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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春天，万恶的旱魔踏足我们美丽的山野。
起初，我们用自己的蛮干劲儿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
在抗旱大战来临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感觉生活用水比往年困难一点而已。
　　但是我发现，我们六年级的女孩杨海叫同学每星期总要请一两天假。
起初她在请假条上只说家中有事，因为孩子不愿说，我也不便细究。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隐约觉得这孩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单独询问了她。
　　这一问可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她的爸妈常年不在家，家中就她和两个弟弟，他们的生活用水，要
用大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背，双休日背的只够用两天。
上课期间，下午放学去背就晚了，只得请假！
这时候抗旱大战已经打响，党和政府在行动，爱心人士在行动。
　　我们也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用水情况做全面摸底。
同时，一向很重视写作教学的我让孩子们把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用日记写下来，也当作摸底的一个事项
。
　　这一摸就摸出了一大堆让人震撼的问题来：杨海叫每天放学回家，要做饭给两个弟弟吃，早上天
不太亮就得起床做饭（因为离学校太远，他们中午不能回家吃午饭），几乎每天都得到山里去背柴，
下雨时还得种坡地的玉米；杨敏的爸妈也常年在外地打工，她带着弟弟要做家务，要按时到一公里以
外的公路上去背政府工作人员运来的水，要养一群鸡，下雨了也要种地；徐梅的爸爸去世几年了 ，妈
妈常年在外打工，她也带着两个弟弟上学、放学、做家务、种玉米、种菜，到山中背柴、背水；父母
离异、记事以来几乎没有得到母爱、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徐艳，只要在家，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帮
助爷爷奶奶，不管是做家务还是种地，样样在行，奶奶身体不好，懂得感恩的孩子用她的勤劳尽量报
答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杨海刚自小失怙，母亲早改嫁，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得跟着视力非常糟糕的
爷爷背水，他还小，只能用装二十斤的塑料壶&hellip;&hellip;　　对于孩子们日记中提到的事，我还是
有点半信半疑，于是我和我的同事连续往一些留守儿童家跑了几趟，事实证明，现实比他们日记中记
述的严重得多！
　　我感慨于孩子们的坚强，他们在日记中的那些长吁短叹，某些人可能认为那代表他们不够坚强，
但是，如果把别人放到当时那种残酷的现实中，某些认为他们不够坚强的人恐怕就不是叹气，一定是
惨叫、一定是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遗憾是，因为能力原因，为孩子们做得太少了，偶尔送点水，主要是询问他们面临的困难
，鼓励他们战胜困难、笑迎美好明天。
于是，孩子们的日记在一天天的堆积，我们一如既往地和他们谈心，谈现实，谈未来，今天是这样，
明天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让孩子们看到美好的未来，这点非常重要，要把这一点变成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动机、动
力和出发点。
　　将留守儿童日记出版，是我一年前的心愿。
当时抗旱激战刚刚结束，被孩子们生活状况震撼的我，某一天在读孩子的一则日记时忽然想起：这种
精神、这种生活，如果呈现在都市的孩子眼前，会怎么样呢？
要把山区孩子们的生活呈现给都市的人们（包括大人和孩子），我最先想到的是图书。
于是，这本日记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
　　首先把日记集的稿子递交出版社是去年八月，后来是以电话和电子邮箱的方式推荐、投稿。
我本以为这样的材料到了出版社或出版商的眼前，会立即产生震撼，社会也会即刻为之一亮。
可是，当得知我们不可能具备自费出版的经费之后，在好多出版单位里稿子就成了垃圾。
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坚信人间有爱，继续收录着孩子们的日记，也继续抱着与仁者握手的幻想，
继续发邮件和打电话。
　　几经周折，遇上了&ldquo;北京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
他们接到稿子就决定了他们的努力方向，这是我和孩子们几世修来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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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认为整个社会当有所思考，因为我认为这事与&ldquo;小悦悦事件&rdquo;差别不是很大，&ldquo;
北京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比陈姨更有勇气，他们关顾的不只是深山里的一群孩子，城市
的家长和孩子都必然从这本日记中受益匪浅。
　　接下来，为孩子们的未来操劳的是黔西南州副州长贺登祥先生。
当他得知这本日记即将出版、且寄望他作序时，先生没有二话，直接答应，书还没有印刷，相应的研
讨会已经在他的计划里，留守儿童的明天已经是他的大半个心事。
　　在这里，本人代表小作者们，诚挚感谢&ldquo;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感谢贺副州
长、感谢王定芳老师！
感谢支持这本书出炉的我的同事！
　　现在，这本书基本算是&ldquo;大功告成&rdquo;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把孩子们的生活现状告知广大有爱心的人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去&ldquo;改变
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rdquo;我不是在大呼小叫地说：&ldquo;给孩子们幸福、别让他们干繁重的劳
动！
&rdquo;也不是说：&ldquo;孩子们过得太贫苦了，给他们一点物质帮助吧&rdquo;--都不是！
我的想法是：不必太急切地改变他们的处境，但是一定要为他们探讨寻找美好明天的做法和意志，让
坚强的人认识更坚强的人，让处境相近的人互相激励，把苦难当财富享受！
一句话：不要用可怜的眼光看他们，要用赞赏的眼神为他们加油！
即使要为他们修路铺桥，也是我们背后的秘密，不能让他们认为有爱心人士在就万事大吉。
　　愿留守儿童不再是社会的潜藏病灶！
　　愿我们不再为留守儿童纠心！
　　愿养尊处优的孩子因为这本书变成自立的强者！
　　愿仁者平安幸福！
　　杨元松　　26个留守儿童的老师　　2010年春天，万恶的旱魔踏足我们美丽的山野。
起初，我们用自己的蛮干劲儿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
在抗旱大战来临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感觉生活用水比往年困难一点而已。
　　但是我发现，我们六年级的女孩杨海叫同学每星期总要请一两天假。
起初她在请假条上只说家中有事，因为孩子不愿说，我也不便细究。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隐约觉得这孩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单独询问了她。
　　这一问可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她的爸妈常年不在家，家中就她和两个弟弟，他们的生活用水，要
用大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背，双休日背的只够用两天。
上课期间，下午放学去背就晚了，只得请假！
这时候抗旱大战已经打响，党和政府在行动，爱心人士在行动。
　　我们也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用水情况做全面摸底。
同时，一向很重视写作教学的我让孩子们把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用日记写下来，也当作摸底的一个事项
。
　　这一摸就摸出了一大堆让人震撼的问题来：杨海叫每天放学回家，要做饭给两个弟弟吃，早上天
不太亮就得起床做饭（因为离学校太远，他们中午不能回家吃午饭），几乎每天都得到山里去背柴，
下雨时还得种坡地的玉米；杨敏的爸妈也常年在外地打工，她带着弟弟要做家务，要按时到一公里以
外的公路上去背政府工作人员运来的水，要养一群鸡，下雨了也要种地；徐梅的爸爸去世几年了 ，妈
妈常年在外打工，她也带着两个弟弟上学、放学、做家务、种玉米、种菜，到山中背柴、背水；父母
离异、记事以来几乎没有得到母爱、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徐艳，只要在家，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帮
助爷爷奶奶，不管是做家务还是种地，样样在行，奶奶身体不好，懂得感恩的孩子用她的勤劳尽量报
答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杨海刚自小失怙，母亲早改嫁，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得跟着视力非常糟糕的
爷爷背水，他还小，只能用装二十斤的塑料壶&hellip;&hellip;　　对于孩子们日记中提到的事，我还是
有点半信半疑，于是我和我的同事连续往一些留守儿童家跑了几趟，事实证明，现实比他们日记中记
述的严重得多！
　　我感慨于孩子们的坚强，他们在日记中的那些长吁短叹，某些人可能认为那代表他们不够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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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把别人放到当时那种残酷的现实中，某些认为他们不够坚强的人恐怕就不是叹气，一定是
惨叫、一定是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遗憾是，因为能力原因，为孩子们做得太少了，偶尔送点水，主要是询问他们面临的困难
，鼓励他们战胜困难、笑迎美好明天。
于是，孩子们的日记在一天天的堆积，我们一如既往地和他们谈心，谈现实，谈未来，今天是这样，
明天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让孩子们看到美好的未来，这点非常重要，要把这一点变成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动机、动
力和出发点。
　　将留守儿童日记出版，是我一年前的心愿。
当时抗旱激战刚刚结束，被孩子们生活状况震撼的我，某一天在读孩子的一则日记时忽然想起：这种
精神、这种生活，如果呈现在都市的孩子眼前，会怎么样呢？
要把山区孩子们的生活呈现给都市的人们（包括大人和孩子），我最先想到的是图书。
于是，这本日记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
　　首先把日记集的稿子递交出版社是去年八月，后来是以电话和电子邮箱的方式推荐、投稿。
我本以为这样的材料到了出版社或出版商的眼前，会立即产生震撼，社会也会即刻为之一亮。
可是，当得知我们不可能具备自费出版的经费之后，在好多出版单位里稿子就成了垃圾。
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坚信人间有爱，继续收录着孩子们的日记，也继续抱着与仁者握手的幻想，
继续发邮件和打电话。
　　几经周折，遇上了&ldquo;北京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
他们接到稿子就决定了他们的努力方向，这是我和孩子们几世修来的福分！
我亦认为整个社会当有所思考，因为我认为这事与&ldquo;小悦悦事件&rdquo;差别不是很大，&ldquo;
北京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比陈姨更有勇气，他们关顾的不只是深山里的一群孩子，城市
的家长和孩子都必然从这本日记中受益匪浅。
　　接下来，为孩子们的未来操劳的是黔西南州副州长贺登祥先生。
当他得知这本日记即将出版、且寄望他作序时，先生没有二话，直接答应，书还没有印刷，相应的研
讨会已经在他的计划里，留守儿童的明天已经是他的大半个心事。
　　在这里，本人代表小作者们，诚挚感谢&ldquo;时代华语&rdquo;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感谢贺副州
长、感谢王定芳老师！
感谢支持这本书出炉的我的同事！
　　现在，这本书基本算是&ldquo;大功告成&rdquo;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把孩子们的生活现状告知广大有爱心的人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去&ldquo;改变
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rdquo;我不是在大呼小叫地说：&ldquo;给孩子们幸福、别让他们干繁重的劳
动！
&rdquo;也不是说：&ldquo;孩子们过得太贫苦了，给他们一点物质帮助吧&rdquo;--都不是！
我的想法是：不必太急切地改变他们的处境，但是一定要为他们探讨寻找美好明天的做法和意志，让
坚强的人认识更坚强的人，让处境相近的人互相激励，把苦难当财富享受！
一句话：不要用可怜的眼光看他们，要用赞赏的眼神为他们加油！
即使要为他们修路铺桥，也是我们背后的秘密，不能让他们认为有爱心人士在就万事大吉。
　　愿留守儿童不再是社会的潜藏病灶！
　　愿我们不再为留守儿童纠心！
　　愿养尊处优的孩子因为这本书变成自立的强者！
　　愿仁者平安幸福！
　　杨元松　　26个留守儿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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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的孩子们大多送走了自己去远方打工的父母，独自或者是在爷
爷奶奶叔伯亲戚的扶持下照顾家中的田地，牲畜。

　　2009年秋天，贵州大旱，饮水都成问题，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他们坦然接受，偶尔抱怨，但是依然热爱自己的生活。

　　26个留守的孩子，平均年龄9岁，220篇日记，21幅象征梦想的画，21个发自心底的愿望，12封写
给爸爸妈妈的信。

　　这些站在穷山之顶，恶水之上的孩子们，用稚嫩甚至娇弱的身躯撑起了那一片土地，还有他们的
孤独生长。

　　又爱又累，他们依然微笑。

　　又爱又痛，我们只能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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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元松
　　书中26个小作者的的班主任，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语文教师。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他要求孩子们每天写日记。
本来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教学活动，但，在那一篇篇日记中，他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和烦恼，坚强
和困惑，乐观和坦然，并深受感动。
但他无能为力，于是决心把这些的故事，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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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物质贫乏中成长起来的00后——不要再吃了，再吃的话明天就不够了
值得骄傲的是，十岁那年，我真的过生日了！
因留守而缺失的爱，谁来补偿？
——妈妈，你在哪里？

我一个人在新房子里睡，过两个星期就不害怕了。
稚嫩双肩能否扛起一整片土地？
——我每天都放牛，有时放两次，一次是两三个小时
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背着沉重的水在崎岖的山路上快速行走。
一个下午我背了三趟，把一百五十斤水背到了家里。
如若不坚强，软弱给谁看？
——我会照顾好弟弟，妈妈不用担心
读书和生存，哪个才是主角？
——老师，我又要请假了⋯⋯
今天我又没有去上学，家里没有水了，我必须去背水。
十几岁的孩子，正在怎样思考？
——爸爸妈妈太不爱我们了，我们才这么大，就要上山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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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物质贫乏中成长起来的00后--　　不要再吃了，再吃的话明天就不够了　　2010年4月　　8　
　日　　晴 星期四　　我们想吃点东西都很难。
　　就拿包子来说吧，在我们这里没有谁会经常担包子来卖，就谈不上吃包子了。
只在一些情况下，母亲偶尔会带我们到场坝上去，才有机会吃到，但是马上就得回家。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卖包子的人也偶尔会到学校门前来卖包子，要身上有钱才能买到，但有时母亲一
分钱也不给，一个也吃不到。
看见卖包子的人来了，就只有看的份。
想啊！
想啊！
想啊！
想得口水直流三千尺，想吃个包子竟难于上九天！
　　2010年4月　　5　　日　　晴 星期一　　昨天爸爸回来了。
他没有给我们买什么东西，他这次主要是为了带一些钱回来还债。
但是我们还是特别高兴，因为从此以后什么事情都有爸爸在，我们不用担心了。
　　可是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今天一早起床，爸爸就说他又要出门打工了！
他对我们说：&ldquo;今天下午四点钟，我就要走了，你们在家要听奶奶的安排，下雨时，要记得把包
谷种下去。
&rdquo;　　我没有说什么，就默默的煮饭和做菜，吃完饭我就去洗衣服，我也没有心情去上学。
我真是想哭，爸爸好不容易才到家，可是才这么一个晚上，他又要走了，我在家又要读书又要带弟弟
，又要干地里的活，天那么干，还要背水，我怎么办嘛！
光说是下雨了要种包谷，可是我还要上学呢，说来轻巧，做起来就难！
难道还要让我再请几天的假吗！
我多么希望爸爸可以留下来，可是我能有什么理由呢!　　到了下午，爸爸又说他今天去不成了，他说
还有两家人的钱还没有送去，今天晚上还得跑路。
不过他说明天非走不可。
　　2010年4月　　6　　日　　晴 星期二　　下午放学刚刚到家门口，爸爸恰好把门锁上出门。
我还不熟悉那锁，开了半天也没打开，越是开不了，心里就越难过，越是难过就想发火，可是火还没
有发出来，我就哭了。
爸爸望着我，起初他不说话，我也不说。
后来他见我开不了门，就来帮我。
他说：&ldquo;我已经把菜买好了，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做就行了。
&rdquo;我心里说：&ldquo;有什么好吃的呢！
不就是些菜和那点肉吗，有什么稀罕的！
&rdquo;　　爸爸说完，就只管叫弟弟跟他一起去公路边等车，我把门锁上后也跟了去。
到了公路上，想到只要客车一来爸爸就要离开我们，把好多事情扔给我们，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回
来。
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又哭了。
爸爸问我：&ldquo;你为什么要哭？
&rdquo;我不说话。
爸爸又说：&ldquo;你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把初三读完再去打工。
&rdquo;我一直哭到爸爸上车。
回到家里，我心里空空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连饭也不想吃。
　　因留守而缺失的爱，谁来补偿？
--妈妈，你在哪里？
　　2011年9月　　16　　日　　多云 星期五　　今天放学回家，在屋后看到妈妈，她对我说，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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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饭，我的任务是打钱纸。
　　我进屋洗了脸，妈妈就把纸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她把纸比一比，对我说：&ldquo;要这样对好了才
裁开，再合起来打。
&rdquo;然后妈妈就去帮我做饭。
我先想了半天，妈妈又说：&ldquo;要细心思考才能做好一件事。
&rdquo;　　我就用心的慢慢裁，裁出来的纸张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打长钱，小的打一般的纸钱。
我裁了半天，裁好我已经是满头大汗。
　　然后我就开始打了。
我找不到木锤（槌）子，就找到小钉锤，我打一叠后知道小锤子不好打，有两次太玄了，差一点打着
我的手。
我就去找木棒，我很担心真打着自己的手。
但我想到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在她出去之前，她要给外公烧一点纸钱。
想为妈妈做一点事，也就没什么怕的了。
我边想边打。
妈妈离开我最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和外婆在家，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2010年4月　　4　　日　　阴转小雨 星期日　　奶奶爱劳动，即使在农闲时节，她也闲不下来，
要么是打猪草，要么是割牛草，要么就是到山林里去找药材。
今天天气变了，下了毛毛雨。
奶奶还是要上山去找药材。
妈妈说，路那么滑，干脆别去了。
奶奶说不怕，她随便炒饭吃好就上山了。
我们因为也要去大伯家帮忙，跟着出了门。
　　天黑了我们回来，奶奶不在家，我就问爷爷。
爷爷说奶奶在山上摔伤了，头磕破了，牙齿摔松了两颗，出了很多血，正在卫生室包药。
我听了心里又怕又难过，急忙打电话给姑妈。
姑妈很快把奶奶送回来了，我们老远就去接。
　　到家以后，奶奶一点东西也没吃就睡觉了。
晚上，听见奶奶痛苦的呻吟声，我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2010年4月　　20　　日　　晴 星期二　　早上，爸爸打电话给妈妈，我偷听到了爸爸今天要回
来，我就特别高兴。
又听说只不过回来种两三天玉米就走，听了又有些难过，因为爸爸好久都没有回家，为什么总是回来
不久就走呢？
　　妹妹突然跑来说：&ldquo;姐姐你怎么啦？
&rdquo;我说：&ldquo;没事。
&rdquo;我和妹妹就上学去了。
　　放学回到家，爸爸果然在家，妹妹就跑去问有没有买东西回来，爸爸就说在背箩里，自己找。
爸爸的背箩里有好多的东西，有苹果、梨子、香蕉、糕点、面条、还有新裤子和鞋子呢!我们都很高兴
，一直围着爸爸打闹。
　　稚嫩双肩能否扛起一整片土地？
--我每天都放牛，有时放两次，一次是两三个小时　　2010年5月　　1　　日　　晴 星期六　　早上
，天刚刚亮，奶奶就叫我快点起床。
我问奶奶：&ldquo;这么早叫我起来干什么呀？
&rdquo;奶奶说叫我和他们一起去种包谷。
我说我不想去。
奶奶说：&ldquo;不想去你就不要吃饭！
&rdquo;我说不吃饭我会饿死的，可我还不想被饿死呀！
奶奶说不想死就快点去种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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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懒洋洋地扛着锄头跟着奶奶去种包谷了。
　　我问奶奶，大伯怎么不来帮忙。
奶奶说我大伯昨天帮忙种了一天，累了，今天可能不来了。
　　到了地里，我们都已经种完一块地的一半，大伯才来。
我们又种了另一块地的一半，就回家了。
我想，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活太累人了！
　　2011年7月　　2　　日　　阵雨 星期六　　我有时很快乐，有时很伤心。
开心的一天就像没有白活，可是伤心的一天就像白活似的。
　　我每天都放牛，有时两次，有时放一次，一次是两三个小时。
放牛也不太好玩，早上有很多蚊子，我身上有很多包就是蚊子咬的。
下午也有蚊子，我回来就用爱心老师给的药。
果然好得快，我身上的包不见了，身上很爽快，我每次放牛回来都用。
后来我就不怕放牛了。
　　如若不坚强，软弱给谁看？
--我会照顾好弟弟，妈妈不用担心　　2010年3月　　27　　日　　晴 星期六　　早上，我们吃了一点
饭，就去背水。
政府的人把水运到丫口，我们就到那儿背。
我们每趟必须背满一壶--壶是装五十斤的。
（若是因为）背得少了，等你来第二趟水就没有了。
　　第一次是一位堂哥哥用摩托车帮我们把水拉到分小路（公路与小路的岔路口）的地方，我们从那
儿把水背到家。
第二次是村委会的人帮忙把两壶水直接背到我们家里。
我一定要记住这些好人的恩情，永远都不忘记他们！
　　下午，奶奶叫我和她一起去背柴。
奶奶一直都住在叔叔家。
叔叔和婶婶都出门好久了，全靠奶奶照顾堂妹堂弟。
比较大的堂哥哥在上中学，每星期在家的时间还不满两天。
奶奶老了，上山背柴太吃力了，我真担心她会不小心摔倒。
堂妹明明知道奶奶在照顾她们，却连背柴这样的小事都不去帮忙，成天都只想在家里玩，都是十一岁
的人了，还不懂一点事。
　　2010年3月　　28　　日　　晴 星期日　　我昨天就和奶奶讲好了，今天要去洗衣服。
可奶奶却说不去了，堂妹也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和弟弟去了，回来已经是下午。
姨妈遇见我们，请我们去她家玩。
反正没有很重要的事，我晒好衣服就去了。
　　姨妈家就在我家原来住的那个山沟里，离我家大约有两公里山路。
我到她家的时候，姨妈正在开打米机打米。
我想起来：我家的包谷（玉米，下同）面最多只够吃三天了，前天我就想打的，可我一个人不会打，
也怕把机子打坏了。
于是我就问姨妈，我背包谷来让她帮忙打行不行？
姨妈说是可以。
我心里也就不那么着急了。
　　2010年3月　　31　　日　　晴 星期三　　下午放学回到家，我背了四十多斤包谷去姨妈家打包
谷面。
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包谷面也没有米可以做饭，我们很久没有吃过米饭了。
　　背着重东西，山路又不好走，到姨妈家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姨妈当时有点忙，我说：&ldquo;如果你忙的话，那就晚点打吧，多晚都可以。
&rdquo;姨妈说：&ldquo;晚上用电的人家多，电力不强，带不动机子，再说晚点打的话，你得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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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回家，那就又得跑一趟，还是早点打的好。
&rdquo;姨妈帮我打好包谷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不敢回家，因为我要走的那路上冷清清的，没有人家。
还有人说那段路上经常有鬼打架，我很害怕，于是只好到杨敏家睡，到天亮再回家。
也不知道弟弟他们在家怎么样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2010年4月　　19　　日　　多云 星期日　　今天早的时候我在家抹包谷，之后我就去开机子打
包谷面，我没有自己开机子打过包谷面，也不会打，放大了机子就卡住了。
我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我就不打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去找昨天奶奶带我们找的那种东西。
　　我起初想起了一个地方，那种东西很多，但是我很怕，因为我听说不久前有个小孩死在那个地方
。
但是仔细想想，我很需要钱买东西。
我就去了。
我很怕，而且我的脚又肿了，不过只肿了一点点，不是很严重。
这一次找到了许多可以卖的东西，估计可以卖到一些钱吧，我想我们有钱买菜了！
　　读书和生存，哪个才是主角？
--老师，我又要请假了&hellip;&hellip;　　2010年4月　　8　　日　　晴 星期四　　今天早上很早的时
候我就起床了，为了做饭让弟弟吃了去上学。
我要在家背水。
因为今天政府的人又要运水到公路边发放，每户人家都得按时间去领，错过时间就没有了，我只好又
不去上学了。
　　家中这两天实在没有水了，奶奶的身体又实在不好，这几天都生病，连走路都成问题，去打了针
，又买了药来吃，可也不见好，也不可能等她去背水了。
这老天真害人，要不是它一直干旱，我们有水，也就不用老是耽误学习了，我真的不想这样耽误啊！
　　2010年4月　　20　　日　　晴 星期一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地面湿了。
我得把包谷种下去，要不然明年就没有吃的了，所以我和两个弟弟今天都没有去读书。
这件事情好几天以前我就跟我们班主任老师讲过了，所以今天就没有跟他请假。
　　早上，我们随便做了一点饭吃，三个人扛着锄头、背上包谷种子往地里去了。
奶奶平时住在我叔叔家，她们今天也要抓紧时间种包谷。
我们到地里没有多久，奶奶也进地来了。
我们先去老屋基那边种，很快就种完了三块比较大的地。
我们种得太快了，所以到后来我的手就痛起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休息，而是去帮奶奶她们。
奶奶她们种的地不大，只是几小块，所以我们很快就忙完了。
看时间还早，我们每人就又找了一筐柴背回来。
我们刚刚到家，读书的学生就回来了。
　　2010年4月　　21　　日　　晴 星期二　　我知道明天又是赶场的时间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跟奶奶商量说，我很需要去赶一趟场，因为家里早已经没有菜吃了--天那么干旱，什么都种不出来
。
再说，米也早就没有了，每一顿饭都是吃包谷面，都不想吃了。
可是我如果去赶场，又要耽误学习，也怕老师埋怨。
奶奶一时间也不晓得怎么办好，她想了一下说：&ldquo;那你明天就和我一起去赶场吧。
&rdquo;奶奶是答应我了，可我心里还是很矛盾的，也不晓得到底顾哪边好。
　　2010年4月　　10　　日　　晴 星期六　　今天早上妈妈去赶场，我叫妈妈给我买一个日记本，
还让妈妈帮我买笔。
妈妈就说：&ldquo;你们吃完饭去取水，我去赶场帮你们买东西。
&rdquo;　　于是，我就让弟弟去生火做饭，我帮妈妈抓鸡去卖，我费了好大的力才把鸡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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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走了一会儿，我们也吃完了饭，我就拿起装50斤的塑料水壶，弟弟拿了一个装30斤的，我们
就出发了。
　　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妈妈给我买新笔记本的话，我就好好设计我的日记本，在一页上画棋盘格
子，那我就可以胜徐健友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妈妈回来，我高高兴兴地跑去看妈妈买了哪些东西，看来看去竟然没有我的
日记本，而买来的是《新华字典》，妈妈不识字。
真是、真是、真是&hellip;&hellip;　　妈妈把我平时最喜欢的包子拿给我，我都没有心情吃！
　　十几岁的孩子，正在怎样思考？
--爸爸妈妈太不爱我们了，我们才这么大，就要上山去干活　　2010年4月　　3　　日　　阴 星期六
　　今天早上，我起床时，大哥和二哥都已经不在家了。
张庭和张俊还没有起床，我就去叫他们两个。
　　他们起来时，不见大哥和二哥，他们就问我，我说：&ldquo;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去丫口吧。
&rdquo;　　吃完了早饭，我就叫张庭拿昨天准备的椿芽去卖。
　　后来张庭回来了，他说：&ldquo;今天我的运气太好了，刚刚到丫口就有车子（开车的人）要了！
我问张庭卖了多少钱，张庭回答说，卖了十五元，有五元是那卖椿芽的人送的。
那人说，是给他的爬树钱&hellip;&hellip;　　我为今天的&rdquo;收入&ldquo;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过意
不去。
　　在物质贫乏中成长起来的00后--　　不要再吃了，再吃的话明天就不够了　　2010年4月　　8　
　日　　星期四 晴　　我们想吃点东西都很难。
　　就拿包子来说吧，在我们这里没有谁会经常担包子来卖，就谈不上吃包子了。
只在一些情况下，母亲偶尔会带我们到场坝上去，才有机会吃到，但是马上就得回家。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卖包子的人也偶尔会到学校门前来卖包子，要身上有钱才能买到，但有时母亲一
分钱也不给，一个也吃不到。
看见卖包子的人来了，就只有看的份。
想啊！
想啊！
想啊！
想得口水直流三千尺，想吃个包子竟难于上九天！
　　2010年4月　　5　　日　　星期一 晴　　昨天爸爸回来了。
他没有给我们买什么东西，他这次主要是为了带一些钱回来还债。
但是我们还是特别高兴，因为从此以后什么事情都有爸爸在，我们不用担心了。
　　可是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今天一早起床，爸爸就说他又要出门打工了！
他对我们说：&ldquo;今天下午四点钟，我就要走了，你们在家要听奶奶的安排，下雨时，要记得把包
谷种下去。
&rdquo;　　我没有说什么，就默默的煮饭和做菜，吃完饭我就去洗衣服，我也没有心情去上学。
我真是想哭，爸爸好不容易才到家，可是才这么一个晚上，他又要走了，我在家又要读书又要带弟弟
，又要干地里的活，天那么干，还要背水，我怎么办嘛！
光说是下雨了要种包谷，可是我还要上学呢，说来轻巧，做起来就难！
难道还要让我再请几天的假吗！
我多么希望爸爸可以留下来，可是我能有什么理由呢!　　到了下午，爸爸又说他今天去不成了，他说
还有两家人的钱还没有送去，今天晚上还得跑路。
不过他说明天非走不可。
　　2010年4月　　6　　日　　星期二 晴　　下午放学刚刚到家门口，爸爸恰好把门锁上出门。
我还不熟悉那锁，开了半天也没打开，越是开不了，心里就越难过，越是难过就想发火，可是火还没
有发出来，我就哭了。
爸爸望着我，起初他不说话，我也不说。
后来他见我开不了门，就来帮我。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他说：&ldquo;我已经把菜买好了，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做就行了。
&rdquo;我心里说：&ldquo;有什么好吃的呢！
不就是些菜和那点肉吗，有什么稀罕的！
&rdquo;　　爸爸说完，就只管叫弟弟跟他一起去公路边等车，我把门锁上后也跟了去。
到了公路上，想到只要客车一来爸爸就要离开我们，把好多事情扔给我们，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回
来。
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又哭了。
爸爸问我：&ldquo;你为什么要哭？
&rdquo;我不说话。
爸爸又说：&ldquo;你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把初三读完再去打工。
&rdquo;我一直哭到爸爸上车。
回到家里，我心里空空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连饭也不想吃。
　　因留守而缺失的爱，谁来补偿？
--妈妈，你在哪里？
　　2011年9月　　16　　日　　星期五 多云　　今天放学回家，在屋后看到妈妈，她对我说，她帮
我做饭，我的任务是打钱纸。
　　我进屋洗了脸，妈妈就把纸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她把纸比一比，对我说：&ldquo;要这样对好了才
裁开，再合起来打。
&rdquo;然后妈妈就去帮我做饭。
我先想了半天，妈妈又说：&ldquo;要细心思考才能做好一件事。
&rdquo;　　我就用心的慢慢裁，裁出来的纸张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打长钱，小的打一般的纸钱。
我裁了半天，裁好我已经是满头大汗。
　　然后我就开始打了。
我找不到木锤（槌）子，就找到小钉锤，我打一叠后知道小锤子不好打，有两次太玄了，差一点打着
我的手。
我就去找木棒，我很担心真打着自己的手。
但我想到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在她出去之前，她要给外公烧一点纸钱。
想为妈妈做一点事，也就没什么怕的了。
我边想边打。
妈妈离开我最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和外婆在家，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2010年4月　　4　　日　　星期日 阴转小雨　　奶奶爱劳动，即使在农闲时节，她也闲不下来，
要么是打猪草，要么是割牛草，要么就是到山林里去找药材。
今天天气变了，下了毛毛雨。
奶奶还是要上山去找药材。
妈妈说，路那么滑，干脆别去了。
奶奶说不怕，她随便炒饭吃好就上山了。
我们因为也要去大伯家帮忙，跟着出了门。
　　天黑了我们回来，奶奶不在家，我就问爷爷。
爷爷说奶奶在山上摔伤了，头磕破了，牙齿摔松了两颗，出了很多血，正在卫生室包药。
我听了心里又怕又难过，急忙打电话给姑妈。
姑妈很快把奶奶送回来了，我们老远就去接。
　　到家以后，奶奶一点东西也没吃就睡觉了。
晚上，听见奶奶痛苦的呻吟声，我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2010年4月　　20　　日　　星期二 晴　　早上，爸爸打电话给妈妈，我偷听到了爸爸今天要回
来，我就特别高兴。
又听说只不过回来种两三天玉米就走，听了又有些难过，因为爸爸好久都没有回家，为什么总是回来
不久就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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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突然跑来说：&ldquo;姐姐你怎么啦？
&rdquo;我说：&ldquo;没事。
&rdquo;我和妹妹就上学去了。
　　放学回到家，爸爸果然在家，妹妹就跑去问有没有买东西回来，爸爸就说在背箩里，自己找。
爸爸的背箩里有好多的东西，有苹果、梨子、香蕉、糕点、面条、还有新裤子和鞋子呢!我们都很高兴
，一直围着爸爸打闹。
　　稚嫩双肩能否扛起一整片土地？
--我每天都放牛，有时放两次，一次是两三个小时　　2010年5月　　1　　日　　星期六 晴　　早上
，天刚刚亮，奶奶就叫我快点起床。
我问奶奶：&ldquo;这么早叫我起来干什么呀？
&rdquo;奶奶说叫我和他们一起去种包谷。
我说我不想去。
奶奶说：&ldquo;不想去你就不要吃饭！
&rdquo;我说不吃饭我会饿死的，可我还不想被饿死呀！
奶奶说不想死就快点去种包谷。
我就懒洋洋地扛着锄头跟着奶奶去种包谷了。
　　我问奶奶，大伯怎么不来帮忙。
奶奶说我大伯昨天帮忙种了一天，累了，今天可能不来了。
　　到了地里，我们都已经种完一块地的一半，大伯才来。
我们又种了另一块地的一半，就回家了。
我想，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活太累人了！
　　2011年7月　　2　　日　　星期六 阵雨　　我有时很快乐，有时很伤心。
开心的一天就像没有白活，可是伤心的一天就像白活似的。
　　我每天都放牛，有时两次，有时放一次，一次是两三个小时。
放牛也不太好玩，早上有很多蚊子，我身上有很多包就是蚊子咬的。
下午也有蚊子，我回来就用爱心老师给的药。
果然好得快，我身上的包不见了，身上很爽快，我每次放牛回来都用。
后来我就不怕放牛了。
　　如若不坚强，软弱给谁看？
--我会照顾好弟弟，妈妈不用担心　　2010年3月　　27　　日　　星期六 晴　　早上，我们吃了一点
饭，就去背水。
政府的人把水运到丫口，我们就到那儿背。
我们每趟必须背满一壶--壶是装五十斤的。
（若是因为）背得少了，等你来第二趟水就没有了。
　　第一次是一位堂哥哥用摩托车帮我们把水拉到分小路（公路与小路的岔路口）的地方，我们从那
儿把水背到家。
第二次是村委会的人帮忙把两壶水直接背到我们家里。
我一定要记住这些好人的恩情，永远都不忘记他们！
　　下午，奶奶叫我和她一起去背柴。
奶奶一直都住在叔叔家。
叔叔和婶婶都出门好久了，全靠奶奶照顾堂妹堂弟。
比较大的堂哥哥在上中学，每星期在家的时间还不满两天。
奶奶老了，上山背柴太吃力了，我真担心她会不小心摔倒。
堂妹明明知道奶奶在照顾她们，却连背柴这样的小事都不去帮忙，成天都只想在家里玩，都是十一岁
的人了，还不懂一点事。
　　2010年3月　　28　　日　　星期日 晴　　我昨天就和奶奶讲好了，今天要去洗衣服。
可奶奶却说不去了，堂妹也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和弟弟去了，回来已经是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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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妈遇见我们，请我们去她家玩。
反正没有很重要的事，我晒好衣服就去了。
　　姨妈家就在我家原来住的那个山沟里，离我家大约有两公里山路。
我到她家的时候，姨妈正在开打米机打米。
我想起来：我家的包谷（玉米，下同）面最多只够吃三天了，前天我就想打的，可我一个人不会打，
也怕把机子打坏了。
于是我就问姨妈，我背包谷来让她帮忙打行不行？
姨妈说是可以。
我心里也就不那么着急了。
　　2010年3月　　31　　日　　星期三 晴　　下午放学回到家，我背了四十多斤包谷去姨妈家打包
谷面。
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包谷面也没有米可以做饭，我们很久没有吃过米饭了。
　　背着重东西，山路又不好走，到姨妈家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姨妈当时有点忙，我说：&ldquo;如果你忙的话，那就晚点打吧，多晚都可以。
&rdquo;姨妈说：&ldquo;晚上用电的人家多，电力不强，带不动机子，再说晚点打的话，你得明天才
背回家，那就又得跑一趟，还是早点打的好。
&rdquo;姨妈帮我打好包谷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不敢回家，因为我要走的那路上冷清清的，没有人家。
还有人说那段路上经常有鬼打架，我很害怕，于是只好到杨敏家睡，到天亮再回家。
也不知道弟弟他们在家怎么样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2010年4月　　19　　日　　星期日 多云　　今天早的时候我在家抹包谷，之后我就去开机子打
包谷面，我没有自己开机子打过包谷面，也不会打，放大了机子就卡住了。
我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我就不打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去找昨天奶奶带我们找的那种东西。
　　我起初想起了一个地方，那种东西很多，但是我很怕，因为我听说不久前有个小孩死在那个地方
。
但是仔细想想，我很需要钱买东西。
我就去了。
我很怕，而且我的脚又肿了，不过只肿了一点点，不是很严重。
这一次找到了许多可以卖的东西，估计可以卖到一些钱吧，我想我们有钱买菜了！
　　读书和生存，哪个才是主角？
--老师，我又要请假了&hellip;&hellip;　　2010年4月　　8　　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早上很早的时
候我就起床了，为了做饭让弟弟吃了去上学。
我要在家背水。
因为今天政府的人又要运水到公路边发放，每户人家都得按时间去领，错过时间就没有了，我只好又
不去上学了。
　　家中这两天实在没有水了，奶奶的身体又实在不好，这几天都生病，连走路都成问题，去打了针
，又买了药来吃，可也不见好，也不可能等她去背水了。
这老天真害人，要不是它一直干旱，我们有水，也就不用老是耽误学习了，我真的不想这样耽误啊！
　　2010年4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地面湿了。
我得把包谷种下去，要不然明年就没有吃的了，所以我和两个弟弟今天都没有去读书。
这件事情好几天以前我就跟我们班主任老师讲过了，所以今天就没有跟他请假。
　　早上，我们随便做了一点饭吃，三个人扛着锄头、背上包谷种子往地里去了。
奶奶平时住在我叔叔家，她们今天也要抓紧时间种包谷。
我们到地里没有多久，奶奶也进地来了。
我们先去老屋基那边种，很快就种完了三块比较大的地。
我们种得太快了，所以到后来我的手就痛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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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没有休息，而是去帮奶奶她们。
奶奶她们种的地不大，只是几小块，所以我们很快就忙完了。
看时间还早，我们每人就又找了一筐柴背回来。
我们刚刚到家，读书的学生就回来了。
　　2010年4月　　21　　日　　星期二 晴　　我知道明天又是赶场的时间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跟奶奶商量说，我很需要去赶一趟场，因为家里早已经没有菜吃了--天那么干旱，什么都种不出来
。
再说，米也早就没有了，每一顿饭都是吃包谷面，都不想吃了。
可是我如果去赶场，又要耽误学习，也怕老师埋怨。
奶奶一时间也不晓得怎么办好，她想了一下说：&ldquo;那你明天就和我一起去赶场吧。
&rdquo;奶奶是答应我了，可我心里还是很矛盾的，也不晓得到底顾哪边好。
　　2010年4月　　10　　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早上妈妈去赶场，我叫妈妈给我买一个日记本，
还让妈妈帮我买笔。
妈妈就说：&ldquo;你们吃完饭去取水，我去赶场帮你们买东西。
&rdquo;　　于是，我就让弟弟去生火做饭，我帮妈妈抓鸡去卖，我费了好大的力才把鸡抓住。
　　妈妈走了一会儿，我们也吃完了饭，我就拿起装50斤的塑料水壶，弟弟拿了一个装30斤的，我们
就出发了。
　　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妈妈给我买新笔记本的话，我就好好设计我的日记本，在一页上画棋盘格
子，那我就可以胜徐健友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妈妈回来，我高高兴兴地跑去看妈妈买了哪些东西，看来看去竟然没有我的
日记本，而买来的是《新华字典》，妈妈不识字。
真是、真是、真是&hellip;&hellip;　　妈妈把我平时最喜欢的包子拿给我，我都没有心情吃！
　　十几岁的孩子，正在怎样思考？
--爸爸妈妈太不爱我们了，我们才这么大，就要上山去干活　　2010年4月　　3　　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早上，我起床时，大哥和二哥都已经不在家了。
张庭和张俊还没有起床，我就去叫他们两个。
　　他们起来时，不见大哥和二哥，他们就问我，我说：&ldquo;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去丫口吧。
&rdquo;　　吃完了早饭，我就叫张庭拿昨天准备的椿芽去卖。
　　后来张庭回来了，他说：&ldquo;今天我的运气太好了，刚刚到丫口就有车子（开车的人）要了！
我问张庭卖了多少钱，张庭回答说，卖了十五元，有五元是那卖椿芽的人送的。
那人说，是给他的爬树钱&hellip;&hellip;　　我为今天的&rdquo;收入&ldquo;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过意
不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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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过去有句话，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你们就像一朵朵小花，真漂亮！
跟小朋友们一 块儿过新年最开心！
&rdquo;薄熙来动情地说，&ldquo;你们的爸爸妈妈远离家乡，在外打工，但 你们并不孤单。
你们都是咱重庆的孩子，重庆是个有感情的城市，很多重庆人都会 关心你们。
逢年过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会和你们在一起，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你们会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
童年！
&rdquo;　　&mdash;&mdash;中国青年报　　一向关注慈善的著名影视明星刘晓庆低调现身此次剧组
活动，刘晓庆对于新乡太 阳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剧组共同为孩子们捐献了生
活学 习用品。
对于是否加盟该片的问题，据悉双方正在剧本和角色的磨合之中。
　　&mdash;&mdash;新浪娱乐　　孙莉、旭日阳刚亮相北京某度假村，探望一群久未与父母相见的安
徽农村留守儿童 。
　　&mdash;&mdash;成都商报　　张一白：我对所有的儿童都感兴趣，关注，尤其是那些留守儿童，
因为在我曾经生 活岁月里，在从事艺术工作之前，我曾经在中国西南比较贫穷的地区生活过、工作 
过，目睹过一些贫困儿童、留守儿童的生活，和他们的那种遭遇，对他们的这种生 活和遭遇其实有一
种抱有同情的心理，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所以一直 以来(做了很多事)包括捐衣服、捐米，未来也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也期待能用给 自己的作
品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去呼吁社会上的人们去关注他们。
　　&mdash;&mdash;凤凰网娱乐　　作为&ldquo;关爱留守儿童&rdquo;行动代言人的董洁随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驱车前 往德阳中江县古店乡金铃村，看望那里的留守儿童，成都商报记者也一
路跟随前往 。
昨日天气酷热，董洁却热情饱满。
　　&mdash;&mdash;成都商报　　于震受邀出任此次系列活动的&ldquo;爱心大使&rdquo;，与周迅、
王宝强、孙莉、王艳、旭日阳 刚等众多演艺界爱心人士为留守儿童送上祝福。
当天于震也亲临现场，与30位安徽 留守儿童共同度过了愉快又充实的一天。
　　&mdash;&mdash;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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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放学回家，没有妈妈做好的饭菜；周末，没有爸爸陪着踢球。
　　相反，他们要去割猪草、背水、洗衣服、做饭、照顾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
　　如若不坚强，软弱给谁看？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26个留守儿童的日记，一个群体的真实生活。
倪萍、崔永元、毕淑敏、邓飞倾情推荐　　愿养尊处优的孩子因为这本书变成自立的强者！
　　愿深陷欲望的我们因为这本书找到最平凡的幸福。
　　读到目录，你就会沉默&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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