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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特稿·大人们凑热闹

80后喊话10后：咱俩一起过节呗！

以以前前，，他他们们是是这这样样过过““六六一一””的的

世世界界各各地地的的儿儿童童节节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60后：
对“六一”过节不感冒
除了过年中秋没啥节日

对于越来越疯狂的儿童
节，越来越多的60后和70后觉
得“有点接受不了”。在他们的
世界里，六一儿童节是个“新生
事物”。今年50岁的李先生上二
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六一
儿童节”。李先生回忆到，二年
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年轻
的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给大
家讲起了“六一儿童节”。

“当时我们听了，都很错
愕，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
个节日，从来没有听说过。”李
先生说。那年“六一”正值“麦
秋”，家里都忙着在生产队上收
麦子。回到家后，李先生理直气
壮地对母亲说：“俺老师说了，
今天过节，你得给俺点礼物。”
拗不过他，母亲把厨房里的一
条小干鱼给了他，那是他第一
次收到儿童节礼物。

在李先生的印象中，周围
的小朋友对于六一儿童节也

“不太感冒”。除了过年吃顿饺
子，八月十五运气好的话吃个
月饼，其他时候没有特殊日子，
反而是麦收或者秋种更隆重
些。李先生说：“那时候算日子
都是用农历，这种阳历日子我
们很少知道，哪像现在还得给
孙子准备礼物。”李先生透露，
早在一周以前，妻子就给孙子
准备好了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70后：
“六一”是贵族节日
买件小裙子美一夏天

60后对于“儿童节”不太感
冒，70后也没有过多地享受儿
童节。70后的记忆中，最多的就
是改革开放之后，家家户户开
始涉足。沙河乡的张女士谈道，
从她有记忆以来，哥哥和姐姐
放了学之后，就去拔草喂猪，每
次她都跟在后面。张女士说：

“哥哥姐姐从来没有过节，我也
没有，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儿童

节就是一种贵族节日。”
有一年的儿童节，张女士

正好在城里的姨妈家，表姐有
演出，姨妈就带着她去表姐学
校看演出。张女士说：“姨夫在
机关单位工作，表姐和同院的
小朋友都表演了，我就觉得只
有他们才过节，我们村里的学
校根本没有活动。”为了演出，
表姐还特意化了一下妆，抹了
腮红。

“当时能演出，心里老激动
了，我妈给我买了一条裙子，我
乐了一夏天。”张女士的表姐胡
女士说。

80后：
自己当初没怎么过
现在陪着孩子过节

80后“小夫妻”张先生和冯
女士早早地就安排好了自己的

“六一假期”。今年六一不是周
末，所以他们小两口选择在周
末（5月29日）带着孩子去济阳
澄波湖玩了一圈水上项目，给
孩子买了一个智力拼图，1日的
晚上全家三口去吃顿麦当劳。
张先生说：“现在的节日都是针
对大人的，孩子好不容过个节，
带着他好好玩玩。”

张先生的儿子已经6岁了，
从会走路以来，张先生和冯女
士每年都给孩子过儿童节。冯
女士谈道，在幼儿园里，老师会
安排活动或者发一些小礼品给
孩子过节，回到家后，如果不给
孩子过节，怕孩子心里失落。冯
女士说：“眼下，儿童节气氛越
来越浓重，我们陪着孩子过节
的时候，自己也就过节了。”

虽然儿子每年都过节，但
是他们小两口小时候却很少过
节。张先生说：“如果学校有演
出，我们就当过节了，爸爸妈妈
都很忙，不会给我们过节，我们
当时好像也不是很在乎这样的
节日。”

90后：
尽管已是“超龄儿童”
对这个节相当看重

谈到现在最具自主意识过
节的群体，“超龄”“装嫩”的90

后首当其冲。在“六一”当天，一
大拨“超龄宝宝”来袭。他们在
网上晒着自己买给自己的礼
物，还一边配词写道“宝宝年纪
小，宝宝也得过节”。

90后姑娘小李，一大早就
收到了男朋友送来的礼物，一
大堆零食，棒棒糖、薯片应有尽
有。小李说：“我之前也很少过
六一，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很多
同学都过节，我也就来凑热闹
了，一直延续到毕业工作。”小
李表示，尽管已经是“超龄”儿
童，她对于儿童节相当看重，声
称“我可以不过三八妇女节，但
是必须得过‘六一’”。

小李说：“小时候过‘六一’，
学校表演节目，爸爸妈妈有时送
礼物，有时就忘了，过节基本上
都得依靠别人，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独立给自己过节，这就
是我们超龄儿童的优势。”

00后、10后：
被大人包围着
天天都是儿童节

最应该过节的00后和10
后，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面前，表
现得相当的淡定。对于他们来
说，从进幼儿园开始，六一这天
几乎都会有特殊的行程，学校
里文艺演出、爱心小礼物，回到
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帮自
己过节。

55岁的刘先生，孙子已经8
岁了，他今年给孙子买了玩具
汽车，孙子表现很平静，有点出
乎意料。当他还在纠结时，老伴
一语道破天机“这么多人守着
他，他天天都和过节似的，早习
惯了。”00后、10后相较于自己
的家长而言，他们受到的重视
更多，几乎是四个老人专看一
个孩子，还有爸爸妈妈在保驾
护航。

他们的“六一”几乎和平时
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尽管如此，
他们对于“六一”还是很期待。7
岁的帅帅“六一”有演出，他几
乎提前1个月就和妈妈说了，让
妈妈帮他准备衣服，表演完了
让爸爸带着去买礼物。帅帅说：

“六一儿童节是我们的节日，爸
爸妈妈都得陪我过节。”

日本：一年三次儿童节

日本是世界上庆祝儿童节次数最多的国家，他们一年要
庆祝三次儿童节，而且庆祝方式十分有意思，充满了浓浓的日
本风情。3月3日女孩节,这个节日是专门为日本的小女孩设立
的。5月5日男孩节,祝福家中的男孩健康、快乐。11月15日“七五
三”儿童节,在日本习俗里，三岁、五岁和七岁是小朋友特别幸
运的三个年纪，所以每年的这一天，会专门为这三个年纪的孩
子热闹地庆祝一番。

韩国儿童节:集体放假

韩国的儿童节开始于1923年，是从“男孩节”演变过来的。
这也是韩国的公众假日，定在每年的5月5日。家长们通常会在
这一天带孩子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其他游乐场，让孩子开心地
度过假日。

印度：特别纪念日作儿童节

印度将独立后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庄亚鲁的诞辰纪念日11
月14日作为儿童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印度的儿童会有各
种民族气息浓郁的舞蹈、音乐表演，政府也会出面组织一些庆
祝活动。

伊斯兰国家：快乐的“糖果节”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将斋月后第14天定为“糖果节”，对
孩子们来说，这也是最快乐的儿童节。“糖果节”一般为期三
天，小朋友们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各家各户索要糖果。按照当
地民俗，大人不能拒绝儿童的要求，所以孩子们这一天总是能
满载而归，欢天喜地。

非洲国家：持续一月的儿童狂欢节

非洲西部的儿童节是疯狂的，他们的国家大都有专门的
“儿童狂欢节”，而且往往持续一个月。非洲人历来能歌善舞，
在“儿童狂欢节”里，尽管人们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所有孩
子都会尽情欢乐，热闹非凡。

巴西：看病打针，健康第一

巴西的儿童节在8月15日，这一天正好也是巴西的“全国
防疫日”。所以，每到这个日子，各地的医生都要为孩子们看
病，还要给5岁以下的儿童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表明
政府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另外，巴西的“圣母显灵日”10月12
日也往往作儿童节，全国会有一些庆祝活动。

俄罗斯：国际儿童节在这里诞生

俄罗斯的儿童节和国际完全“合拍”，就在6月1日。其实说
起儿童节的来历，与俄罗斯有重要关联。1949年11月，国际民
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各国代表愤怒地揭露
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为了保
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的生
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葛相关链接六一儿童节，10后过，00后过，90后和80后也来凑热闹，70后、60后也越来越感到疑惑：儿童节啥时
候这么火了，想当年我们也没这样过。在他们的疑惑中，他们也回忆了一把，从最开始对六一儿
童节的“不感冒”到现在的“超龄儿童”来蹭节，原来过“六一”，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们画
风这么不同。

在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六一”也各有千秋。据了解，日本
要过三次儿童节，韩国的儿童节是5月5日……

00后的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资料片）

各式各样的儿童节礼物。（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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