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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机智的古人也不都是走人生赢家的路线，毕竟带孩子
这事，随时都能让人崩溃。

某天，陶渊明发了条朋友圈，他又写诗了，题目为《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
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
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
物。”

大意是：我已经老了，虽然有五个儿子，但他们都不爱学
习。老大阿舒已经十六岁了，他的懒惰程度无人能比。老二阿
宣到了学习的年龄，但他对于读书作文没有一点兴趣。阿雍、
阿端两个娃，都十三岁了，竟然连六和七都不认识。这也就罢
了，最奇葩的是通儿已经九岁了，还就只知道吃吃吃。如果这
是我的命……算了，不提了，老夫去喝酒了。

陶渊明果真是陶渊明，吐槽完了就喝酒，带孩子再崩溃，也
绝对不亏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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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的一幅《婴戏图》，为我国元代画家
作品。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方
那个巨大的木制滑梯，四名孩子正
在玩滑梯。这一图像史料证实，早
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供儿童玩
耍的滑梯设施。

古人带娃那些神器

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在细节处透露着宋代开封人民的生活
点滴。云南大学教授苏升乾从图中关注到一个问题——“谁来带小孩”？

据他介绍，《清明上河图》一共有24个孩子出现，有自己玩的，更多是
被家长带的，其中被男性带的孩子一共有11个，女性带孩子的只有5个，
另外8个孩子有在护城河旁边的，有自己玩的，还有听说书的等。

男性带孩子在北宋为什么这么普遍？在苏升乾看来，女性相较于男
性更容易分心，可能会转移注意力，北宋时期由男性带孩子上街，是比较
符合对孩子安全性考虑的。

（综合北京青年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央视、顶端新闻）

宋代流行老爸带娃？
《清明上河图》里男女带娃比例11∶5

最近不少学校都公布了秋季学期开学时间。距离开学还有不到半个月，不少
家长纷纷吐槽被暑假“折磨得要崩溃了”，“神兽”终于要回笼了。那么，古人带娃也
这么崩溃吗？

我们都背过《孟子》里这样一
段著名的篇章：故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

没错，古人带娃首先让娃“劳其筋
骨”，这在很多古诗中都有所描写：如范
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的“童孙未解供
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如袁枚《所见》
中的“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从这些诗句上来看，似乎描写
的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孩子，但有个
大官也曾写过自家孩子劳动的场
景，那就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
居》，他在词里这样写道：“大儿锄
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
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你看，连分工都这么明确。
若你认为辛弃疾描述的这幅

劳动画面只是“摆拍”，那么你就大
错特错了，辛弃疾带孩子最注重的
就是让他们劳动，并且对此狠下一
条心，很有心得。

史学家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
宋制禄之厚》中介绍过南宋俸禄

“给赐过优”。按照辛弃疾的正三
品官职来进行换算，他的年薪应该
在200万左右，雇些丫鬟小厮来做
这些闲杂事务，那是再正常不过，
但辛弃疾偏不。

他对孩子要求颇为严格，关于
劳动这件大事，还专门给孩子们写过
一首词，词牌名为《最高楼》。在这首
词的序中，他毫不避讳地写了创作缘
由：“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
我，赋此骂之。”大意是：我打算辞职
了，但我的孩子们却不同意，认为我
还没给他们置办好田地豪宅，对于这
种打算啃老的行为，我非常不爽，于
是我写了一首词狠狠骂他们。

在这首词里，辛弃疾主要强调
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再奢华的豪宅
田亩也会瞬间化为乌有，唯有知足
常乐，靠自己的双手，好好劳动。

古人送孩子去的兴趣班，绝对不会是亲近大自然的抓鱼摸
虾、骑竹马放风筝。

我们先谈艺术培养。
古人为了给孩子提升艺术修养，会带孩子去看戏，普通的

戏剧自然是不值一提，你听说过骷髅么？
没错，南宋画家李蒿就曾画过一张名为《骷髅幻戏图》的画

像，小小的骷髅全身的关节都有悬丝，连脚趾头都能活动，精细
程度绝不亚于如今的高达模型，大人看了都要吓得掩面，而小
婴儿却好奇得很，想扑上来看个究竟，这也给孩子们日后创作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启了个蒙。
看戏不如演戏。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融入到艺术表演中，古

人还送孩子去学表演。南宋画家刘松年的《傀儡婴戏图》描绘了
四个孩子在演木偶戏的场景。其中一名孩子操纵着木偶，一名孩
子在旁边敲鼓伴乐，还有一人打板，另一人作指点状。看似简单
的木偶戏，却要求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写剧本、设计角色、准
备道具等一系列编导工作，整个演出都是自编、自导、自演。

再来看看体育培养。
提及古人带娃的体育培养，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蹴鞠、角

球、垂钓，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踢足球、打高尔夫、钓鱼，但这对
于古人而言是最日常不过的了。

值得炫耀的莫过于骑马术，古代孩子在学骑术的同时，还
要学会射击，提升手脑协调的灵敏度。

古代有啥带娃神器？古代娃又有啥玩具？……这些
问题，从文物里可以找到答案。

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有一个高不过30
厘米的小石狮子，这其实是一件清代民间常
见的育婴用具，名叫“拴孩石”。

现代妈妈常用围栏围出一块让孩子玩
耍的小天地，把孩子放在其中，自己就能同
时兼顾其他事情。而过去，当家里的大人们
忙着劳作无暇照顾婴儿时，为了保证婴儿的
人身安全，便把“拴孩石”摆在床头，将它与
娃娃拴在一起。“拴孩石”以狮子为常见造
型，狮子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神兽之一，

“拴孩石”既保证婴儿不会滚下床，又能让孩
子有个“狮子”朋友，逗趣又“避邪”。

除了“拴孩石”，过去的“带娃神器”还有
不少，比如站桶、摇桶等，堪比现在大家用的
各种摇椅、推车。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遛娃的妈：孩子
在这头，妈妈在那头，一根牵引绳就能轻
松带娃，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遛娃
神器”清代就有了。

清代的《出游图轴》里，描绘了母子
三人出游的场景，母亲一边看着这个娃，
另一边还要用“遛娃神器”牵好那个娃。

在古代的艺术作品中，有很多婴戏图，
描述了古代孩童的快乐生活，里面就有很
多各种各样的玩具。其中，宋代苏汉臣的
《秋庭婴戏图》中，两个憨态可掬的儿童，正
趴在圆墩上玩着一种叫“推枣磨”的游戏，
玩具是自制的：一枚鲜枣削去半边，露出枣
核，用三根小木棍插在枣上，作三足立于桌
上，枣核朝上；另用一根细竹篾，两端各插
一枚小枣，再将竹篾小
心翼翼搁在枣核上，轻
轻一推，便会旋转不
已。这可是当时风靡
一时的游戏。

攻略之一
送娃去劳动
释放精力吧

攻略之二
送娃上兴趣班 能消失多久就消失多久

攻略之三
问世间娃为何物？直教人诗兴大发

现在看娃有围栏，过去用“拴孩石”

这个“遛娃神器”
清代就有了

“推枣磨”你玩过吗？

宋元时期
就有滑滑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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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孩石

宋 苏汉臣《秋庭戏
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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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出游图轴》里，妈妈
用“遛娃神器”牵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