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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就”、掷石子、斗风筝……

细数那些记忆里的民间游戏

回忆童年时光，民间游戏犹如五彩斑斓的瑰宝，那些充满趣味的游戏，仿佛是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度
过了无数个欢乐的日子。一堆小石子、一串羊骨节、一只风筝、一颗骰子……长大后你是否还记得儿时的游戏？又有多久没跟
朋友一起玩过小时候的游戏？商报君带大家回忆儿时记忆里的游戏，再次回忆无忧无虑的时光。

文/记者 德吉曲珍 德吉央宗 图/记者 桑旦欧珠

“羊关节”，藏语叫“阿就”。记者 桑旦欧珠 摄

掷石子 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电子游戏在学生

群体中风靡，那些记忆中的民间游戏被各种手
游、动漫等新型娱乐方式取代，似乎只能在童
谣和长辈的记忆里找到那些民间游戏留在时
光里的痕迹。

4月9日，来自山南隆子县的格桑玉珍一
边把玩着手里的石子一边向记者讲解掷石子
的玩法。“岩壁高高在上，河水低低在流。在那
河水下游，姑娘拉吉曲宗，金线银线穿梭，编织
氆氇衣裳；舅父穿上衣裳，舅父前往何处？去
那加错夏，去那有何事情……”格桑玉珍回忆
起儿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曾流传在她家
乡的《掷石子歌》。

也许是被格桑玉珍的歌声吸引，现场不知
不觉围聚了一群老人家，人群中记者听到有不
少老人在附和着格桑玉珍的歌声，也有不少奶
奶加入游戏中，从她们的笑声中能感觉到埋藏
在内心的童真与快乐。格桑玉珍回忆，小时候
每当课间休息时班里的女孩子们会聚在一起

玩，那些小石子是格桑玉珍在家乡的河边和农
田里精挑细选的，圆滚滚的小石子被格桑玉珍
揉攥得光滑。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石子陪伴
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跟格桑玉珍一样，在农村许多小女孩都热
衷于玩掷石子，通常会叫“阿不多儿”。这是一
种类推游戏，先找到5个以上石子，挑选出一颗
抛向空中，抓住地上的石子的同时，接住抛出
的石子。第一次抓1颗，第二次抓2颗，以此类
推。如果抛起的石子没接住，或者地上的石子
没抓起，就结束游戏，对方则接着玩。

孩子们不会在意场地条件，只要地势平坦
就席地而坐开始玩，久而久之，手指都会被粗
糙的地面磨破皮甚至开裂流血。格桑玉珍仍
记得，小时候在村口与玩伴整日玩小石子，弄
脏衣服不说，手指全掉皮了，被妈妈拿着棍子
追赶，石子还被班主任没收。“班主任没收了我
的‘阿朵’，有几天我都是蹭朋友的玩具玩。”格
桑玉珍说。

“阿就”男孩子的宝贝玩具
过去，在西藏，姑娘们热衷于玩掷石子。

而男孩子们则喜欢以羊关节为道具的游戏。
羊关节就是那时孩子们心目中的“顶流”玩
具，俗称为“羊拐”，藏语叫“阿就”，是指羊的蹄
腕骨。孩子们将这个玩具的四面分为马、驴
（牛）、山羊和绵羊或者东、西、马和骡子，因此
也被称呼为“玩马骡”。

记者街头采访时，许多人表示记得这个
游戏，人群中拉贵爷爷惊喜地指着记者手中
的“阿就”，一边讲解它的玩法一边拉着记者
切磋。

拉贵爷爷告诉记者，“阿就”有几种玩法，
分别为一打多、划线玩法、墙面玩法还有接
龙。其中最常见的是一打多玩法，这一游戏不
限制人数，一般是三四人一起玩。每次比拼，
双方都会拿出上手最好、战绩最佳的“羊拐”进
行比赛。“以前，我们日喀则流传着鼓励对手的

‘阿就’歌谣，听说拉萨一带也有类似的歌谣。”
拉贵爷爷说。

此时，原本赶路的行人中不时有人停下脚
步观赛，不少老人在旁边着急地指导记者如何
取胜，并分享自己儿时的制胜秘诀。这个看似
普通的游戏，却把他们的思绪带回到人生中最
无忧无虑的时光……每年冬季农闲牧停时，人
们热衷于玩“阿就”。起因是冬季，农牧区会迎
来新一轮屠宰期，这个时候孩子们会得到新的

“阿就”，他们高兴地给“阿就”染上颜色，迫不
及待地跟玩伴“显摆”。

除了老一辈，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小时候
也玩过“阿就”。从小喜欢玩“阿就”的晋美多
吉说，在他家有一大串“阿就”串珠，是他小时
候赢来的。如今西藏有些地方的人家还会将“阿
就”用绳子连成一串悬挂在家中的柱子上，作为
装饰。

斗风筝 老少皆宜流传至今
在西藏也有男女老少皆宜的游戏。那就

是秋日必玩游戏——斗风筝。每年藏历八月，
是放风筝的好季节，民间认为是祈愿丰收而放
的“丰”筝。

阿旺扎西是拉萨本地人，他回忆说：“小时
候，我有一只老鹰形状的风筝，那是父亲专门
托人制作的，在当年可是在拉萨风筝圈‘出尽
风头’。当时，有很多小伙伴非常羡慕我。”在
他看来，老鹰风筝是他儿时最得意的玩具，更
是一种无声的父爱。

藏语中，风筝被称作“恰皮”或者“秀恰”，
意为“会飞的纸鸟”。在拉萨放风筝，不比谁放
得高，也不比谁的风筝扎得漂亮，主要看谁的
风筝“能打”，也被称为斗风筝。最后风筝断

线、风筝飘走者为败。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

句诗配上拉萨“秋日风筝”的图景很是贴切。
2006年，拉萨风筝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首批国家
级非遗名录中的一员。拉萨民间风筝节当天，
斗风筝的人们聚在一起，熟练地放线、收线、旋
转……那时拉萨的上空，便会出现老鹰、燕子、
蝴蝶等形状各异的风筝争奇斗艳的景观。人们
手中握着风筝线，操控风筝在空中缓缓飘荡。

但在藏北草原的部分地区，人们并不热衷
于放风筝，因为夏日草原上雷雨普遍，他们担
心放风筝可能会导电。因此，大人会“哄骗”孩
子们“夏天放风筝会把夏天‘吓跑’”。

女孩与风筝。记者阿旺尼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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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热秀”独属于成年人的游戏
“在泽当大地无所不有，在泽当大地有

玩‘阿就’的人，在泽当大地有跳绳的人，在
泽当大地有踢毽子的人……”，这是一首流
传在西藏的民间歌谣，歌词中介绍了西藏的
各类民间游戏。掷石子、玩“阿就”、斗风筝
这些民间游戏或流行于孩子之间，或老少皆
宜。在西藏其实还有一种只属于成年人的
游戏——藏式骰子。

茶馆里、树荫下、公园中，总能看到有人
聚在一起传出“秀巴热、巴热、巴热哒！”骰子
在骰碗中用力摇晃并扣在骰垫上发出“哒”
的声音，这是藏式骰子游戏的玩法。

在众多西藏民间游戏中藏式骰子属于
流传至今、玩家最多的一种游戏。每逢拉萨
雪顿节，一些民间藏式骰子高手汇集在罗布
林卡一较高下。采访中，许多市民告诉记
者，在拉萨一带只有男性才会玩藏式骰子，

而在日喀则女性也喜欢玩。
与掷石子、玩“阿就”一样，藏式骰子也有

独属于它的游戏歌谣，俗称骰词。骰词是藏式
骰子游戏的灵魂，在游戏中人们会清唱“讽刺
调笑”对手的骰词，以此来干扰对方的判断，当
然也可以通过骰词歌颂生活中的美好。记者
了解到，在一些地方，输家的惩罚极不寻常，除
了正常罚酒外，在骰盘上撒糌粑，然后用力扣
在屁股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当代娱乐文化的浪潮中，民间游戏传
承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正是这些古老的
游戏，承载了人们的智慧和文化传统，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和
传承，让民间游戏焕发新的生机，保留和传
承丰富多彩的民俗游戏，让它们继续为人们
带来欢乐，同时也展示出西藏民间游戏的独
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