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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形式丰富的儿童节庆祝活动，当然需要
花钱。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物资
也比较匮乏，活动经费往往是由教育厅下拨，但
实际上教育厅下拨的经
费远远不够，活动中的礼
物和竞赛奖品大多是向
社会征集而来。铅笔、橡
皮、糖果、皮球、练习簿这
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很简
单就能得到的东西，在那
个时候却来之不易，都是
一点一滴从各个地方征
集而来，尤为珍贵。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在这个洋溢着喜悦的节日里，孩子们可以抛开繁重的学业尽情地玩耍，充分享受这个专属自己的节日。那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儿童节吗？他们又是如何过儿童节的呢？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4月4日，又称“双四节”。蔡元培对“双四节”的涵义这样解释道:“第一个‘四’字，即食、衣、住、行，是我们的基本生活。各位小朋友，现

在仰给于家庭父母，如果没有父母的供给，或父母不注意，即发生危险。故各位要记着此时此刻父母供给，将来成人后即要努力工作，以抵偿今日之债；第二个

‘四’字，即智、体、德、美四育。大人们锻炼你们的身体，培植你们读书，告诉你们做人的道理，陶养你们的性情，就是智体德美四种教育。”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远非我们今天可比。即便如此，在那个动荡不安、物资贫乏的年代，儿童节仍是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期待的节日。节日当天，社会各界会举

办一系列的活动来庆祝。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档案史料，一起来看看1946年江苏的少年儿童是如何过儿童节的。

1946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国民政
府重新开始举办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停办多年的纪
念活动。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紧张，时局动荡，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举办儿童节活动，即便有
也是一些社会机构或学校偷偷举办的一些小型活
动，重新启动的庆祝活动较之前更为盛大。

○张贴印发儿童节标语、愿词和青年守则
◎1946年儿童节庆祝标语16则
一、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二、儿童是民族的新细胞
三、儿童是新社会的继承人
四、儿童是人类历史的生命线
五、我们庆祝儿童节要提倡父母教育
六、我们庆祝儿童节要改良家庭教育
七、我们庆祝儿童节要注意幼稚教育
八、我们庆祝儿童节要努力推行国民教育
九、我们庆祝儿童节要提倡儿童福利事业
十、我们庆祝儿童节要救济贫苦失学儿童
十一、我们庆祝儿童节要取缔对于儿童各种

苛罚
十二、我们庆祝儿童节要禁止对于儿童施行

体罚
十三、请家长们注意儿童合理营养
十四、请家长们提倡儿童运动游戏
十五、请家长们注意儿童身心健康
十六、请家长们注意儿童的独立人格

◎愿词
我愿遵守青年守则，修养我的人品：使我的

身体强健，使我的道德增进！
我愿遵守青年守则，立定我的决心：为社会

生产服务，为国家奋斗争存！
我愿做一个中国的好公民，奉行三民主义，

向大同的世界前进！

◎青年守则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
（二）孝顺为齐家之本。
（三）仁爱为接物之本。
（四）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和平为处事之本。
（六）礼节为治事之本。
（七）服从为负责之本。
（八）勤俭为服务之本。
（九）整洁为强身之本。
（十）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一）学问为济事之本。
（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从上述《愿词》和《青年守则》等可知，这些文
宣材料，面向的已不光是少年儿童。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儿童节庆祝活动涵盖了整个年轻人群
体，在向儿童进行宣传教育时，“顺带着”把整个
年轻人群体都宣传教育了一遍，可谓简单高效!

○召开庆祝大会
在4月4日这一天，儿童节庆祝大会在全省

各地、各个层级举行。
南京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儿童节的

庆祝大会是由市政府及国民党地方党部组织
的。当日会有盛大的儿童节开幕典礼，省会各机
关推派代表参加，党政机关要员出席大会并发表
演讲，发言内容往往与政治密切相关。

除了党政机关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还有各
地小学举办的比较小型、更实际的纪念会。乡、
县级的儿童节庆祝活动往往是由校长老师带领
本校儿童举办简单的纪念会，邀请一些名人或者
老师作演讲，演讲内容一般为革命先烈、古代伟
人的童年轶事或者是世界上科学家发明家儿童
时的生活等。之后就是儿童代表发言、儿童表演
节目等。

○举办健康比赛
那时候刚刚经历过日本侵略者惨痛蹂躏的

国人，痛定思痛，对孩子们的体能训练还是非常
重视的，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唤起父母注意儿童
的健康问题。健康比赛往往由教育厅与卫生机
构合办，由医生和护士组成评委，对参赛儿童的
体格、清洁、态度、疾病、智慧等方面进行测评，对
于优良者给与奖品鼓励。奖品一般由教育厅向
社会各界征集。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儿童，还有运
动会和体操比赛等形式。

○模范儿童选举
模范儿童参照蔡元培对“双四节”解释的标

准来评选，各地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选举
标准和选举办法，选举出的模范儿童可以得到奖
品，有的还可以作为学校代表参观市级举办的大
型活动、晋谒长官。

除此之外，社会各界也被要求提供针对儿童
节的特惠，如娱乐场所要上映儿童戏剧或教育电
影免费招待儿童观看，请各商店适时廉价出售儿
童用品，儿童游乐园要免费对儿童开放等。

日本侵华期间，由于战乱，儿童节活
动不得已停止了多年，儿童出版物也无法
正常出版。1946 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
后第一个儿童节的到来，庆祝活动重新启
动，一些中断出版的相关读物也随之恢复
了。例如，由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创
刊于 1932 年 9 月 18 日的《儿童周报》，
1937 年由于战争爆发停刊，到了 1946 年
的儿童节才得以正式复刊。复刊后，刊
物的名称由《儿童周报》改名为《儿童半
月刊》。在刊物头版的编辑室报告里有
这样一段话：“本刊复刊，本应按周出版，
但因物价高昂，经费有限，不得不将出版
时期，改为半月，容俟物价低廉，当再恢
复前状，特此申明。”可见，当时期刊得以
复刊并不容易。

《儿童半月刊》除了新闻和编者寄语，
大部分内容源自小朋友的投稿。让我们
一起看看他们那时候的所思所想：

“胜利后的第一次儿童节快要来临，
她的意义是非常光荣而伟大的，因为我们

在八年抗战期间，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
这好像我们置身在黑暗世界里过着凄惨
的生活！现在呢，抗战胜利，天日重光，我
们的桎梏是解除了，在这无限光明的前途
里，逢着灿烂的儿童节，这又是多么的使
我们欢欣鼓舞啊！

“今天夕会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张
老师对我们说:‘儿童节快要到了’，我心
里一动，儿童节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词
呀；是的，这是我多么喜欢过的一个佳节，
已经八年没有过这快乐的佳节了。

“妈妈对我说：‘这个儿童节你不要
过，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遇难，我们在国
难中还能过什么儿童节？你要是不高兴
的话，你就应该恨那日本强盗，不能使你
过那可爱的儿童节。’当时妈妈说的话我
不太懂，但是在我幼稚的心头上，便记牢
了可恶的日本。”

透过孩子们的文字，也可以感受到他
们对于抗争胜利的喜悦，对于日寇的憎
恨，对于儿童节的渴望。

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的《儿童节纪念办法》

江苏省会庆祝儿童节筹备会拟定的儿
童节标语十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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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档案史料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儿童
节活动还是颇为繁复的，光庆祝大会就有奏
乐、唱歌、向总理遗像致敬、静默、主席报告、
市长致辞、各机关代表演说、名人演讲、儿童
代表演讲、欢呼口号以及公安局奏乐、保安队
教导团演习等等，但是通过儿童节纪念大会上
的仪式举行及晋谒长官等活动，我们也可以看
到党政机关作为主要组织者使得儿童节一定
程度上政治化。

国民政府将时局教育、政治教育的需求与
儿童教育紧密捆绑在了一起。有人在报上直
言：“我国目前儿童教育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以三民主义内容的教育，
是提高儿童抗战意识的教育，是训练儿童生
产技能的教育。”这种以政治训导为实质的儿
童节，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有其意义，但仍不
免遭到质疑。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当时能过儿童节
的即便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至少也是有学可
上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无学可上，甚至沦为童
工或是街边乞讨。这种反思也出现在陶行知的

《民主的儿童节》中：“儿童的生活，是一面社会
的镜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是否民主，用不

着争论，只须拿这一面镜子照一照，就明白了。
因为儿童真是人微言轻，政治经济在儿童身上
反应，是最彻底而难以隐藏的。幸运的儿童，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过儿童节，四月四日不
过是加强的儿童节罢了。不幸的儿童，就连四
月四日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儿童节仍旧是擦
皮鞋、钯狗屎、做苦工，挨饿、挨冻、挨打。饿、

冻、打，便是他们所受的礼物。听戏、看电影、吃
糖果、参加游艺会，没有他们的份。”

结合 1946 年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人民
在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因为战火和天灾的原因
又陷入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根据 1946 年 4
月 11 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联合国善后救
济总署发表的中国灾情报告》显示，在湖南

“二千三百万人中, 估计已有七百万人嗷嗷待
哺或不久于人世。有数百万人日食草根树
皮, 甚至沙土。据联总职员目击之报告, 当地
植物已被当地人民及前往汉口途中的难民,
咬嚼一空, 寸草不剩。”

在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谈什么
儿童节？不改变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再好
的出发点也不过是空谈，最终和蒋介石提出的

“新生活运动”一样，沦为了花架子，儿童终得不
到真正的幸福。

就是一颗小小的糖果其发放也有一定的标
准，要根据各个学校各年级中参加活动的儿童
代表人数、演员人数、投稿人数、抗属子女人数
等，落实到人头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