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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相关链接

在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每到这天，我国邮政部门都会发行一些
以儿童为主题的邮票。不过我国最早发
行的儿童节纪念邮票并不是在6月1日
这天发行的。

1947年儿童节前夕，哈尔滨筹办儿
童团成立大会，以毛泽东题词“儿童们
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为
口号，号召解放区儿童树立主人翁意
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时驻哈尔
滨的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决定于4月4日
儿童节当天发行《四四儿童节》纪念邮
票一套，以示祝愿与纪念。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纪念儿童节
的邮票，全套三枚。邮票主图为一队前
进的少年儿童，领队的头戴解放军帽，
另一孩子手执飘扬的旗帜，旗上写有

“儿童拥军慰问队”字样。五名儿童均
身着长袖衬衫、短裤，斜挎书包或红十
字药箱。旗帜上方自右向左印有“四四
儿童节纪念”字样，呈半弧状。票图以
剧场舞台边框为饰，上首留白处写“东
北邮电管理总局”八字，下底有“中华
民国三十六年”一行字对应，面值分别
标注于邮票四角。从此，纪念儿童节的
邮票登上了中国邮政史的舞台。

1958年 6月 1日，为庆祝“六一”
儿童节，并反映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
活，原邮电部发行特18《儿童》特种邮
票一套四枚，这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
纪念儿童节的专题邮票。第一枚“婴
儿”，图案是妈妈照看躺在摇篮里的幸
福宝宝；第二枚“浇花”，图案是两位
小朋友给向日葵浇水；第三枚“游
戏”，图案是两位小朋友在捉迷藏，一

位拿着红缨枪，一位戴着面具，场面生
动活泼；第四枚“放船”，图案是两位

红领巾少年在小河里放船模。
首套“六一”儿童节邮票在设计上

均吸取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的特点，突出了我国民间剪纸和木版水
印的艺术效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这套邮票原计划在1957年发行，后因故
推迟到1958年，但邮票印版已制好，故
票面上所印“1957”年号未予改动。

以这套儿童节邮票为起点，随后几
乎每年“六一”儿童节前，中国都要印
制与发行以儿童为主题的邮票。到了
1963年 6月 1日，原邮电部发行特54
《儿童》邮票，全套共计12枚邮票，是
中国首次同时发行有齿、无齿孔邮票，
在中国邮票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与
价值。

这套邮票撷取了中国儿童在学校、
家庭和日常生活中的12幅画面（全神贯
注、糖葫芦、汽车与交通警、春风、知
音、心满意足、小红花、书包与鞋、玩
沙、小球迷、手巧心灵、春天来了），
集中展示了中国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和
幸福美好的生活。这套邮票以12枚之多

的套票规模，着力突显童真
和稚拙，是新中国儿童题材
邮票的经典之作。

自1983年以来，中国
的“国家名片”之上，大量
出现了由儿童设计、绘画的
儿童节邮票，蔚为大观，颇
具特色。这不但体现了政府
高度重视儿童工作、关切儿
童的成长与发展，更展示着
新时代中国儿童的创造力与
活力。 据《北京晚报》

邮票上的“儿童节”

原始社会的陶响球

声响玩具是中国出现最早的儿童
玩具品类之一，从考古发现可以推
测，原始社会的孩子或已玩这类玩具
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距今约
5000年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上，出
土过一种陶制圆球，由于其内部中
空，贮有弹丸和石粒，摇动时沙沙作
响，故名“陶响球”。后世不少声响玩
具，是在陶响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比如下图这件灰陶响鱼，腹部中
空，内有陶丸，拿在手中摇晃，会发
出清脆的响声，和今天的摇铃几无区
别。其质地虽然原始，但灵动的鱼尾
叫人无法不佩服汉代塑形大师的奇思
妙想。

中国古代三大益智玩具

古代智趣类玩具颇多，有益于启
蒙开智，促进动手能力，七巧板、鲁
班锁、九连环堪称中国古代三大益智
玩具。

七巧板是古老的益智拼图玩具，
可拼成各种人物、动物、桥、房、塔
等，是培养幼儿观察想象力的好伙
伴。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它是“东方最
古老的消遣品”之一。古代榫卯结构
制成的可拆装益智玩具，托名木匠祖
师爷鲁班，故名“鲁班锁”。今天的益
智玩具中仍可看到它的身影。九连环
也是古代著名的益智玩具，《红楼梦》

里有林黛玉巧解九连环的记载，周邦
彦也留下关于九连环的名句“纵妙
手、能解连环”。

这些玩具看似简单，但设计科学
巧妙，几个简单的部件，就变幻无
穷，玩的时候要仔细观察、认真分
析，甚至还需要大量创新思维。充分
体现了古人博大精深的智慧。

出现于晋代的竹蜻蜓

竹蜻蜓出现于 1700 多年前的晋
代。手动快速旋转，可以使其飞升。
这种简单而神奇的玩具，曾令西方传

教士惊叹
不已，将
其 称 为

“ 中 国 螺
旋”。

鲁迅说过，“游戏是
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
具是儿童的天使。”从
古至今，爱玩都是儿童
的天性。很多古代玩具
以不同形式留存下来，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
的经济、思想和文化面
貌。 据《湖北日报》

古代孩子玩什么玩具

“70后”“80后”玩弹珠、橡皮筋，“90后”玩积木、变形
金刚，“00后”玩电子产品……玩具承载着不同年代的童年记
忆，甚至是心灵慰藉。那么，古代的孩子玩些什么呢？

“六一”儿童节将至，鲜为人知
的是，中国的儿童节最初定于每年 4
月4日，当时称为“四四”儿童节。

1925年8月，包括中国在内的54
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
国际大会”，通过 《日内瓦保障儿童
宣言》，呼吁世界各国设立“儿童

节”。1931 年，当时的教育部决定于
次年开始，将每年的 4 月 4 日正式定
为儿童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同年11月，苏联在“国际民主
妇女联合会”执委会会议上提出了为保
障全世界儿童的权益，反对虐杀和毒害

儿童，纪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
儿童，建议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
际儿童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
此积极响应，提案终获通过。

据此，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作出相应规定：将“六
一国际儿童节”定为中国儿童节日。

1950 年 3 月 30 日，教育部发出通告，
正式确定6月1日为我国儿童节，同时
废止原有的“四四”儿童节。至此，
已举办过17届的“四四”儿童节，完
成历史使命，“六一”儿童节成为所有
中国少年儿童新的节日，历史也随之
开启新篇。 据《北京晚报》

“六一”儿童节始于1950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纪念
儿童节的邮票

首套“六一”儿童节专题邮票

汉代灰陶响鱼
特54《儿童》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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