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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吴雪薇

六一儿童节来了，小朋友享受童年，大朋友回忆童
年，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快乐过节了呢？2015年，福州屏
山地铁站东入口考古一期的宋代大沟曾发掘出好些有
趣的小玩意儿，有大小不等的陶球、青瓷小狗、牌九、骰
子……可见早在宋代的小朋友，就已经很会玩了。据
说，“玩具”一词就产生于宋代。《武林旧事》、《梦粱录》、

《西湖繁胜录》等宋时旧作都记载了南宋时发达的玩具
市场，有选官图、粘竿、风幡、弹弓、风筝、象棋、棒槌儿、
竹马儿、小龙船、糖狮儿等种类丰富的小玩具。六一儿
童节，我们就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里，看看古时候的
小朋友都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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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幅 58.7cm×34cm的纸本设色《婴
戏图轴》中，最下端的两名孩子玩的是一种搁地
上旋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名为“打娇惜”。他
们上方的地上还有一辆制作颇为精致的玩具
车。再往上看，床榻上还有三个孩子正凝神看
着两个玻璃瓶，瓶中养着几尾小鱼。由此我们
还可以知道，原来宋代就有玻璃瓶了。再往上
穿红衣的男孩，正戴着面具表演宋时很流行的
傩戏。在苏汉臣灵巧细腻的笔触下，宋代小朋
友的欢乐和背后所折射的市井文化的繁荣一路
留存至今。

福建有藏的婴戏图自元代始。福州市博物
馆藏《元佚名绢本婴戏图》创作于宋末元初之
间，画风与苏汉臣的画作颇为相似，可能是元人
仿苏汉臣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一棵古
柏盘穿于太湖石之间，孩童身形圆润，轻纱薄
衣，手执蓝色纨扇，伏于扁鼓上仰首前望，神情
陶醉，天真可爱。鼓柄随意叠置，身后有一四联
的拨浪鼓。可见“鼓”在童年记忆中的历史，着
实源远流长了。

古时的小朋友怎么玩？从宋时
盛行的一类人物画《婴戏图》可见端
倪。大约从晋代开始，儿童就被画家
纳入绘画题材，到了唐宋时期技巧渐
趋成熟，宋代更是婴戏图的黄金时
期，小朋友天真烂漫的美好形象，使
之成为中国绘画中颇受欢迎的人物
画类。从《婴戏图》里，我们可以直观
地看见古代的小朋友是怎样玩耍的。

由宋流传至今的《婴戏图》福建
无藏，但在海峡彼岸的台北故宫博物
院，则馆藏有宋代风俗画家的多幅
《婴戏（戏婴）图》，其中以北宋宣和年
间的画院待诏、风俗画家苏汉臣的作
品为最。他笔下的儿童无邪、稚态可
掬、活泼可爱，并通过儿童的活动来
反映风土民情。他所作《秋庭婴戏图
轴》堪称一个时代儿童绘画作品的代
表，对后世婴戏题材绘画在物态、构
图、赋色上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秋庭婴戏图轴》台北故宫院藏
共有两个版本，在最广为流传的绢本
设色 197.5cm×108.7cm版本中，一对
小姐弟正趴在圆墩上玩小游戏，这游
戏叫“推枣磨”，是一种朴素而历史悠
久的“益智游戏”，在今天的中原地区
仍广为流行。

每到秋天大枣成熟的时候，孩子
们把捡来的红枣串在小竹签的两端
做成“红枣扁担”，再拿另一个红枣切
去一半，底部插上三个短签作为磨盘
的底座，而裸露出来的半个枣核就成
了推磨的支点，然后再把“红枣扁担”
轻巧地搭在枣核尖上，这样就做成了
一个可以推着玩的“枣磨”。这个游
戏的难点和乐趣在于“推”——推的
时候“红枣扁担”必须持续旋转而不
掉落，一旦掉落，“推枣磨”的孩子就
要认输。这种朴素的游戏看起来简
单，却是孩子们心中值得耗费半天光
阴的乐趣。

小姐弟身边，还有一个圆墩，上
面也堆放着几个小玩具：人马转轮、
八宝纹纸格、玳瑁盘、小陀螺、红色佛
塔、棋盒。地上还散落着一对小铙
钹。小佛塔，宋人又称为“宝塔儿”，
一般为陶土烧制。宋代用陶土炼制
的玩具很多，如泥娃娃、泥建筑模型，
统称“山亭儿”。

今天是儿童节，这
个特殊的节日，既属于
每一位天真可爱的孩
子，也属于每一位心如
赤子的大人。宋人章良
能《小重山》词云：“旧游
无处不堪寻。无寻处，
惟有少年心。”旧游既然
堪寻，风光如旧；旧心亦
可追寻，永葆童真。王
国维《人间词话》中云，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愿我们无论在
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
永怀赤子之心，成为书
写自己人生诗意篇章的
词人。

古诗词里的儿童，从春风里散
开的书卷开始，春风吹过了书页，吹
散琅琅书声；散学归来，春色正好，
春风无限，于是“忙趁东风放纸鸢”：

村居/（清）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花草是春天最温柔的礼物，也

是孩童们最喜欢的游戏。纸鸢放飞
梦想，飞上云霄；“斗草”则亲近大
地，充满童趣。

春日田园杂兴（其五）/（宋）范成大

社下烧钱鼓似雷，
日斜扶得醉翁回。
青枝满地花狼藉，
知是儿孙斗草来。
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两

种方式，孩童之间多为“武斗”，两
人各拿一植物的茎，两手分持茎的
两端，双方交叉使植物的茎勾连，
然后各自用力，谁断了即为输家。
宋时斗草习俗更盛。诗中写儿童
斗草酣畅之态，“青枝满地花狼
藉”，枝条四散，满地铺开，花朵狼
藉，意兴正酣，儿童斗草的热闹与
欢快，都融化在这无边的旷野与绵
延的绿意之中。

当春风再次拂过江南，带着夏
日的絮语，村居屋舍，小桥流水，亦
被青绿环绕。

清平乐·村居/（宋）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
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
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在这一片和谐宁静、朴素安
适的村居生活中，闲卧着一个可
爱的儿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
卧剥莲蓬”，一个“喜”字，爱意
尽显；一个“卧”字，将儿童的天
真、活泼、顽皮、悠闲刻画得淋漓
尽致。

宿新市徐公店（其二）/（宋）杨万里

篱落疏疏一径深，
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欢乐与童趣如在眼前，扑蝶孩

童的天真与童趣，都融化在这春日
田间的金黄菜花中，任何时候读起，
都会让人童心复萌。

“旧游无处不堪寻”，只要我们
愿意寻访，无论是儿时的风景，还是
儿时的童心，都一直在心灵深处默
默等待，待你静谧寻访。愿我们历
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阅遍沉浮，
内心永葆童真。

（北京晚报）

枣核儿、“山亭儿”
就地取材的玩意儿

打小鼓、扮傩戏
学着大人来演戏

斗彩瓷器画童戏
多子多福好寓意

春风知解意
斗草放纸鸢

村居共田园
采莲又扑蝶

清代人则把婴戏画在了器物上。市博馆藏
清康熙青花婴戏纹盖罐，罐身采用通景形式，整
个画面看起来生动、连贯。画中描绘了十六个孩
童在庭院嬉戏打闹的场景。孩子们或举旗、或骑
竹马，场面欢乐，热闹非凡。盖顶绘有五个童子，
手捧文房四宝，寓意着五子登科，这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寓意着家族繁荣、子孙昌盛。福建民俗
博物馆也馆藏了一件清乾隆青花斗彩婴戏图对
盘，画面上九个幼童济济一堂，打鲤鱼灯、打鼓敲
钹，喜庆而热闹。

进入器物上的婴戏纹，主要目的就已不在反
映社会生活，而更多在于祈求吉
祥寓意，因此在构图上有着人
物众多的热闹气氛。据福州
市博物馆介绍，婴戏纹作为中

国瓷器传统纹样之一，在
明清时期盛行一时，在
民窑产品中较为多
见。主要有夺魁婴戏、
持莲婴戏、折桂婴戏、
庭院侍女婴戏、蹴鞠婴
戏、百子婴戏等多种形
式，且人数增多，有四
子、十六子、二十子、百
子等，尤以十六子和百子

婴戏为典型。纯真质朴、
活泼而有趣味的婴童，被用

来寓意吉祥、幸福和繁荣。

丰子恺绘《折得荷花
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李可染绘、齐白石题
《吾辈都能言》

清康熙青花婴戏纹盖罐
（福州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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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青花斗彩婴戏图
对盘（福建民俗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