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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路，不比城市的宽敞、平坦，也没有城市的热闹、繁
华。相比之下，乡下的路更显得有些“土气”、崎岖、泥泞，不
尽人意。

乡下的路，更充满了许多坎坷、曲折，其间，更多的是无
奈，随着历史的变迁，承负着浑身的撞伤，变得瘦骨嶙峋，失
去了过去的容颜，已枯萎、消沉，灰暗而无朝气。

说到路，人们往往想到是人生之路、艰辛之路、奋斗之
路、成功之路、凯旋之路。路，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词，谁
曾想过，平凡的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
时代人的眼中，它有着怎样不同的位置呢？它到底经受过
多少磨难，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童年的记忆里，我总是在家乡的田园小路、田埂上摸爬
滚打，跨跃丛林、沙丘、小河，再满足地躺在柔软的、那条被
阳光环照的小路边的草丛上。闭着眼，张开双臂，静静地享
受着微风拂过脸颊，撩起我发丝，侧耳倾听草丛里小虫的欢
叫声，如同一首奇妙而悠扬的曲子。用力呼吸那浓郁的大
自然气息，便陶醉在这条家乡小路的臂弯里，随之甜蜜地睡
去。

我眼中的路，家乡门前那条路，人们叫它“咯嗒路”，只
三四米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刮风时尘土飞扬，走在这
条路上，经常弄得灰头土脸，全身上下脏兮兮的。雨天，整
条路都是泥浆，大车木轮压的那两道深深的小沟沟，淌满了
积水，车道两边凸起的路特别滑，人走在路上，摇摇摆摆，脚
也不听使唤，泥水溅在裤子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泥点，鞋子
随时都有可能陷下去。路两侧是排水沟，常常干完农活回
家，一不小心滑倒，就会变成个泥人。

村子里的街道上，路两旁低矮的土坯房泡在泥水里，一
路上显得冷冷清清。每逢去上学，都很担心摔倒弄身泥
巴。街道上的土坑里填了些破砖瓦块，稍微不留神，就有可
能被跘倒，弄得个嘴啃泥。有一天，我一个人背着书包去上
学，经过一个泥泞的“湾”边时。由于路面斜，上坡时脚下一
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湾边，我两只手用力撑地想站起
来，但是路面太滑，便侧着身子滑向水里。正在这时，我的
一只手把书包举过头顶，用力扔倒岸上，随即我的整个身体
挣扎着滑进湾里。湾里的水大约有两米多深，初冬的天气
已接近零下，冰冷的水灌进了衣服内，浑身像钻进冰窟，刺
骨似的冷，刚想喊出“救人”二字，脚上的一只鞋将要掉下，
我便一个大弯腰，头扎在水里，把鞋脱下牢牢地抓在手里，
拼命向岸边游。这可是妈妈亲手给我的，只有上学才可以
穿。我非常爱惜这双棉鞋，下雨天我便在鞋的四周裹上一层
防水的牛皮纸。当我挣扎着游到岸边想爬上岸时，两只手却
很难支撑住，加上岸边斜坡大，又一次滑到深处，我用力猛地
冲出水面，把棉鞋扔上岸，便奋力向岸边游。正在这时，被路
过的一个大爷看见，他一面高喊着“有孩子掉湾里啦”，一边
从树上折断一根长树枝，跑到湾边，大声说道：“孩子快抓住
树枝。”我赶紧伸手死死地抓住树技，因湾边太滑，大爷两只
脚无法站稳，试了几次，也未能把我拉上岸。危急时刻，又跑
过来六七个人，他们手拉着手，结成了一股人世间真情的绳，
把我救上了岸。有个大哥哥认识我，不顾我浑身湿漉漉，背
起我就往家跑去。随后，那大爷把我的书包和棉鞋一块送到
我家，还取笑我说“这小子真有种，宁可要鞋不顾小命”，弄得
满屋人哈哈大笑，笑声中他们都伸出了大拇指。妈妈激动地
一个劲地向大家致谢，并向我投来安慰的目光。从那以后，
每逢下雨下雪或者刮大风，妈妈总要叮嘱我一定绕路走，平
安到学校。在我心里始终没有忘记救我小命的那些好人，他
们的善举让我永世不忘。

小时候听爷爷说：“路是远方与家乡的通道，家乡的路，
很远，但又很近。”即使爷爷用他的一生所走过的路，也描述
不尽他走过的路有多长。爷爷经常坐在家门前那棵饱经岁
月沧桑的老槐树下，身体靠着树坐在櫈子上，眼神迷离地看
着村外的“官道”，这条大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爷爷时
常回忆起他过去所走过的路。一次我问爷爷：“天有多大，
路有多长？”爷爷捋摸着花白胡子笑着告诉我：“天有无限
大，地有无限阔，路有无限长。”爷爷认为四周的山峦丛林树
木是支撑天的柱子，而天就是扣在大地上的伞盖，天有多
大，地就有多广，路便无尽头。从那以后，爷爷时常进入沉
思，回忆着他年轻时，渴望着找到适合自己要走的路，走得
更远，登上大山顶，去看看天，去眺望着大地。待他13岁那
年，他曾跟着太爷爷清晨四点起身，牵着小毛驴顺着弯弯曲
曲的小路，穿过集市，翻越黄河大坝，乘船渡河去济南府商
贸公司进货。有幸登上历山主峰，亲身经历了一下攀山越
岭的感受，等回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两头摸黑来回
步行一百多里，可真够辛苦的。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
1928年5月初，日本侵略者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阻止北
伐军北上，在济南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五三残案”。25岁的
爷爷正在济南商行做工，他不顾老板的劝阻，跑出去加入到
反对日本残杀我爱国同胞讨还血债“除倭灭奸，还我河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游行队伍中。爷爷义愤填膺，举
着“倭奴不除，鲁无宁日”的小旗，倾吐着中国青年人的爱国
爱家的心声。1937年12月，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山东，29
日济南沦陷，爷爷不顾奶奶的阻拦只身徒步回到济南。他
憎恨日本鬼子，鉴于当时势态严峻，爷爷辞去在济南商贸公
司职员的工作，依然回到家乡，积极参加本乡的抗日活动。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45岁的爷爷参加了战场
担架队，冒着连天炮火硝烟，连续七天七夜，运送伤员，运送
弹药，运送伤亡的解放军战士和市民，跑遍济南的大街小
巷，城内城外，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直到济南解放后，爷爷
才带着满脸胜利的喜悦踏上回家的路。之后，爷爷积极参
加农村的土改运动，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爷爷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但是，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朝着光明方向
迈进的，都是不负先辈的。爷爷实实在在地走完了他的一
生。

人生虽然短短数十年，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磨难。跌
宕起伏的人生旅途路，有着太多的艰难险阻需要我们跨
越。面对这些艰难险阻，我们选择放弃还是坚持？若选择
了前者，便永远看不到前方的风景，也不知道在路的尽头有

什么。而若选择后者，我想历经努力向前之后，一定会领略
到无限风光。

雨停了，天空分外晴朗。终于收起那墨绿的伞，视野不
再被屏障阻碍。清水洗尘，淡妆于路而言总是相宜的。它
是洁净的，却又让我们眼睛朦胧起来，这条路，是多少先辈
披荆斩棘开垦的路啊！的确，这条路让我拥有了太多的苦
和乐，留下了太多难以忘记的童年的故事，回忆起来如同昨
日，让我深深地留恋。于是，我更加怀念起家乡的那条由黑
褐色的土壤聚积而形成的弯弯的大路。狂颠之时，也难免
和小伙伴们在这条大路上拼命地追逐、赛跑，争取第一。有
时不小心摔倒爬起来继续跑，如此反复。雨后，这条大路非
常泥泞，曾经使大人们怨声载道，推车挑担都让人无可奈
何。而我却情有独钟，喜欢光着小脚丫踩泥巴，滑滑的感觉
让我兴奋不已。再回头望望自己歪歪斜斜的一串串脚印，
咧着嘴笑着，颇有成就感。

这条路上，没有车辆的喧嚣，没有更多的吵闹，是唯一
一条通往省城济南的路，历经多少岁月更迭变迁，始终没有
改变它的使用价值。看似乡村一条普普通通的生产生活之
路，可它却承载着祖祖辈辈连接外面世界的生命之路。不
知有多少有识之士和乡下青年通过这条路，走上了“救国救
民”的革命道路，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甚至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改天换地，一步一
个脚印向前迈进。他们为下一代人踏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走在乡间的大路上，感受乡村中的恬静，呼吸家乡的新
鲜空气，的确认人神清气爽。抬头仰望蓝天，几朵白云飘来
瓢去与风儿快乐地捉着迷藏。环顾四周，一大片一大片满
是绿油油的麦苗，好像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大海，让人视觉放
松，心情愉悦。远看，一大片的麦田像绿绒毯子，十分柔软，
真想扑过去躺在上面美美睡上一觉。一阵风吹过，麦苗随
风摇摆跳起了舞，好像在招手致意欢迎人们的到来。麦田
里，偶尔有几只喜鹊嬉戏玩耍，给大路上增添了几分活力。
大路旁，河水潺湲，碧绿碧绿的，和煦的阳光照在水面上，闪
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小金鱼儿在游动。岸边
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人影倒映在水中，恍若一幅巨大的风
光图。微风轻轻佛过，湿润的风拂在脸上，细细一闻，空气
中似乎带着甜味儿。河水激漾，像风儿的轻弓缓慢而有节
奏地拉动波涛的琴弦，在为人们的到来而动情。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们走出来的，是勇敢的人们开拓
出来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如今的路，
早没有了泥土的芬芳。过去的土路变成了崭新的水泥路、
柏油路，宽阔的乡村公路两旁还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满目
青翠，显得生机盎然。那些绿色的灌木，呈波浪形状，更增
添了几分诗意。路两边的花儿，红的似火，白的如雪，黄的
似金，品种多样，五彩缤纷，让人流连忘返。还有那绿树丛
中一排排整齐的小楼，一幢幢漂亮的别墅，是那么的赏心悦
目。那是高科技智能蔬菜园，透明亮丽的玻璃棚户区藏不
住乡亲们丰收幸福感。那是高智能科技养殖场，鸡鸭鹅全
部采用人工饲养，自己配制饲料，不加任何添加剂，绿色喂
养，自然孵化，科学管理，网络销售。看，那一辆辆装满瓜
果、蔬菜、禽蛋的保鲜恒温车，正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路，因为你的到来，让我们村的日子丰富多彩；因为你
的到来，让我们农民渐渐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识，掌握了
更多改变家乡面貌的技能。走在家乡的乡间大路上，看着
眼前随风而动的景象，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棵歪脖子杨
柳树好像曾经与我碰过头，或者擦过多少次人的头顶，人们
称它“碰头树”，依旧那么亲切，似乎增添了一些回往。归来
的我像这柳树一样也在慢慢成长，只是我已离家许久，而它
一直在守着这条路，这个乡村。窄路修成了宽阔大路，你也
不用担心再碰头了，它只是牢固的站在那里，躬着腰彬彬有
礼欢迎你的到来。

70多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民族，也
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曾经的迷
茫，曾经的无奈，曾经的彷徨，散去了，皆为浮云。时光随着
岁月慢慢消失，我长大了，也变老了，家乡变得更加富裕
了。那时年迈的爷爷和我一起走过这条路，调皮的我不安
分地胡乱窜着、跑着、跳着，虽然路不宽敞，可欢快的声音却
可以传得很远。而现在，爷爷早已逝去，那条老路也不在
了。我想念儿时的感受，那时候家里离公路很远，但却充满
着乡土风情。在经过整日劳作后，村民们会扛着农具走过
老路，以他们朴实的汗水浇灌着这条老路，同时也享受着老
路哺育的花草树木带给他们的清香。记得读高中时总是独
自从这条老路上走过，无论春夏，无论秋冬，我只钟爱这一
条老路，因为它守护着我的家，守护着我们家乡一年又一
年。新路慢慢延伸，虽然覆盖了老路的朴实，但也给人们带
来了方便出行，朝着富裕之路向前飞奔……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济阳的民间游戏种类较多，而且这些游戏传
承数百年长盛不衰，现将比较流行深受青少年喜
欢的游戏汇集如下：

一、弹溜溜蛋
弹溜溜蛋，也叫弹蛋儿、弹琉琉球，溜溜蛋是一种玻璃制

品，有纯色的，也有带颜色的，还有里面带花瓣的，有好几种颜色，
玩的时候，在地上挖一个坑，再画一个起始点，然后从起始点每个
人依次向坑的方向弹，弹进坑里就算赢了，弹不进去的就算输了，
弹的动作一般是由大拇指来完成，这是一种玩法，是磕墙玩法，玩
时，取一近靠墙地，画一条与墙平行的线，参赛者依次向墙掷玻璃
蛋，玻璃蛋磕墙碰回，离线近者先开球，弹球时可用溜点等方法，
以击中对方为胜，被击中的球归胜者，击不中的，由第二名弹球，
如此轮流击，最后以击中最多的为最终胜者，此种游戏适合男孩
子玩。

二、抵拐
抵拐是青少年的男孩经常玩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参与游

戏的双方，把右腿抬至左腿的膝盖之上，左手扳住右脚腕，右手
扳住右大腿，左腿跳跃着，用膝盖攻击对方。游戏时，谁的攻击
力强，动作敏捷，谁取胜的可能性就大。个子高的，腿长一些，
往往盘起的膝盖，容易击准对方的胸部，把对方击倒，或把盘起
的腿击散，只要对方手脚散开或倒地就败。这项游戏男孩子玩
的多，但有些女孩也寻求刺激，好胜心强，实力强的也敢于向男
性同龄人发起挑战，有时也能取胜，失败的男性往往红着脸甘
拜下风。

三、跳皮筋
跳皮筋适合女孩子玩，分为单人跳和集体跳两种，单人跳，

把橡皮筋一端系在树上或电线杆上固定好，轮流着跳，人多时，
先“手心手背”分出两家，再竞争哪家跳的级别更高，集体跳，是
将数条皮筋拉成各种图案，如三角形、四方形、五角形、多边形、
菱形、斜线形、人字形、八字形、波浪形、扇面形等，由许多人同
时参加。橡皮筋的高度都是从最低的脚踝开始，然后是小腿肚
膝盖、大腿、臀部、腰部、肩部、头部，一级比一级高，难度越来越
大，一直跳到用手举着。还有口诀：“马莲花开二十一、二五六、
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最后跳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迟迟不愿散开回
家。

四、丢沙包
沙包就是一个有四种颜色或花布缝制好的小包裹，

在沙包里装满玉米或高粱或小石子，约上三五个小伙
伴，带着沙包，找一块空地，便能玩。前后各有一人丢沙
包，这两人中间有几个小伙伴作为被投击对象，被击中
者就得下场，如果其中有人有幸能接住沙包，自己则可
以多一条“命”，或救起下场的同伴。有时候两边的人为
了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沙包被扔的越来越快，一边投
掷过来，赶紧捡起来往回投，如果不小心投的太远，另一
方捡沙包时间延长，会给中间的小伙伴逃窜的机会，但
他们的目的就是打他个措手不及，丢的快，不仅自己手
忙脚乱，中间的人也逃得十分慌乱，大家就这样一边跑，
一边笑。有的机灵鬼为了转移中间人的注意力，会专门
做一些假动作，一旦对方上当，大家都忍不住捧腹大
笑。就是这样双方都玩个痛快。

五、跳方
跳方是男女孩均可玩的游戏。玩法多样，一般先在

地上划一个六格或十格形的“方”，在“方”的一端，再画
一个半圆形的格子，俗称“锅”，游戏时，把“瓦儿”（砖块、
瓦块、石块均可）掷于格内，玩者单脚跳入，并将“瓦儿”
踢入下一方格，依次转下一圈即可将“瓦儿”掷于第二格
内，如此类推，跳完一圈便可“占方”一间，跳至自己的

“方”内可双脚落地，别人则须跨过该“方”，玩时，不能另
一脚落地，不能“压杠”（即“瓦儿”压在划线上），也不能
用脚“杠”在划线上，否则都算犯规，犯规者出局，须等待
下一轮，最后，谁占的“方”多，谁为胜者。

六、拾个儿
拾个儿是女孩玩的一种游戏。玩时，几个人就地选若干块

石子或玻璃球等，先由一人将石子或玻璃球撒开，遂将一子抛
起，同时迅速抓起地面的石子或玻璃球，再马上接住抛起的石
子或玻璃球。有时拾单，有时拾双，拾多者为胜，拾个儿时，手
不准触及不该拾的个儿，否则，视为输，输了的让局，改换别人
拾个儿，依次轮换。

七、赶球占窝
赶球占窝玩的时候至少得三个孩子以上，需要付出体力，

这个游戏适合男孩子玩。玩时每人拿一根和自己身高差不多
的木棍，一块尽量圆的和孩子拳头大小的砖头或石头（就是用
来赶的“球”），玩时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画一条二米多长的直
线，直线的一边戳一个大小能容下球的坑，这个坑俗称“锅”。
然后每人用木棍戳一个窝，窝的大小比自己木棍的直径稍大一
点为宜。游戏的第一步就是“亮”（或叫做量，就是伙伴们并排
站在线上，把木棍的一端杵在脚上，另一端用手扶着，然后抬腿
用力把木棍踢出去），谁的木棍踢得最近算输，负责赶球，其余
防守。把球放到直线上，木棍踢得最远的人，负责把球用力敲
击出去，防守的人两手握住木棍的一端，另一端杵到自己的窝
里，然后赶球的人把球向锅里面赶，快到“锅”的时候，防守的人
迅速去敲球，这时候赶球的人可以用木棍护球，也可以去占别
人的窝，叫作“赶球占窝”。把球赶到“锅”里，算赶球方取胜，重
新开始“亮”，再决定赶球者，赶球期间，赶球者占到防守者的
窝，那失去窝的人就负责赶球，直到把球赶到“锅”里为止。

八、摔哇呜
这项游戏适合男孩子玩，玩前先制作简单的道具，就是在

湾边或沟边挖出拳头大小的一块胶泥团，像和面一样反复捏，
直到非常柔软。揉捏好后，做成圆柱形，然后，留出边沿，用手
把中间的很大部分压扁，制作完后就像洗脸盆的形状，这种道
具就俗称“哇呜”。玩时，三五个孩子选择一块稍大一点的场
地，最好是平整的木板或者水泥地面，每个人把自己的“哇呜”
使劲摔下，制作水平较高的，摔时声音大，炸开的空间大，就是
胜利者。弄完以后，每个人都从自己摔破的“哇呜”上揪下一块
泥巴，糊到对方的裂口处，以作补偿。最厉害的是，摔的时候把
边缘也炸断，那样对方就要赔上十个“布吉”（方言，就是用胶泥
撮成的长条）、十个“蛋”（胶泥蛋蛋），那是很让伙伴们羡慕的。
如此反复，直到胜利者全部赢光对方的泥巴为止，算是一个回
合。然后挖泥重来再玩。

九、打元宝
游戏所玩的元宝，是用旧书纸、报纸或者破旧包装纸做成

的。元宝的做法就是将两张纸一折，然后相对一叠，对折起来
就成。打元宝讲究技巧，是硬打，只要劲大元宝重，就照直砸下
去，利用反弹力，使对方元宝一蹦老高地翻过个来，元宝只要翻
过来，就是赢了。遇到势均力敌时，先看风向，顺风可以增力，
再瞧地形，突起的地皮上元宝会翘起一角，把元宝硬砸进缝全

掀起对方的元宝。最有趣的，是用大宝砸小宝，大宝一般用报
纸或包装纸叠成，这种元宝不能直砸对方的元宝，而距之四厘
米远，用风力将小宝掀翻，别看大宝很大，其实只要地形有利，
有意把小宝放在陡坡上，待大宝失手时，就可以借助地理优势，
小宝对着大宝斜翘的一角横扫过去，有时竟也可以将大宝砸翻
在地。

十、剪子包袱锤
这个游戏俗称“将军包”，玩时，食指与中指同时伸出代表

“剪子”，握拳代表“锤子”，五指伸开代表“包袱”，玩的规则是：
包袱胜锤子，剪子胜包袱，锤子胜剪子，玩时，一起喊“将军包”，
并同时伸手决定胜负。

十一、打手背
玩时，一人将掌心向下平放空中，另一个人掌心向上和对

方手掌相靠，然后设法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并迅速翻上以掌击
打对方手背，而对方则应迅速抽回手，以防被击打，如打中，继
续玩，如击空，则轮换再玩。

十二、滚铁环
这项游戏是采用较粗的铁丝制成一个大圆环，再用铁丝弯

一铁钩，铁钩的下端弯成U状，上端握在手中，下端U状钩扣住
铁环推其前进，也有的在铁环上套一个或若干个小铜环儿以便
铁环滚动前进时“铃铃”作响，玩时，边走边推铁环，也有边跑边
推者，比赛时，一般比谁推的远，推的快，铁环倒地为输，不倒地
为赢。

十三、踢毽子
踢毽子是女孩玩的游戏，毽子的踢法多种多样，简单的以连

续踢的次数多少定胜负，复杂的则有正、左、拐、跳、打等。游戏
时，边踢边唱（或数数），一般逢五遇十即将毽子停于脚面一次。

十四、跳绳
跳绳玩时花样繁多，分单人跳、双人跳和多人跳等形式，单

人跳时，双手摆绳，可前摆跳、后摆跳，也可带人跳、蹲跳、跑步
快跳等，多人跳时，一般由两人摆绳，也可将绳一端系在杆上或
树上由一人摆绳，其他人跳，跳法也多种多样，边跳边唱。

十五、走四棋
走四棋老少皆可玩的游戏。玩时，在地上画一棋盘，纵横

线各四条，每人执四个棋子（一般有砖块、石块或短树
枝代替棋子）对阵摆布，走子时，纵横进退，但每次只
许走一步，若一方两子相邻，与对方一子在同一条直
线上，且线上再无别子时，则“吃”掉对方一子，方内只
剩下一子无法对阵时为输。

十六、弹杏核
弹杏核是男孩子玩的游戏。玩时，每人拿出数量

相同的杏核参赛，以剪子包袱锤方式决出先后顺序，
先将所有的杏核抛撒在地上，所有玩者依其先后将杏
核敛起，只剩三枚成并列状，玩者用拇指将一端杏核
撅起，使其落在另一侧的杏核上，所以也叫“隔山打
虎”。若砸不中或撅起的杏核碰到中间那块杏核，则
轮换，若砸中三枚杏核归为己有，用所剩杏核继续玩。

十七、玩迷迷转
迷迷转也叫“抽陀螺”，俗称“抽老牛”。迷迷转一

般为木制，取一矮小的圆木柱，一头削尖，为了便于旋
转和耐磨损，通常在其着地的尖部再砸上一个钢钉。
游戏时，先用鞭绳将“迷迷转”缠住，将它置于光滑地
面或冰面上，然后用力拉绳将“迷迷转”发动起来旋
转，然后用鞭绳不断抽打，使其不停的转，谁的“迷迷
转”转的时间长，谁为胜者。

十八、打蹦
这项游戏适合男孩子玩。使用的道具就是随便

砍上一根小木棍，截成两段，一段稍长一些做“把棍”，
约长30至 50公分，一段稍短一些做“蹦”，长约15公分
左右。把棍要削得比较光滑，便于手握。“蹦”的两头
一头要削尖，另一头削扁。打蹦用的场地要大一些，

在地上画一个边长一米左右的正方形，俗称“锅”，就可开始打
蹦。打蹦有多种玩法，常见的俗称“打罚蹦”。这种玩法至少两
个人，多者不限，分成两组。将“把棍”放到地上，每组出一名代
表，一手拿蹦高高举起，使其自然下落，碰到把棍上，以距离把
棍远近决定胜负，胜者为打蹦方，先打，另一方为抗蹦者，向锅
内掷蹦。打蹦者把“蹦”放到锅内，用把棍击打蹦的前端，然后
在“蹦”弹起来瞬间，用手中把棍有力击“蹦”，使其越远越好，杠
蹦者在“蹦”落下的地方，将“蹦”掷到“锅”内，即算赢，然后双方
位置交换，若掷不到“锅”内，打蹦方在“蹦”落到的地方进行第
二次击打，先挑（即击打蹦的一端，使其跃起时将蹦击打出去），
再磕（即一手同时拿把棍和蹦，将蹦抛出，用把棍击打），如此反
复玩。

十九、抖空竹
空竹古称“胡敲”，也叫“地铃”、“空钟”、“风葫芦”。它是一

项靠四肢配合完成的游戏项目。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
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跨关节、膝
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因此抖
空竹十分考验个人的身体协调性。玩得时间最长空竹又不落
地为胜者。

二十、藏乎瞎
藏乎瞎就是捉迷藏。玩此游戏时，需参加游戏者分成两

组，剪子包袱锤分出先后，选一棵树或一面墙为“家”，负方守家
并寻找胜方躲藏者，胜方则在附近各处藏匿起来，并伺机回

“家”或“救人”，胜方若躲开负方追逐并摸到“家”即获胜，若被
对方抓住，则被带至“家”内严加“看护”。被抓的同伙则伺机前
来“搭救”，俗称“打死救活”。同伙相救，手接触到即“活”，可以
再跑。若被抓的人数多，他们可以手拉着手待“救”，来救者只
需“救”一个即可全活，俗称“连电”。一方若将对方全部抓获，
则为胜。

二十一、逮小鸡
逮小鸡是一种多人游戏，一般在空间比较大的场地进行。

其中有一人扮演老鹰，一人扮演母鸡，其余的人扮演老鹰抓的
小鸡。小鸡们一个接一个的一字形连接在母鸡后面，母鸡需要
挡住老鹰，不让其抓到身后的小鸡，而老鹰就要通过跑动等办
法抓住母鸡身后的小鸡，或是让小鸡链断开，直到一定数量的
小鸡被抓到为止。

二十二、丢手娟
丢手娟又叫丢手巾，玩时，众人周围向内坐或蹲下，选一人

拿手绢在众人的圈外绕行，边走边与众人一起唱：“丢，丢，丢手
绢，轻轻地放在每个人的后边，看见的人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
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行进中，悄悄地将手绢丢于一人的
背后，如果此人发现应立即捡起手绢赶紧追逐丢手绢者，若追
上，丢手绢的人需要重丢，若追不上或丢手绢的人转一圈仍未
被发现已将手绢丢下，则罚被丢手绢者站在众人圈的中间唱一
支歌或表演一个小节目，然后，轮换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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