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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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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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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抓泥鳅、滚铁圈、弹玻珠、打卡片……我都快忘记了我的
爸爸，一个高大雄伟的家庭支柱，一个不善于言笑的男子汉
也有童年，常听老爸吐槽我们的童年与他的比起来，实在是
无趣，所以我想重访老爸的足迹。

我的老爸，他的童年活在田埂小道里，我都不知道他的
童年还有水稻作物的存在，水稻里有着机灵的小鱼，我仿佛
在老爸的一言一语中，看到了满身是泥的爸爸在田埂抓鱼摸
虾，与小伙伴烤洋芋吃，那是童年的回忆，是一代人生活的象
征，是我的心之所向。

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好像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不愁吃
穿，有丰富多彩的图书阅览，还有数不尽的小伙伴，似乎生活
都在手机上交流，但是时间久了，手机也会让人提不起兴
趣。如果可以，我想乘着时空隧道，看一看田埂打滚、小河清
清，泥香沁鼻，再看一看男孩子稚嫩肩膀上担着些什么，放学
回家路上的一篓青草，成熟而又稚嫩的责任。下雨天的时
候，我的爸爸在做什么，是在穿着一双小雨鞋在水里“啪嗒、
啪嗒”地玩水吗？秋风飒爽的秋天，是不是爬上树枝摘着红
透脸的桃子，黄得透亮的杏子，一口清脆的香梨，真想对着那
个蹿上蹿下的男孩说，让我也来尝一尝这个时代的酸甜。寒
冷的冬天，该下雪了吧！听说，爸爸会堆雪人、打雪仗，可我
还没见过漫天大雪，推开窗门就是积雪盈尺的场景。

小小少年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他的学堂时间肯定短，不
然为什么还要回家看很长时间的书呢？但我想，老爸比我更
懂得珍惜，珍惜学习的机会，感恩自然的回馈……

现在我要踏上时空隧道，重访老爸的足迹。今晚夜深
了，我就先在老爸的回忆里看一看，花儿开放，稻香四溢，听
一听蝉鸣的童年。

童 趣

周末，爸爸给我和弟弟讲他的童年。爸爸是在农村长大的，童年的时光里有快乐，也有辛苦。
爸爸小的时候生活困难，没有大米，面粉太贵，只能吃玉米面、红薯等杂粮。爷爷奶奶在田间劳作，

他就在一边玩泥巴，经常变成“大花猫”。有趣的是，可以经常摘到不知名的酸果子吃，还可以捉蚂蚱、
看蟋蟀打架。

还有一次爸爸到红薯窖里取红薯，里面有点深，光线不好，他把一个个红薯放在篮子里。突然抓到
了一个很滑的，感觉不对，拿近一看，没想到是只癞蛤蟆，吓得大叫，连忙把它扔掉了。

爸爸小时候也很调皮。门前有一条大河，经常会有大船经过，爸爸和儿时的玩伴会一起冲着大船
喊：“新船旧船，翻过来看一看。”然后一哄而散，跑得远远的，背后还隐隐约约地听到大人们的训斥声。

爸爸的童年里有说不完的故事，我和弟弟听得十分着迷。我开始有点想念远在安徽的爷爷奶奶
了，他们一定也有很多关于爸爸调皮的、吃苦的、努力的故事吧！

我和我爸
一个一米四
一个一米八

是最大身高差

我和我爸
一个爱哭
一个爱笑

没事就爱开玩笑

我和我爸
一个爱吃甜
一个爱吃辣

我们都不喝饮料

我和我爸
两个人
一张脸

你看我们像不像！

爸爸的童年是勤奋的。
在教室里认真学习，
回到家放牛的时候，

还拿着一本书。

爸爸的童年是快乐的。
在河里嬉戏、玩耍，

捉鱼和虾。
滚铁环，玩弹弓，

一切的快乐都在那里。
哪里是我的老家，

它的名字叫作富源。

爸爸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
一群少年，

光着身子在河里，
有的划着船桨，有的游泳，
他们笑着、叫着、闹着……

爸爸的童年原来是这么美好的，
但时间没收了爸爸的童年。

因为一场场考试，
让曾经那些快乐的少年，

各奔东西。
正是因为一场场考试，

让那些曾经在河里嬉戏的少年，
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开心地玩耍……

爸爸的童年是自在的，
饿了，爬到树上摘几把果子；
渴了，跑到溪水边捧口水喝；
脏了，跳到河里洗个凉水澡；

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爸爸的童年是欢乐的，
早上，蹦蹦跳跳去上学；
中午，回到家打个盹儿；
傍晚，大院里头捉泥鳅；
那么快乐，那么有趣。

爸爸的童年是轻松的，
没有太多的作业；
没有很多补习班；

也没有激烈的竞争；
没有束缚，无忧无虑。

一群少男少女，
穿着破旧的衣裳，

脸上露出阳光的笑容，
他们一起跳着，跑着，笑着

……

（一）
呼噜声

父亲的呼噜声像一列小火车，
行驶在床边的轨道中，

“呵……”
这是火车急转弯了，

“呼……”
火车顺利直线行驶了，

“咚……”
火车穿过隧道了，

“咻……”
火车行驶在夜幕之下，沉寂极了。

（二）
白发

父亲的头发又偷偷洗了澡，
几根齐刷刷的白发格外显眼。

姥姥说，那是岁月的痕迹，
妈妈说，那是爸爸付出的爱。

我用小手轻轻一摘，
调皮的白发就投入了法网，

老爸，可不能再让它们调皮了啊！

（三）
幸福

父亲总能做得一桌好饭菜，
吃一口满满都是爱，
幸福一直在路上，

父亲的爱也镌刻在心间。

嘉日玛诺
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二（2）班

爸爸的童年趣事

爸爸的童年没有像我和哥哥的童年那么丰富多彩，但
是，也有很多趣事。

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爸爸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没有
电视、电脑、电话，更不用说电子游戏，不过有时候会有电影，
那时候的门票是1角钱，有大人买票，可以带孩子进去。为了
能进去看电影，他给邻居大姐背孩子，走十几里路，所以经常
没吃晚饭。回来时，奶奶就会在门前黑灯瞎火的坟地前给他
用电筒扫射几圈，证明她在那里，爸爸就拼命地往家里跑。
然后，就这样饿着肚子睡觉。他特别怕下雪，因为没有鞋子
穿，还背着小姑在雪地里走，那种冷，到现在他都记忆犹新。
特别有趣的是，梨子成熟的季节，邻居家有一棵早熟的梨树，
早上起来看邻居家没有起床，爸爸就悄悄地爬上去偷梨。可
当他爬上树，刚好邻居家起床开门，他不敢下来，家里奶奶不
停叫他名字，他不敢答应，特别囧，讲起这些事时的爸爸像极
了一个小孩。

爷爷在县城上班，周末，爸爸就走很长很长的路去找爷
爷，因为爷爷会给他钱。爸爸特别喜欢看书，那时候有连环
画，他就拿着钱去街上找书看，给一毛钱就可以看所有的
书。所以，爸爸在小学时候就读完了四大名著，这种习惯一
直到现在，爸爸每天都读书，风雨无阻，所以爸爸也总提醒我
们多阅读，少玩手机。

多么令人向往的童年，想和爸爸一起去偷梨，一起蹲在
大街上看连环画，也想光着脚在雪地里走……爸爸的童年里
没有我，有幸我的童年里有爸爸。

叶思辰
云师大附小金安校区五（1）班

陀螺趣事

今年，由于疫情影响，我们在老家过了一个漫长的春节！
老家的娱乐活动并不多，爸爸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就是滚铁环、打陀螺、拍纸画……
不知爸爸是为了回忆童年，还是哄我开心，他找来一个木陀螺，用长棍上的细绳一圈圈地把陀螺缠

好，左手将它按在地上，右手使劲儿猛地一抽，陀螺就转了起来。然后他挥动鞭子，再用劲儿抽，陀螺就
滴溜溜地飞速转动。鞭子挥得越响，用力越大，陀螺就转得越快，像在跳一支欢快的舞，又像是在地上
尽情地书写着什么。

看着爸爸潇洒自如的动作，我也越发地想要试一试。但我手中的陀螺，不是那么听话，它不是不
转，就是敷衍地乱转几圈就倒了。我好不容易使劲儿甩鞭抽它，它才转了起来。我激动极了，使出了浑
身解数，一个劲儿地拼命抽打陀螺，但陀螺并不像在爸爸挥鞭时那样欢快自然地转，它东倒西歪地转了
几圈便放慢了速度，罢工了。爸爸见状，连忙提醒我：“你要给它歇歇呀，不能一直不停地抽它！”哎呀，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瞬间感觉自己的武功升了一级，鞭子也在空中挥出了响声。打了没一会儿，我感觉
自己的胳膊都已发酸，汗也冒了出来。

我和爸爸说想到的一句顺口溜：“小陀螺，真调皮，不是休息就是耍赖皮！”爸爸笑了，说道：“是呀，
你要记住啦，做事、学习都要努力、要积极，同时也要张弛有度，劳逸结合，一味地埋头苦干，不思考、不
用心，或者只会玩耍，都会像这个陀螺一样，转几下就没有结果了……”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这次打陀螺，既锻炼了身体，也锻炼了我的思想。这些爸爸童年时候的游戏，到现在都还闪着光，
照亮着我的童年。

陈思涵
云师大附小樱花语校区四（2）班

爸爸的童年游戏

爸爸的童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可是，每当看着爸爸回忆小时候玩游戏的模样，我心里就一直纳
闷：那些游戏真的有趣吗？

父亲节，爸爸的足球队又组织比赛，爸爸特意带我前往观看。到了绿茵草地，我看到叔叔们在场上
浑汗如雨、奋力争抢，陪同爸爸来看球的哥哥姐姐们却在低头玩着手机。爸爸看到这个场面后，就对我
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朋友们玩的游戏都是电子游戏和一些高价精美的玩具，我们曾经的民间
传统游戏就要失传了。”

看着爸爸回忆小时候游戏的模样，我突然有了主意，我对爸爸说：“我想体验一下爸爸的童年游
戏。”于是，爸爸和叔叔们商量后，喊上那几位玩游戏的哥哥姐姐，我们就一起玩起了丢手绢。大人们先
说了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围坐成一圈，我自告奋勇先拎着手绢，绕着圈慢慢跑。坐着的人都拍手唱起
丢手绢的儿歌，我趁人不备把手绢丢在一位姐姐身后，然后马上就跑起来。姐姐发现了，拿起手绢就追
我，还好我跑得快，跑到了姐姐原先的位置上，要是被姐姐抓到，我可是要当众表演节目。姐姐又像我
一样，继续转圈把手绢丢到其他人的身后。在我们一遍遍的拍手与歌声中，游戏又重新开始。

我和爸爸一起体验了他们童年时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
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和爸爸一起玩他们童年的游戏，这是我送给爸爸父亲节的特殊礼物。

父亲

爸爸的童年

我和我爸

刘思妤
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
四（4）班

爸爸的童年
原来这么美好

《父亲节快乐》
汤珺淇
云师大附小樱花语校区二（5）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