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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了我们多少欢乐？虽然
很多很多年没玩了，但只要一提起
名字，笑意就到了脸颊。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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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玩的游戏中，跳房子
最令我难忘。这个游戏的器材
很简单，找个破碗，用砖头把它
砸成圆形瓷片就可以了。

玩游戏前，要先画场地。我
五六岁的时候，玩的场地是梯子

形，即两条竖线和五
六条横线组成梯子形
状，再在一头画个半
圆 与 两 条 竖 线 相 接
——叫做锅。 玩法

是：站在没有
锅的那一头横
线（端线）外，
把瓷片丢在第

一间房（最近的矩形），单脚跳着
把瓷片踢出端线，就完成了第一
间跳房；再把瓷片丢到第二间房，
单脚跳到第二间，把瓷片踢回端
线外……最终，游戏者从“锅”里
把瓷片踢回端线外，人也单脚跳
回到端线外，才背向“锅”站立，把
瓷片扔到房间内，这叫占房子。

我 到了七八岁时，跳房子加
大了难度：竖线不变，横线增加到
八九条，不再有“锅”；跳房子的时
候脚和瓷片不能压线，踢瓷片要
按房间顺序往回踢，占房子多者
获胜……我和四五个小伙伴经常
玩这个游戏，觉得很快乐，很知足。

◎如梦，似幻。童年是那么遥远了。

◎然而，许多童年时的记忆，为何总是
那么清晰？或许因为，童年里才有着最纯
真的开心吧。想一想，儿时那些很简单的
游戏，抓石子、跳皮筋、跳房子、丢沙包……

上世纪 60 年代，男孩
子们拥有铁环，就如同现
在的孩子带着滑板上学一
样，非常风光。铁环大多
都是家长帮助做的，大圆
环上还套着小铁圈，用杆
子推着走，就会“哗啦哗
啦”响，非常引人注意。

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
推铁环长大的。每天清
晨，我们这些男孩子推着
铁环去上学；课间，我们推
着铁环在操场上跑来跑
去；放学后，我们推着铁环
奔跑在大街小巷……不管
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欢
歌”。我们最开心的，是夏
日黄昏在胡同口进行推铁
环比赛。比赛有两种：快
速比赛是在 100 米长的泥
土马路上推，看谁最先到
达终点。慢速比赛则是10
米距离，看谁推得慢而不

倒，最后到达终点者获
胜。天很热，我们推着
铁环跑来跑去，个个满
头大汗，仍乐此不疲。

推铁环，一路“哗啦哗啦”
讲述 任之柱 69岁 来自 河北怀来

小时候，我们经常玩“扎方”——
类似于象棋的一种游戏。在地上画
横竖七道线组成棋盘，这叫七道方；
棋子就地取材，用树叶、石
子、砖头块或小木棍……
扎方分布局和对弈两个阶
段，既讲布阵，又讲杀法，
趣味横生。这种游戏现在
没人再玩了。（ 河南郑州
郑来福 60岁）

冬天河面结了厚冰后，用石
子或瓦片贴着冰面打漂，我们称
为打冻漂。小时候的冬天，我和
几个小伙伴在放学后，总是一路
打打闹闹来到村东河边。河面
上的冰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我们
捡起小块石子或瓦片，运足力
气，扬手一甩，石子或瓦片紧贴
着冰面“哧溜溜”一直向前滑
行。那些滑得远的，转眼间就不
见了。也有碰到障碍物的，会转

个弯向另一个方向滑去。
打冻漂，我们不比谁的石子

或瓦片滑得更远，而是比谁能击
中冰面上的障碍物。指定的目
标，必然比较远，周围又有其他
障碍物，想准确击中，难度着实
不小。两人比赛，以“剪刀石头
布”确定谁先出手，如果没击中
目标，就要被对方刮下鼻子。虽
然成功的希望渺茫，总是被刮鼻
子，但我们仍玩得不亦乐乎。

打冻漂，比比谁更准
讲述 张志松 55岁 来自 上海

我们上小学时，冬天的时
候，课间休息时经常玩撞拐。这
个游戏也俗称“斗鸡”。

“斗鸡”要有两个人一对一
进行：双方都一腿独立，用手扳
起自己的另一条腿，单腿跳跃着
向另一方进攻。双方可用膝盖
顶碰，但也不只靠蛮力，讲究技
巧，既要会进攻，也要会躲避。
如果一方被撞倒在地，或者双脚
着地，就算输了。

我们玩斗鸡时，至少有五六

个同学一起，分成两队。由一队
先派人发起挑战，另一队派人应
战，输者出局，其他人接着上阵
……坚持到最后的一方，获得胜
利。虽是严冬，可我们只玩上一
会，就会浑身冒
热气。因为穿着
棉衣棉裤，顶上
不疼，跌倒也伤
不 了 ，大 家 越

“斗”兴致越高，
既驱寒又开心。

课间玩斗鸡，驱寒又开心
讲述 尹海青 70岁 来自 山西忻州

跳房子还有升级版
讲述 贺书棋 86岁 来自 山东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