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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游戏儿歌的美学鉴赏

杨朝晖" 彭子文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 )

【摘 要】本文拟从唱法、游戏方式、游戏语言、诵读方式，对凉山游戏儿歌进行论述，指出，凉

山游戏儿歌有简有繁有浅有深，形式多样，适于不同年龄的儿童玩唱，亦可供儿童不限时间环境的种种

不利条件而玩唱。读者既可以在游戏儿歌中看到一个无忧无虑，没有悲伤和眼泪的五彩缤纷的孩子世

界；也可在游戏儿歌中，了解当时孩子们文娱活动的一角，具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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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

角清净地，⋯⋯

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摆

脱一切的束缚，⋯⋯

——— 泰戈尔《新月集》

这就是孩子的世界，为印度大作家泰戈尔所

钦慕。是的，天真烂漫，纯洁无瑕，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乃乳臭未干者之天性。而成人世界，

整日整夜，沉浸在收集金块银块中，或者是年年

岁岁，陷入痛苦悲哀的绝境。富者与穷者，皆不

能得到孩子所能得到的东西。凉山游戏儿歌与儿

童游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只要孩

子愿意，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泰戈尔《孩童

之道》）的孩子的世界。不过，作为一种艺术，

它 还 有 着 自 己 独 特 的 表 现 形 式 与 民 族 的 、 地 域

的、乡土的浓郁气息。本文论述的游戏儿歌，资

料少，不能概括全貌。

儿歌，亦称童谣，小儿歌，它是为儿童创作

的，并适合于儿童演唱的歌谣。我们所论及的儿

歌，是民歌体裁的一种。有人按儿歌的内容与功

用，将儿歌分为三类：一是叙事抒情性儿歌。这

类儿歌抒发儿童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表现他们生

活和思想感情。再是教诲性儿歌。这类儿歌能帮

助儿童认识事物，增长知识，启迪智力。第三是

游戏性儿歌。是供儿童游戏逗乐，边玩边唱的歌

曲。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包容性。

我们所论及的儿歌，属第三类。

从唱法上看，凉山游戏儿歌，大多是吟诵性

的 ， 不 是 咏 唱 性 的 ， 即 只 读 不 唱 。 从 游 戏 方 式

看，不是舞蹈，而是一些根据内容而编排的简单

的 动 作 。 歌 非 歌 ， 舞 非 舞 ， 非 歌 非 舞 ， 丰 富 多

彩，玩得有趣，玩得尽兴。一般使用儿童语言，

大多短小精炼，生动流畅，节奏感强，亦讲究押

韵顺口。

有些游戏儿歌，歌词最简单，动作最简单，

适合于一岁上下的小孩玩唱，甚至有些小孩，还

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只能说点含糊不清的单

词，故还需大人的帮助。如流传在西昌、冕宁、

越西、喜德一带的《斗虫虫》：

斗虫虫，咬手手，

1234 1234 烫口口。

567！飞掉！

吃掉！吃掉！

这首儿歌，不是小孩诵读，而是大人代读；

不 是 小 孩 自 己 比 动 作 ， 而 是 大 人 操 作 小 孩 比 动

作。小孩坐在大人怀中，背向大人，双手被大人

握住，两个食指前伸，其它指头蜷缩。两个食指

相撞，口念“斗虫虫，咬手手”。再用小孩的任

意一个食指指向小孩之口，口念“1834 1834 烫口

口9。再把小孩的双手向两边分开，口念：“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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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掉！”表示虫咬手，饭烫口，致使飞虫逃脱。最

后把小孩的任何一只手指向小孩之口，快念：“吃

掉！吃掉！”表示小孩已经把饭吞入肚内。最后两

句，逗得小孩哈哈大笑。有些小孩兴犹未尽，连声

喊：“还要！”这类小孩，由于年龄特征，不知重

复为何物。他们不仅不生厌，反而乐趣倍增。

此儿歌与其它儿歌一样，皆用方言土语，并与

动作配合协调，具有节奏感，且基本上押韵顺口。

可谓寓教于乐，雏孩学习雏型音乐、雏型诗歌、雏

型舞蹈。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可以走路了，可以

说话了，可以离开大人，自己玩耍了。试以《点点

斑斑》为例加说明：

点点斑斑，脚踩南山。

南山北斗，一石二斗。

猪蹄马蹄，向羊踩蹄。

每人缩脚，一只大蹄。

孩子做游戏时，至少需要二人。参加者面对面

伸出双脚，坐在床上、草地上或其它地方。其中一

人开始读诵儿歌。读一个字用手点触任何一只脚，

依顺序一字一脚点触下去。读到最后一个字，点触

到谁的脚，谁就输了。于是，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这首儿歌只有四言分句，排列整齐，易上口，

适宜于做点脚游戏。且猪蹄马蹄与人脚联系起来，

更增逗乐取笑作用。

孩子到了五六岁以后，语言日趋丰富，常识不

断积累，阅历明显增多，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游戏儿

歌，无论是歌曲或游戏方式与动作，亦更加复杂化

和多样化了。试以《七姑娘》为例加以说明：

七姑娘，哀哀去，哀哀来，

正月十五请你上灯台。

灯台满，梭罗板，

梭罗树上打秋千，你一千，我一千。

红罗伞，打两边，

紫罗裙，盖面前。

墙上一棵草，请你七姑娘来得早。

墙上一棵菜，请你七姑娘来得快。

墙上一碗油，请你七姑娘下来梳光头。 !

墙上一碗水，请你七姑娘下来洗白腿。

墙上一只鸟，七姑娘下来了。

七姑姑，请！七姑娘，请！请！请！

这是解放前儿童游戏时吟诵的一首儿歌。参加

人数不限，越多越好。连两三岁的孩子也可以夹在

其中观看，由兄姊带着，嬉戏玩耍，逗笑取乐，只

是不扮演主角而已。内容主要是请天上的七仙女到

人间来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时间选择在一个皓月

当空的晚上，地点选择在平坝上或街道上。若是人

少，也可以在蜡烛照耀的堂屋里进行。

七姑娘由一个聪明善舞的小女孩扮演。先让她

闭目坐着或躺下，另一些孩子点上蜡烛烧起香邀请

七仙女下凡。待到香蜡快要烧完时，一孩子用香蜡

点小女孩某一部位，若不叫痛，说明七仙女已附其

体，便可以做游戏了。

一个孩子背起“七姑娘”放在地上，七姑娘便

睁目拐动起来。与此同时，大家一起吟诵《七姑

娘》。歌舞配合异常协调，节奏感强。除《七姑

娘》外，孩子们还可以演唱其它歌曲。“七姑娘”

根据歌词内容即兴做相应的动作。你唱秧歌，她就

做插秧动作；你唱渔歌，她就做打鱼动作，等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节目表演。歌非歌，舞非

舞。亦歌亦诵，有时“七姑娘”显示优美的舞姿，

有时故意做些笨拙的动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孩

子们对歌声与动作的优劣，毫不介意，只图好玩。

游戏儿歌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适合于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的孩子玩唱。不同民族、不同地

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游戏儿歌亦

不尽相同，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色彩。有一首《游

戏儿歌》鲜明、具体、生动地描绘了彝家山寨小牧

童的游戏活动。 !

这首彝族儿歌是叙事性的。起始演唱一彝族牧

童“我”在山坡上放羊，羊儿不见了，于是处处挨

打。汉族拿扁担打“我”，“我”吓得到处躲藏；

爸爸妈妈也要打“我”，多亏奶奶相救。这是，

“我”饿了，想煮点稀饭吃。奶奶叫“我”去邻家

“夹个火炭来搭火”。两人游戏就此开始。儿歌后

面的《附记》是这样写的：

“这首儿歌是 "—# 岁的彝族孩子放羊、放猪

时玩唱的。后半部分由两个人唱，各自合拢两手，

拇指并齐（表示邻家火塘），食指和小指分别相对

（食指表示堂屋门，小指表示大门），中指、无名

指交叉蜷下。在问答时，‘我’用食指去捅‘邻

家’的大门，再捅堂屋门。最后，在邻家火塘里

‘夹火炭’。‘邻家’用拇指来夹‘我’的食指。

直到我将‘火炭’夹走为止。”

这虽是一首游戏儿歌，内容却较为深刻。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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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凉山奴隶社会儿童真实生活的一角。这些孩子

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只能放牧猪羊以协助大

人维持生计。他们放牧猪羊时，若有闪失，挨打受

骂，已是司空见惯。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童

稚天性，就象吃了忘忧草，刚一上山放牧，周遭没

有大人，便尽情欢笑玩耍，玩唱起游戏儿歌，比得

逍遥，唱得快乐。他们有较强的记忆力，此儿歌翻

译成汉语，长达 !#$ 字，却背诵得滚瓜烂熟，篇幅

长，正好消磨漫长的时光。他们更有独特的想象

力，没有玩具，自身寻找。手指被幻化为彝家大

门、堂屋、火塘、火炭、火钳。诚然，他们想象的

翅膀，仍然是从现实的基础上飞翔起来的，仍然离

不开他们日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事物。他们“找火

种”、“夹火炭”的活动，既可让我们看到尘封已

久的儿童玩唱情景，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生产力落后

的社会特征。

还 有 一 首 汉 族 的 手 指 游 戏 儿 歌 ， 名 叫 《 烧

茶》：

王婆婆，快烧茶。

三个观音来吃茶。

一对白鹤在打架。

三个鸭子呱呱呱。

幺姑娘，呜呜呜！

此词虽短，游戏动作却颇具想象力，十个手指

的安排恰到好处。表演形式不拘一格，就象唱歌中

的独唱、合唱一样，一人多人均可。十个指头按自

己所在位置连接起来，组成一（王婆婆）、三（三

个观音）、二（一对白鹤）、三（三个鸭子）、一

（幺姑娘）的架构。即十个指头分别代表王婆婆、

三个观音、一对白鹤、三个鸭子和幺姑娘。诵读到

哪里，哪里的手指就动起来。王婆婆和幺姑娘，分

别动一个手指；一对白鹤，动两个手指；三个观音

和三个鸭子，分别动三个手指。

十个指头游戏，构成两种形象：一是手指形

象，这是在人们面前表演的具体可见的形象。再是

语言形象，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在

想象中构成。尽管人们各自的想象千差万别，但构

成画面的人与禽却是相同的。可以这样描绘此画，

在乡间的道路旁，有一茶房，茶房里王婆婆正在烧

茶，三个观音边喝茶边闲聊，茶房后有一条清澈如

镜、游鱼可数的小溪碧波荡漾，三只鸭子呱呱呱叫

着在溪水中游乐，溪旁有几株垂柳随风摇摆，树上

两只白鹤飞来飞去撕打着，幺姑娘坐在灶门前一边

加火，一加呜呜地哭。多么幽美的乡间风景画！充

满活力与动感！《烧茶》与十指动作有节奏地配

合，给孩子带来欢乐。

有一首游戏儿歌《骑竹马》，无论是词或曲，

都比上述儿歌前进了一大步，适合于更大的孩子学

龄儿童玩唱。

小小 马儿 郎， 骑着 竹马 上 学 堂。

先生 嫌我 小， 肚里 装有 好 文 章。

千百年来，我国儿童总是喜欢以竹竿当马骑。

骑竹马已成为儿童游戏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

童年时代的代名词。古诗云：“曾记当年骑竹马，

转眼又是白头翁”，就是这个意思。骑着竹马，唱

着歌，快乐而逍遥。从歌词看，先生教学生，为的

是传授知识。马儿郎上学，先生嫌小，怕孩子学不

懂。“肚里装有好文章”这一辩语，顿叫先生语塞

而乐于接收。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反映儿童对知

识的渴求。单句五字，双句七言，诗句方整而不零

乱。一、三、四押韵，趋向成人诗歌，较“猪蹄马

蹄，向羊踩蹄”之类的同字押韵的幼儿歌谣有较大

的进步。

从曲调看，凉山游戏儿歌大多只诵不唱。即有

节奏的诵读停顿与有节奏游戏动作协调一致，使用

的语言为乡音。这首儿歌则不然，已是咏唱歌曲。

音乐为一个乐段组成的一部曲式，四小节一个乐

句，属于重复性的双句式结构。羽调式。“ "”既

是全曲的骨干音，也是主音。旋律自然、平稳，五

度音程，易于儿童演唱。特别是一二小节，由上行

五度大跳再下行五度的升降唱法，并在“⋯⋯”处

将尾音拖长为四分之三拍，发强音而上滑，奶气十

足。

我们已论述了凉山游戏儿歌有简有繁有浅有

深，适合于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玩唱这一问题，也

提及它的演唱，读多唱少，不象创作的儿歌，几乎

全是歌唱。是故，我们得谈谈其诵读法，虽是一鳞

半爪之浅见，却期望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之效

果。试以《推磨》为例：

推 磨，氵曳 磨，粑粑两半个。妹的 多，我的 少，

放在锅里 平平搅。 妹去端饭碗，我就下五爪。

妈妈（或其他亲人）将小孩抱在怀里或放在摇

篮里，配合歌词有节奏地摇动。摇动越快，孩子越

高兴；摇动越慢，孩子渐入睡乡，起催眠作用。诵

读随摇动快慢而加速或减速，其音亦随之加大或减

小。诵读时，都是通过音组之间有规律的停顿反复



第 ! 期 ·!"·

以及韵的安排、分行、复唱等手段，造成节奏感。

《推磨》中的音组停顿为二言二顿、三言二顿、五

言三顿、七言四顿，大体上与诗歌的停顿间歇数相

同。但有时，儿歌有自己的随意性，它根据需要可

以任意改变停顿数，将一个紧密联系的音组分开。

诗歌是富于思想感情的语言，它在朗诵时，声调抑

扬顿挫，有长有短，有轻有重，有快有慢，随情而

发；儿歌则是按机械式的程序诵读，句与句之间，

诵读大体相同，每句尾音必是重读而且是一个单独

的音节，相当于音乐中的一拍。是故，一首与游戏

动作配合诵读的儿歌，听去就象钟摆的摆动，火车

车轮的转动一样，节奏单一而不富于变化。

儿歌离不开节奏，押韵是形成节奏感的一个重

要环节。儿歌不押韵，则难以跟游戏动作和谐地配

合，且难记难学，诵读亦很别扭，从而也就失去了

游戏儿歌的特点。儿歌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应视

其游戏内容与动作而定。《推磨》起始为梭坡韵，

中途换成遥条韵，可避免平板、单调，不致引起小

孩乏味厌倦。

还有一首叫《菜头》的儿歌，共十二节，每节

两 行 歌 词 ， 写 了 十 二 个 月 ， 换 韵 十 二 次 。 押

“ ##、$$、%%⋯⋯”韵。诵读时，由两小孩面

对，伸右手，相互拍一个；再伸左手，相互拍一

下。如此反复拍手，直到诵读完毕，方止。试举数

节如下：

&、菜头打得（右手相拍）正月正，（左手相

拍）

正月十五（同 上）闹花灯。（同 上）

’、菜头打得（右手相拍）二月二，（左手相

拍）

皇帝老爷（同 上）催谷垛。（同上 垛：儿

化音）

(、菜头打得（右手相拍）三月三，（左手相

拍）

地里菜花（同 上）赛牡丹。（同 上）

⋯⋯⋯⋯

诵读与击掌，尾字为重音，变换的韵辙，和谐

一致、融为一体，孩气十足，趣味横生。

以上例举的游戏儿歌，差不多都有一些动作与

之配合。广义而言，动口不动手的语言“游戏”，

同样是一种娱乐活动，应属于游戏儿歌。这类儿歌

可培养儿童敏睿的头脑，清楚的口齿，流畅的语

言。它重在语句的词的组织安排艺术，从而形成一

套创作此类儿歌的格式与规则，深受孩子欢迎。它

不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夜，也能作此玩唱游戏；它不选择参与者的水平高

低，即使你的诵读有误，也会引来阵阵欢快的笑

声。试举数例加以扼要说明。

“啥子”句式儿歌，《小溜溜》：

小溜溜，爬树树。跌下来，红彤彤。

啥子红？朱砂红。啥子朱？四脚猪。

啥子四？观音寺。啥子观？啄木官。

啥子啄？鹰嘴啄。啥子鹰？老 鹰。

啥子老？人 老。啥子人？古板人。

啥子古？羊皮鼓。啥子羊？咩咩羊。

啥子咩？钱 迷。啥子钱？想 钱。

啥子想？锣 响。啥子锣？莲花落。

啥子莲？钩钩镰。啥子钩？曹家沟。

啥子曹？燕儿槽。燕儿燕，扛扁担。

扛到屋头吃早饭。娘吃锅巴儿吃饭。

老子回家把辣子罐，辣得儿子惊叫唤。

这是南山乡傈僳族的一首童谣。按四川话的偕

音方式编创字词，故不讲前后句的内容是否相连，可

以说是东扯西拉，前言不对后语的语言游戏儿歌。不

是一首，而是一类。后面还有这种玩弄字词技巧的儿

歌，故要研究它们的主题思想则是毫无意义的。

《小溜溜》是“三字游戏”。在每一个设问句

中，问答两句的末字相同或者是谐音；在两个设问

句中，前一答句的头字与后一问句的末字绝对相

同。这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据此可以再创作更

多的同类儿歌，即“啥子句式”儿歌。

还有一种字数不限的突破三字句的、颠倒《小

溜溜》类字词的、无谐音的“啥子”句式儿歌，下

例一看便知，无须赘述。

“猫在做啥子？猫在逮（ )*+）耗子。

耗子逮来做啥子？耗子逮来捡栗子。

栗子捡来做啥子？栗子捡来喂肥猪。

肥猪喂来做啥子？肥猪喂来娶媳妇。

⋯⋯⋯”

用三字组成的语言游戏儿歌，还有一种比《小

溜溜》更严格的句子组织形式。从字数看，《小溜

溜》不一定句句都是三字，它必须句句是三字，若

要加字则只能放在结句。从韵辙看，《小溜溜》只

重视谐音，勿须全盘押韵；它则讲究合辙押韵，句

句换韵。从修辞方面，它是由两个三字句作分句组

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再由很多这样的句子组成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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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句与句之间形成联珠修辞格式，即上句下分

句结尾的讯语作下句上分句的开头，使相邻的句子

首尾蝉联。这类儿歌，简炼短小，连接紧密，容易

上口，容易记忆。诵读时不仅动口，还可击掌，增

强节奏感。是故，深受儿童喜爱，流传甚广。譬如

《幺二幺》：

幺二幺，打把刀。刀又快，好切菜。

菜又青，好点灯。灯又亮，好算帐。

一算算到大天亮。

综上所述，凉山游戏儿歌，形式多样，可供儿

童不限时间环境的种种不利条件而玩唱。所举例

证，汉族居多，但各民族游戏儿歌在内容上有一共

同的特点，既反映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世界，一

个没有悲伤和眼泪的五彩缤纷的孩子世界，也可在

游戏儿歌中，了解当时孩子们文娱活动的一角，具

有史料价值。当然，它只是儿歌中的一类，其内容

不够广泛与深刻，因为它偏重于游戏玩乐，是故不

及整体儿歌那样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