓拍自身边真实发生的生活，都为那个时代的儿童
节礼物留下了值得玩味的画面。

永永远远的的童童年年记记忆忆

九零后和零零后的童年更加的
丰富和绚烂。乐高、芭比、迪士
尼、费雪、托马斯，这些玩具中的
大品牌早已是寻常事物。汉堡、西
点、冰激凌，这些早先的新奇也已
经走向了日常的餐桌。孩子们可以
轻而易举地获取仿真的电瓶汽车、
精湛的遥控飞机。随着衣食住行的
普遍高质量，这时候，依然振奋孩
子们心潮的儿童节礼物又在哪里
呢？

主题游乐场。儿童节备受家长
重视，在很多小朋友的眼里，儿童
节的快乐甚至超过了过年。去主题
游乐园疯玩一天，对于很多小朋友
来说，是个相当棒的儿童节礼物。
这一礼物，在中国城市化、国际化
水平不断抬升的十几年中变成了可
能，在大中城市渐趋推广。

过山车、海盗船、摩天轮、旋
转木马，这些更加现代化、更具有
国际气质的游乐项目能够刺激小朋
友的感官，对小朋友具有无比的吸
引力。儿童节能够畅游其中，真的
非常能够满足小朋友们的节日期
待。事实上，陪伴小朋友前往各种

主题的游乐场，在一个普通家庭，也确实是一件需要筹
划的隆重的事情，节庆感和仪式感十足。

数码产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这些新时代的数
码产品，甩开红白机好几条大街。红白机上的一切节目
和功能都被兼容成智能产品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模
块和应用。看看苹果体验店里面指尖划过iPad屏幕专情
游戏的孩子们，就能理解这样的一份儿童节礼物所代表
的沉甸甸的分量。

除了有形的高科技，无形的儿童节礼物与高科技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无限制玩一天电子产品的权利，
或者告别一天各种学习补课班的权利，类似这样的自由
的权利和礼物，听起来多少有些苦辛。

最后，还要提一下“一双塑料鞋”的礼物。我们对
儿童节礼物的所有列举中，始终脱不去城市生活的远
景。然而，遥远的乡土中国，虽然也在缓慢地跟随着城
市化的节奏，但是有些同时代的关于儿童节的回忆，还
是令我们感喟。有一篇文章，作者大约也是1980年代生
人。他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在儿童节渴望一双塑料凉
鞋。父母把哥哥的凉鞋给了他，然而那双鞋十分破旧，
父亲就用烧热的锯条和碎塑料为他修补。这双修补过的
旧塑料凉鞋，无法满足作者对凉鞋和儿童节的热切。后
来，硬是咬咬牙，带他走向了供销社。在他的回忆里，
难忘的儿童节礼物就是一双新的塑料凉鞋。仅此而已。

有人说，儿歌是定格历史、反映时代的留
声机，不论年龄有多大，在我们记忆深处，总
有一首童谣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1980年代
初期，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反映民国时
期老北京生活的故事片《城南旧事》，电影里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这首儿歌就是民国文化奇
人李叔同作词的《送别》。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之家，早年

到日本学习音乐和美术。此间，日本歌词作家
犬童球溪根据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旋
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曲，李叔同的
这首《送别》，旋律则取材于《旅愁》。

这首《送别》的曲调和歌词都极为优美，至
今传唱不衰。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在其自传体
小说《城南旧事》中曾引用这首歌，书中英子(林
海音)小学毕业，同学们唱《送别》为他们送行：

“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

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
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
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
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呢！”

林海音版的《送别》与李叔同原版略有不
同，李叔同版本是其弟子丰子恺亲笔所记，应
该无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
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
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两个版本为什么不一致呢？有人认为是
林海音忘记了原词，小说里的这首歌是她自
己创作的。但有学者考证并非如此，林海音版

《送别》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是林海音所在
小学毕业典礼上的仪式歌曲，《城南旧事》中
称之为“欢送毕业同学离别歌”。可能学校觉
得李叔同原歌中某些词句与毕业典礼不太适
合，所以便作了改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林海音恰恰是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民国时期还有一首儿歌极为有名，这就

是《两只老虎》，歌词非常有趣：“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这首儿歌也是根据外国歌曲填词的，原
名叫《雅克兄弟》，是一首法国儿歌，原文大
意如下：“雅克兄弟，雅克兄弟，你睡了吗？你
睡了吗？早上好，早上好！”《雅克兄弟》是如
何变成《两只老虎》的，至今无考，但“老虎
版”至少出现在抗战期间，因为知名报人曹聚
仁《蒋经国论》第五节《新赣南如此》中就提
到《两只老虎》。

这首儿歌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北伐
军政治部一位叫邝墉的科长，根据《两只老虎》
曲调写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歌词我们经常在
影视剧中听到，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倒背如流：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
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中共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则将《国民革命歌》
改成《土地革命歌》。197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有这样一幕，主人
公潘冬子和伙伴们一起，兴奋地唱起这首歌
曲：“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和劣绅，和劣绅。我
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分田地，分田地！”

一曲《雅克兄弟》，在中国留下了无数异
姓“兄弟”。

新中国成立后，儿歌内容和形式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歌颂新时代，歌
颂新生活，歌颂新中国为主。从1950

年代初到 1970年代末，这个时期的少
儿歌曲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姑且称之
为“新中国的红色儿歌”吧。

新中国红色儿歌大体分为两部分，
一是反映少年儿童日常生活，充满了童
心童趣的歌曲，这类歌曲有《让我们荡

起双桨》《小燕子》《上学
歌》《劳动最光荣》《听妈妈
讲那过去的事情》《丢手
绢》《少年先锋队队歌》等
等；二是歌颂祖国和英雄
人物的革命歌曲，我们熟
悉的有《我爱北京天安门》

《红星歌》《学习雷锋好榜
样》等，这些儿歌影响了几
代中国孩子。

这 些 红 色 儿 歌 中 ，
《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
都比较熟悉，但这首歌的
词曲作者关系非常特殊，
曲作者金月苓和词作者金
果临既是堂姐弟，又是表
姐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兄
弟，母亲是亲姐妹。

金果临是上海市常德
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他
非常喜欢写诗，这篇《我爱
北京天安门》就是他在1969

年11月29日写的，后来发表
于《红小兵》1970年第3期；

金果临的堂姐金月苓是上海第六玻璃厂
的工人。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两人当时都
没有去过天安门，他们对天安门的了解和
印象主要来自报刊杂志和新闻纪录片。姐
弟俩虽然同在上海，但由于多种原因，很
小就分开了，他们创作这首歌时，没有任
何沟通和交流。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随之传唱全国。

民民国国时时期期的的儿儿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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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后，中国少儿
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
期，革命和政治因素迅速消
退，反映童真、童稚和童趣的
原创歌曲逐渐增加。另外，随
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和电影电
视的普及，一些台湾校园歌
曲和外国动画片插曲也传入
中国大陆。

当时国内涌现出了一大
批极为优秀的音乐创作人，
创作了《采蘑菇的小姑娘》

《妈妈的吻》《小螺号》《歌声
与微笑》等大批质量上乘的
少儿歌曲，其中以作曲家谷
建芬最为出众。

台湾校园民谣也在这个
时期传入大陆的，这种小清
新的校园歌曲将中国民间音
乐和西方乡村歌曲融为一
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通俗
歌谣体裁，展现了青少年的
青春活力和浪漫气息。罗大
佑、叶佳修和侯德健等人是
这个时期台湾校园歌曲的主
将，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当首推罗大佑的《童年》。

这首《童年》曲调轻巧，琅琅上口，天然去雕
饰，在曼妙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中，我们似乎穿
越了时空，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池塘、榕
树、秋千、操场、黑板和老师等因素交相辉映。最
后，歌曲将重点放在“盼望”二字上，虽然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有自己“阴暗”的角落，
但盼望幸福、盼望长大是孩子们共同的理想。

据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有名的少儿歌
曲中，有一多半出自谷建芬之手。

改革开放后，一些外国儿歌首次进入中国，
因为当时电视台播出日本动画片比较多，像《铁

臂阿童木》《花仙子》和《聪明的一休》等，所以这
些动画片的主题歌和插曲在中国非常流行，即使
歌曲是外文的，大家也会哼唱旋律。

对于这些动画片，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聪明
的一休》，中央电视台1980年代初引进并配音，
成为当时风靡全国的优秀动画片。在这部片子
里，聪明的一休、善良的小叶子、鲁莽的新佑卫
门、和蔼的长老、贪心的桔梗店老板、骄傲的将军
都令人难以忘怀。这部动画片给我们的童年带来
了温馨回忆，其主题歌《小机灵的歌》也成为七零
后和八零后共同的记忆。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娱乐方式多元
化，少儿歌曲创作似乎陷入了瓶颈，儿歌的传播
途径和传播度也变得极为狭窄。这种现象已经引
起有识之士关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状况
能够得到妥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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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中国国的的红红色色儿儿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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