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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生活加FUN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一

般都不求读书好，只要能生活下

去就行。所以小时候基本上没什

么计划，就是干农活、做游戏、河

里游泳，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想

想很难忘。

我生活在里水村，11、12岁的

时候已经要干农活了，不过幸好，

我和小伙伴还可以去河里捉鱼

虾、游泳，日子好不快哉。捉鱼的

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的，往往一条

树杈，一个网兜、一个水桶就可以

了，一群小孩就聚集在现在火船

码头附近的位置玩。基本一个下

午都可以捉大半桶的鱼，完了以

后我们就把鱼分了带回家，晚餐

就多了一道蒸鱼了。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

别样的乐趣。记得村里晚上有

时候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

开心的时候。为了抢占一

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

抢座位。不放电影的

日子，我们也有其他

保留“节目”，躺在稻

草堆里数星星，跑到

田里抓萤火虫

等等，现在想起

来，那种感觉真

的很美好。

我是一位职场妈妈，家里有

一位22个月大的小公主豆豆，从

我怀孕四个月起，豆豆的外婆就

一直陪着我，陪着她。

豆豆在照完百日照以后开始

不停地拉肚子，蒙脱石散、妈咪爱

等各种婴儿治疗腹泻的药物轮番

投喂，每天定好闹钟，做好药物备

忘录，按时按点吃药，依然不见好

转，于是果断去医院了。

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肠胃

炎，小麦、鸡蛋、牛奶过敏，医院要

求停止母乳喂养，改喂特殊医学

用途的奶粉，这种奶粉味道确实

不好，豆豆一点儿都不喜欢喝，而

且吃药后腹泻一直不见好转，这

可愁坏了我们。

上网查阅了各种资料，我决定

采用小儿推拿和艾灸。妈妈行医几

十年了，医疗和护理水平杠杠的，而

且懂得一些中医知识，经过老家一

位名医的指点，爸爸购买了一些现

成的艾，妈妈开始上手操作。

坚持每天给豆豆按摩穴位，

然后艾灸半个小时。人体手掌的

穴位很丰富，妈妈的身体一直不

太好，艾灸的温热让她不断起口

腔溃疡、咳嗽……虽然我多次要

求“放着，我来”，但老人总说：“你

没学过，不知道穴位在哪里，我可

以的！”艾灸了整整一个月，妈妈的

嘴巴破了一个月，夜夜咳嗽不停，

好不容易豆豆的腹泻好了，可以

吃面糊了。妈妈说，只要孩子好

了就行，我没关系的。

初为人母，我深感不易，看着

镜子里憔悴的自己，又要忙工作，

又要照顾家庭，大家都很辛苦，但

是看到年迈的老人如此付出，我

觉得自己的辛苦不算什么。就像

有句话说的：母爱像春天

的暖风，吹拂着你的心；母

爱像绵绵细雨，轻轻拍打

着你的脸面，滋润着你的

心田；母爱像冬天的火炉，

给严冬中的你营造暖人心

意的阳光。意思就是母爱

无处不在，她像风、像雨、像

火，一直在温暖我们的心。

豆豆是我的女儿，我

是妈妈的女儿，我守护着

豆豆，妈妈守护着我们。

口述：豆豆妈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六一”儿童节到了，父母都在为送礼物绞尽脑汁？里水镇图

书馆为父母出谋划策——推荐一本好书，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

惯，同时收获知识。

谢谢您，妈妈！

穿越
时空

，寻找里水人的
“六一”儿童节到啦，你还记得自己童年时

的幸福生活吗？不同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独

特童年记忆。你是否好奇，里水人的童年都干些啥呢？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一个个回忆的片段，串起一条时间

的长轴，带你穿越时空，感受里水的60后、70后、80后、90后和00后各年

龄群体独特的时代印记吧。

《从前的从前没有学校》
让孩子学会珍惜

我住在布新村，在我眼里，童年

以玩为主，大部分时间和爸爸一起去

田间地头耍、钓鱼、捣鸟窝、摘野果。

作业压力不大，有时还会和同学打电

玩。当时网络游戏刚兴起，《传奇》、

《星际》、《红警》等都是那时候男生最

爱玩的游戏。而且那时候日本动画

片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多啦A

梦》、《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百

变小英》、《四驱兄弟》……这些动画

片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成长，各类应

运而生的产品也融

入了我们的生活，

村里那家小卖部前的

玩具四驱车赛道上常常有

我的身影。

最开心的是“六一”儿童节当

天，学校会举行游园会，各种各样

的小游戏可以玩，玩过了可以有块小

糖果或者啫喱，我们拿个胶袋装着，

放学结束就拿回家，可以吃好几天

了，现在想起来，童年时真是快乐。

●讲述人：谭秀彩（1963年生）

●居住地：里水社区

60后

火船码头附近捉鱼游泳

网上一直说80后的童年始

于补习班，但可能我家庭的关

系，我基本没上过啥补习班，对

于童年最大的印象就是物质丰

富了，动画片播得多了。

特别是每年放暑假的时候，

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

守着电视机狂看动画片。《聪明

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星球

大战》……直到现在，不少动画

片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如流。

在看电视之余，帮家里干农

活仍是小时候的主流活动，我家

住在邓岗，父母要我白

天去田里拔草、洒水，干

些轻松点的农活。印象

最深的是，凌晨骑着自行车和父

母去广州卖菜，天黑路远，往往

要骑两个多小时才到广州，新鲜

的菜卖一元一把，差点的就卖五

毛，每次卖完菜回到家，爸爸都

会给我们一点小奖励，有时候是

几块钱，有时候是块蛋糕。

除了干农活、看电视，我还

有不少时间能跟小伙伴外出玩

耍。村里的篮球场也留下我们

不少的足迹。我们最喜欢玩的

是跳橡皮筋，小伙伴聚在一块，

拉着皮筋就跳起来了。大家还

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

当作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

景，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

70后 最爱到丰岗桥底玩耍
●讲述人：冯嫚琳（1974年生）

●居住地：丰岗村

相比60后，我们70后的童

年生活要丰富些，最起码大家能

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作业不多，动画片和

电视剧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热

追的对象。《花仙子》、《排球女

将》、《星仔走天涯》、《血疑》……

都是那时受到我们狂热追捧的

动画片和电视剧。“上学时候最

爱就是看《排球女将》，我家住在

丰岗，上学在赤坎，中午13点到

14点是播《排球女将》时间，我

往往看到13：45分还舍不得走，

趴在门口盯着电视，直到不得不

走就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到学

校，那时候路还没现在这么好

走，一到学校就刚好铃响了，我

的童年时间是一有时间就守着

电视看重播。”

除了看电视以外，还要干农

活，照顾弟妹。难得有时间最爱

的就到刚落成不久的丰岗大桥

下面玩耍，捉鱼、玩水、看渔船，

这是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了。

80后 从邓岗骑自行车到广州卖菜
●讲述人：李碧允（1985年生）●居住地：邓岗社区

90后 最爱看动画片
●讲述人：李华宏（1991年生）

●居住地：布新村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图/受访者供图（陈志健翻拍）

00后 旅游与补习成了主旋律
●讲述人：李妤潼（2001年生）●居住地：丰岗村

读小学时，对放假是又爱又

怕，因为爸爸妈妈会送我去读兴趣

班。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

占据了我暑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

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出时间跟同

学们一起玩。幸亏里水的补习班

不是很多，不然的话暑假就全牺牲

在这上面了。

除了补习以外，一个暑假里父

母都会抽出几天时间带我去周边

旅游一下，近点的话就去阳江海滩

之类的，远点的话就去海

南。虽然补习很辛苦，但这

几天的旅游还是很让

我期待的。

00后的生活明显

比以前丰富多了，电子

产品横行，一般我是玩电脑、手机

为主，妈妈经常叫我去村里面走

动一下，认识下其他的朋友，有时

候还会带我去田地里看下庄稼、

蔬菜，教我认识各种菜的名称。

村里面用于种庄稼的地越来越少

了，到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还

在不在。

原来，里水镇图书馆不少

“书迷”借阅过这本书，张浩翔妈

妈就是其中一位家长。“孩子看

到原始人生活不易，更加珍惜现

在生活的来之不易。”张浩翔妈妈

说，现在的生活缺少实践，孩子通

过这本书能学到独立精神，更让

他感恩现代人生活的便捷，打自

心底喜欢学校这个教育场所，也

更喜欢通过阅读去获取知识。

“通过阅读去思考”，这是张

浩翔妈妈对孩子的要求。平日

里，张浩翔妈妈也会带着孩子到

图书馆参与更多的图书活动。

“图书馆的公益课堂活动，让我

的孩子提早接触‘课堂’，对他的

学习与阅读产生很大帮助。”张

浩翔妈妈说。

文/见习记者潘银宜

通讯员蔡丽贞

“《从前的从前没有学校》这

本书内容天马行空，充满了幽默

和创意，通过一群呆萌有趣的原

始人的生活，体现了没有学校的

从前的从前是怎样的历险之

旅。”这本图书得到里水镇图书

馆馆长麦倩姬的大力推荐。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图画表

现出虚拟荒诞的场景，运用文字

发表着各种看似欢快的奇谈怪

论，让孩子们在开心一笑之余，也

培养了孩子的想象能力，明白了

学校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启迪

心智、教化人心的场所。通过这本

书，孩子们至少明白，现代人比没

有上过学校的原始人更懂得科学

知识与处世为人的道理。“当孩子

对学校和学习存在抗拒感时，每当

想起这些原始人的惊险生活，便

会庆幸‘有学校真好’！现在孩子

度过这么长的‘寒假’，应该也十

分想念学校。”麦倩姬推荐道。

《从前的从前没有学校》馆 长 推 荐

阅读能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家 长 有 话 说

■■张浩翔正看得津津有味张浩翔正看得津津有味。。

■■推荐书籍推荐书籍《《从前的从前没有学校从前的从前没有学校》。》。

■■0000后李妤潼的童年照后李妤潼的童年照。。

■■7070后冯嫚琳与小时候的女儿外出游玩合照后冯嫚琳与小时候的女儿外出游玩合照。。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丰

富，不同年代的人童年生活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不断

发展。无论是哪个年代，童年对每一个曾

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好的。听完里水

人讲述不同年代的童年生活，你是否也有

所共鸣？愿这些珍贵的记忆能陪伴着

你成长，一直给予你大步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