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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温暖、最热闹的日
子。在这个日子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
放飞自己。大家在一起交流、聚餐、玩耍，
这些轻松快乐的生活时间离不开游戏。

节令游戏贯全年

中国人喜欢游戏，把游戏与人格养成、
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游戏”在中国古代常常
称为“游嬉”。《礼记·学记》曰：“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即学习时要努力修学，休息时就尽
情游戏。崔学古在《幼训》中指出游戏对儿
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
慧性日开，生机日活。”

中国人喜欢热闹，春节是中国全民狂欢
的时刻。中国人的热闹离不开鞭炮，春节期
间家家户户要燃放鞭炮，尤其是孩子们在一
起放鞭炮更是快乐的游戏活动。“鞭炮”过去
叫“爆竹”，最初是为了驱疫、逐祟。《荆楚岁
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先于庭前爆
竹，以辟山臊恶鬼”。用燃竹发爆的办法以
辟山臊恶鬼，算得上燃放爆竹的原始意义。
不知从何时起，喜庆之日模仿“庭前爆竹”的
习俗，放起爆竹来，从而在“爆竹”驱疫逐祟
的功能之上，添加了庆贺的意思。

猜灯谜是春节期间常见的具有人文情
怀的游戏，这种游戏由谜面、谜目、谜底三
个部分构成。谜面是谜语的主要部分，用
隐示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事物或文字的性
质、功能等特征，为猜谜者提供线索。谜面
要求语言简洁明了，文义通俗易懂且具有
趣味。比如“大姐树上叫，二姐吓一跳，三
姐拿砍刀，四姐点灯照”。谜目是为猜谜者
提供猜谜的范围，指明猜射的方向，通常附
在谜面的后面，如“猜四种昆虫”就限制了
猜谜的数量和种类。谜底是谜语的答案，
也是隐藏在语言中的事物本身，如“蝉、蚂
蚱、螳螂、萤火虫”是上述谜语的答案。中
国灯谜多姿多彩，种类繁多，情趣盎然。按
照谜底或谜面性质的不同可以分成字谜、
词语谜、人名谜、地名谜、数字谜、动物谜、
植物谜等。猜灯谜游戏谜底均来自民众日
常生活。每年正月十五晚上猜灯谜，可以
把春节狂欢推向高潮。

春节期间玩耍的游戏可以贯穿全年，
平时玩的很多游戏在春节期间也可以玩。
游戏没有固定的人选，所有人均可参与，但
是，不同年龄段往往玩耍不同的游戏类
型。儿童游戏质朴自然、活泼有趣、群体参
与性强，对时间、场地、玩具、人数等没有太
高要求，如跳绳、跳皮筋、踢毽子、过家家、
跳房子、捉迷藏等。青少年游戏较为复杂，
多以业余时间的体育游戏活动为主，如“两
人三足”、摔跤、投掷、斗拐、投射、猫捉老鼠
等。成人游戏则以比赛体力、智力、技艺为
主，有高度的结构性，限制因素更多，规则
更为复杂，讲究技巧和策略，如球类游戏、
棋牌类游戏、猜谜语、行酒令、折子戏等。
他们以遵守游戏规则为前提，互相较量，比
试技艺。每个年龄段形成各自游戏圈子，
以此获得生活上的愉悦。

传统游戏学问多

传统民间游戏是社会化的娱乐行为，
人们在游戏中创造着乐趣，在游戏中实现
了心理上的满足。民间游戏中的满足常常
与竞技中的紧张相伴，诸如掰手腕、赛大
步、猜中指、打土仗、跳房子等游戏，均包含
了游戏者之间的胜负竞争。“老鹰捉小鸡”
要求“小鸡”依次排在“鸡妈妈”后面，并紧
紧地抓住前一个儿童后背的衣角，“老鹰”
在“鸡妈妈”前面扑来扑去，设法捕捉“小
鸡”，“鸡妈妈”张开双臂努力保护“小鸡”不
让“老鹰”捉住。如果“小鸡”跑出“鸡妈妈”
的保护范围被捉住，这个儿童则暂时离开
此游戏，观看其他人继续进行游戏。这些
游戏常常在非功利性和非目的性的玩耍嬉
戏行为中展示游戏者的智力、体力和耐力。

许多游戏充满儿童式智慧。“老狼老狼
几点了”就是在反复的追问中，“老狼”突然
说“十二点了”，就回过头来抓小朋友，小朋
友开始躲避。在玩耍的过程中，儿童独立
完成选择游戏、角色分配、准备玩具和游戏

情节等，他们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在
玩中获得快乐，在乐中学习。

民间游戏以嬉戏、快乐为宗旨，但是，在
游戏过程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教育内容。比
如“网鱼”的游戏，场地大小依据人数而定，
多为长方形，两个幼儿扮“渔夫”，手拉手在
一起当“渔网”，站在长方形的一头，其他幼
儿扮作鱼站在另一头。游戏开始，渔夫向迎
面而来的鱼（孩子）撒网，如果哪个孩子被套
住了，就会成为渔网的一部分，继续向鱼儿
们撒网，直到最后把所有的鱼套住。如果在
网鱼的过程中充当“渔夫”的幼儿手松开了，
松开手的幼儿就会出局。儿童在游戏过程
中注意力高度集中，“鱼儿”需要避开“渔
网”，“渔夫”需要快速“网鱼”。鱼儿是个体，
活动比较自如，渔网是群体，活动受到彼此
的制约，但是波及面很广。因此，在这个利
弊兼容的游戏角色里，分工合作、相互协作
以及在速度、机智以及应变能力兼顾的情况
下才能取得胜利。

儿童在进行传统游戏时，往往根据自
己的观察和已有的知识，将传统游戏与周
边的动物、植物和人们的活动结合起来；
有些儿童通过观察家人的活动，在自己头
脑中形成已有的印象，他们就在游戏中虚
构出种种假想的生活场景，从而实现对周
围现实和成人世界的模仿。“过家家”游
戏中，扮作“妈妈”的孩子要模拟买菜、
做饭、哄小孩、洗衣服等家务活，扮作

“爸爸”的孩子则会模拟上班、下班、喝
茶、看报等行为。儿童在玩游戏的时候，
并非被动式照搬，而是将童真、童趣、童
心充分展现在游戏之中，由此建构了属于
自己的世界与游戏文化。

在传承中找回快乐

春节期间是民族文化集中展示时间，
也是传承民族文化最好的时间。游戏者可
以在继承中改变游戏文化，让民间游戏文

化在积累中丰富，在传承中创新。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鞭陀螺。

自己找一块木头，用镰刀慢慢砍削成陀螺，
鞭子也是自己做的。在制作陀螺的过程
中，既动手又动脑、动心，其乐趣是现在的
电子游戏所不能比的。

其实，鞭陀螺游戏早在宋朝就是民间
广泛流行的游戏。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鞭
陀螺附上了时代色彩，被称为“抽汉奸”。
目前，鞭陀螺仍然是民众喜欢的游戏，尤其
是少年儿童，但是玩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
进。游戏者不用鞭打陀螺，陀螺样式更多，
并且在旋转时有音乐、色彩等声光电效果。

记得小时候，春节期间经常与父母、兄
弟姐妹以及小伙伴们一起制作玩具。这些
玩具很多取材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如石
头、木头、竹子、泥巴、纸、鸡毛、麻绳、铁丝、
棉线等，无需花钱，却可以成为儿童手中的
玩具。和父母、小伙伴在一起制作玩具其
乐融融的情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高层
楼房取代了平房小院式的传统家居形式，
日趋淡化的邻里关系将以前屋里院外跑
来跑去的儿童束缚于相对狭小的居室
内。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旧城区的改
造，使传统意义上的游戏街区快速消
失。街区曾经是居民室内生活空间的延
伸，也是儿童可以“跳皮筋”“过家家”

“踢毽子”等游戏的场所。燃放爆竹的行
为也在很多城市禁止了。

不过，许多游戏是可以实现代际转换
的。我们可以尝试将传统民间游戏与现代
传播媒介相结合，拓展民间游戏新的发展
空间，找回中国人在传统游戏中纯真、质
朴、富有中国味道的快乐生活。

（题图剪纸：张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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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春节 快乐的游戏
□ 林继富 农 历 2018 年 是 狗

年。翻阅闲书之际，发现
一些与“狗”或“犬”有关的
典故，读起来让人感到哲
理丰富。在这里辑录几
则，与读者共享。

见兔顾犬

这个成语意思是说看
到了兔子，再回头叫唤猎
狗去追捕，典出西汉刘向
编纂的《战国策·楚策四》。

楚国有个大臣庄辛，
他看到一些楚襄王的近臣
荒淫享乐、不理正事，便向
楚襄王进言，请楚襄王妥
善处理。楚襄王不听劝
告，庄辛便出境赵国，结果
没出五个月，秦国就发兵
攻占了鄢、郢、巫、上蔡、陈
这些地方，楚襄王也流亡
躲藏在城阳。这时，楚襄
王才认识到庄辛的话不无
道理，懊悔地派人率骑士
到赵国召请庄辛。见到庄
辛，楚襄王愧疚地说:“寡
人当初不听先生的话，如
今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对
这事该怎么办呢?”庄辛听
了楚襄王的话，也很受感
动，诚恳地说，臣知道一句
俗语，叫“见兔而顾犬，未
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
迟也”，随后又以黄雀、蜻
蜓、黄鹄的实例讲了历史
上的一些教训。楚襄王听
了庄辛发自肺腑的进言，
深感道理之所在，便授予
他爵位，封他为阳陵君。不久，在庄辛的带领下，收
复了淮北的土地。

后来，人们从这引申出成语“见兔顾犬”和“亡羊
补牢”，来表达从错误和失败中汲取教训，及时补救
的意思。现在，这个成语比喻动作虽稍迟，但赶紧想
办法，还是来得及的。

犬牙交错

成语原意是说狗牙参差不齐，典出东汉班固所
著的《后汉书·中山靖王传》。

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
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随后
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
为王。不料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
开始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
衡，对皇帝的指令或假意应付，或毫不理会，有的甚
至暗谋夺取皇位。御史大夫晁错看出情况不对，立
即上奏皇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
力。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
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勾结，爆发了以吴王为首的

“七王之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
这次叛乱。可景帝并未吸取教训，又分封属地给自
己十三个儿子，各为诸侯王。待景帝的儿子汉武帝
即位后，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决定限制这些诸
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紧张，急忙去
恳求武帝：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分封
给我们的大片土地，恰如“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
也”。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便当面安
慰了他们，暗中采用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
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十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
了许多的小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
权。由此引出的“犬牙交错”，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
连交杂在一起。

杨布打狗

原意从字面不难理解，典出道家学派的杰出代
表人物列子所著的《列子》一书。

有一天，杨布穿着一身白色干净的衣服兴致勃
勃地出门访友，不料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间小
道上，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无奈，杨布只好顶着大
雨跑到了朋友家，被淋得落汤鸡似的。杨布在朋友家
脱掉了被雨水淋湿了的白色外衣，穿上了朋友的一
身黑色外套。朋友招待杨布吃过饭，两人又谈论了一
会儿前人诗词字画。眼看天黑了，杨布就把自己的白
色外衣晾在朋友家里，穿着朋友的一身黑衣告辞回
家。当走到自家门口，家里的狗却不知道是自家主人
回来了，猛冲出来对杨布汪汪直叫，并欲向杨布扑
来。杨布见状，十分恼火，顺手抄起门边的一根木棒
向狗打去。这时，杨布的哥哥杨朱从屋里走出来，一
边阻止杨布用木棒打狗，一边唤住了正在狂叫的狗，
并对杨布说：“你不要打它啊!应该想想看，你白天穿
着一身白色衣服出去，这么晚了，又换了一身黑色衣
服回家，假若是你自己，一下子能辨得清吗？”

如今人们用“杨布打狗”一词来提醒：当别人误
解自己或对自己表现不友好时，不要头脑发热、动怒
发火，而应该设身处地、反躬自问，先从自己身上找
原因。同时，不妨来一个换位思考，给别人予理解。
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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