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手给儿子做铁丝冲锋枪

口述人：许国，60 年代生人，省古陶

瓷学会会长

我是1964年9月出生，童年在皖西

的一个古镇生活。那个时代,物质非常

匮乏，但并不影响我们快乐地游戏。小

伙伴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做出许多好

玩的东西。硬纸一卷，内加三块镜片，再

加彩色纸屑就做出了万花筒。掰一个树

桠，锯齐剥皮加橡皮筋就成了弹弓。竹

水枪、一根铁丝用老虎钳七拧八拧就成

了线条优美、构成复杂的手枪。木头疙

瘩削削便成了陀螺。虽然没有正规游乐

场，房前屋后，哪里都是我们娱乐的场

所，捉迷藏、老鹰抓小鸡、过家家、跳绳

儿、丢手绢。

由于多次随父母搬家，童年的那些

玩具早已不知所踪。只是一些玩具做法

印象深刻。

20年多前，自己动手为儿子做了一

把铁丝冲锋枪，儿子十分喜欢，爱不释

手，经常拿着向小朋友炫耀。渐渐地儿

子长大，上学、就业，他儿时我们花钱买

的玩具大多已丢失，只有那支铁丝冲锋

枪我爱人一直珍藏着。前些日子，已结

婚成家的儿子又看到那把铁丝枪，仍然

为我精湛的“手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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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你我已经成家立业。回忆起那些年我们一起说过的笑话,做过的傻事,走过
的悲伤！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些陪着我们成长的玩具,有弹珠,小人书,动
画纸片,四驱车,陀螺……现在的我们,也许都长大了,以前的欢声笑语,嬉戏打闹似乎也只能成为心
中美好的记忆了……

你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游戏是什么？你小时候最爱玩哪些游戏？有哪些游戏现在已经消失
了？哪些还存在着？童年的玩具你还保留着吗？它记载着你的哪些回忆？六一儿童节将至，我们
策划本期关于童时游戏的主题，采访不同年代的人，对那些逝去岁月的怀念。

张亚琴

口述人：潘乐萌，90年代生人，大

学生

我们小学那会儿是在21世纪初，

女生可以玩的东西我觉得比男生好

像是多一些的。女生可以跳皮筋，翻

花绳，给画册涂颜色。男生在我印象

当中，有一阵子非常流行收集干脆面

里面送的卡片。大家把面吃完，卡片

留下，在地上就开始玩拍卡片的游

戏。很多男生为了集齐不同的卡片，

不惜把自己所有零用钱都用来买干

脆面。有的卡片因为难以收集，有的

男生还将他们标上了“五角”“一元”

等“昂贵”价格出卖。可见他们对这

种游戏的痴迷。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旱冰

鞋和跳皮筋。我们那会儿旱冰鞋在

合肥还不普及。我的第一双旱冰鞋

是我五岁时候我爸去外地出差回来

买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这

件礼物，并在爸爸的“督促指导”下写

出了人生中的第一篇日记。我用了

一个上午穿着它扶着墙在家里蹒跚

走了几圈就算会了。下午我就穿着

它在院子里玩了起来。当时在全大

院孩子中引起轰动，大家争抢着要我

把鞋子借给他们，没一个月，几乎全

院孩子就人手一双旱冰鞋了。

另外一个游戏就是小女孩们都

喜欢的跳皮筋了。现在想一想真是

非常佩服当时小伙伴们发明的那些

跳法和口诀。明明是奇奇怪怪的一

些话却能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背的比

课文儿都熟。那时候的女孩子，没有

不会跳橡皮筋的。这可能也是小姑

娘们唯一可以抱团娱乐、无人不会的

游戏了吧。

其实我们曾经玩的游戏，比如东

西南北折纸的方块儿，旱冰鞋，跳皮

筋，跳房子，现在都消失的差不多了，

也逐渐被电子产品取代，还存在的只

有滑板。小时候我玩的就不太好，一

直找别人借用着滑，觉得自己好像蹬

的快了就好像飞起来似的。但前些

天，我还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姑娘滑着

滑板和我擦肩而过。是一个背着双肩

包马尾巴白T恤牛仔裤的背影，和十

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童年的玩具我现在还保留着的，

只剩下旱冰鞋了。看到它，我就想起

我爸爸送给我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想

起我为此写下的第一篇日记，想起我

童年的小伙伴，想起我十几年前啥也

没有却非常快乐的时光。

由朱先发主编、省创意经济研究会十多位专

家撰著的《安徽省创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近日

面世，这是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首部反映我省

创意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阶段性成果的专著，

颇具理论和应用价值。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兴产业，并被

认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创意产业是指“那

些源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通过开发和

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

产业”。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创意产

业作为战略产业加以支持，促进其发展。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创意产业作

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跨越的推进器，具有广

阔发展前景和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安徽创意

产业方兴未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此背

景下，本书的出版应势而适时。

本书分为五篇十四章，即理论经验篇、战略

研究篇、重点行业篇、城市实践篇和园区基地篇，

针对安徽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实践经验、

发展趋势和战略谋划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通

读该书，感到至少有四个创新点。

第一，探究创意产业的一般原理和运行机

理，有益于推进我省的相关理论研究。创意产业

作为新兴产业，其生成原理和运行机理与传统产

业有着巨大差别。例如，工业时代的传统产业一

般要具备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四大要

素，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意产业则拓展和超越了

传统产业，它的核心要素是创意人才、技术和包

容环境。

国内有关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为时不长，特

别是创意产业的运行机理和发展路径方面仍需

深入研究。本书通过梳理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

的既有经验，着力探究蕴含的规律性特征，从而

对创意产业的范畴、分类、机理等重要问题给出

了理论思辨和阐释。

发展新兴产业必须理解并把握其规律，而探

究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传统产业的新兴产业发展

规律正是当下极其必要的。本书的探究提供了

一个较好的理论参照。

第二，着力研究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的范例与经验，展示了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

业的生长模式。创意产业既可以成为独立的产

业部门，但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为与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的生长模式。

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源于文化，又溢出

文化，并日益广泛地与生产类工业、建筑业、旅游

业等等产业深度融合，而且由此生长出文化旅游

产业等新的产业部门。安徽创意产业在发展中，

其涵盖和贯穿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其他产业的融

合不断深化，特别是对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要

素，创生出诸多新产业新业态。

本书梳理了安徽近年来创意产业发展的典

型实例，从中总结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成功经

验，这对安徽创意产业各个行业以及各企业都富

有借鉴意义。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深化应用对策研究。

本书分析了安徽创意产业发展当下仍然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从战略层面上研究了推进安

徽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路。

本书从科学制定规划、实施差异化战略、发

展重点行业、优化产业环境、引导集约发展、强化

人才培养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等七个方面展开

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这一应用对策研究不流

于空泛，不陷于臆断，而是突出针对现实问题，突

出观点的实践应用，从而凸显了本书的应用价

值。

第四，作为产业研究报告，具有丰富的资料

价值。作者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了

近年来安徽创意产业发展的较为全面的统计资

料，既包括所有重点行业，又涵盖全省各城市，还

汇集各园区基地，可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这种

扎实的资料工作，是研究问题的良好基础，亦是

做好研究报告的基本要求。

透过这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人们可以概

览安徽创意产业的发展轨迹，了解其中区域特色

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是过往历史的记载，而且是

进一步研究安徽创意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问题

所必需的基础资料。

——评《安徽省创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宋宏

一部全面反映安徽创意产业发展成果的精品专著

口述人：钱斌，70 年代生人，合

肥工业大学教授

我是一个自小很“宅”的人，很少

出去玩，也很少有什么玩具。童年到

底流行什么玩具，还真说不清楚。

有时候，我会和小伙伴们打弹

珠。不过我老是打不准，老是输，很

郁闷。有一次，快上课了，该我弹

了。我急着上课，把弹珠狠劲一弹，

没想到弹中了，还把小伙伴的弹珠打

成两半！这一下可就出了名，弄得小

伙伴们再不敢和我玩了。

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那边流

行玩弹壳。把弹壳往墙上一扔，弹壳

反弹回来，反弹得远的，可以拿着弹

壳去砸别人的弹壳，砸中了，就可以

赢他。我和邻居一位小姐姐一家，她

帮我赢了十来个弹壳。

我还拍过画片，这是一种“赌博”

游戏。你出 3张，我出 5张，多者先

拍。把画片面朝上叠起来，往地上一

颠，然后把画片一一拍反过来，你就

赢了。如果有一张没拍反过来，就轮

着对方拍了，就这样轮流来。我的一

个小伙伴，曾经一下午赢了100多张

呢。我是输多赢少，结果老是磨着妈

妈给钱买画片。

最大的爱好是看小人书。妈妈

给的零花钱，大多是买小人书了。那

时候小人书种类很多，内容很丰富，

画面也很精美。我有全套的《东周列

国》、《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还有很

多其他的。别人在外面玩的时候，我

往往是躲在家里看小人书。可以说，

小人书就是我童年的最深刻的记忆

了。小人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

学文科，说到根上，也是读小人书多

的缘故。有一年暑假，我回外婆家。

因为要在那儿过一个暑假，就把小人

书都带了过去。一天下午，我和表哥

去塘里洗澡，回来却发现几十本小人

书都不翼而飞了。为了这事，我哭了

好几天。

现在回想，童年的许多记忆都有

些模糊了，很多细节都记不大清楚

了。不过，一提到童年，心里就满是

温馨。你要问我，童年的记忆到底是

什么，那就是——温馨。

口述人：周华锋，60年代生人，机关公务员

男孩子们在广阔的田野里，玩得经常不知道

回家，到了傍晚，就听到处是喊孩子回家的声音！

小女孩们，也经常会在晚饭后，还叫上玩伴，在皎

洁的月光下，踢踢毽子、跳跳方格。

在我生活的皖北农村，可以玩的游戏很多。

比如滚铁圈。用小号钢筋弯成圆圈，用电焊焊上，

再用一根细的铁丝前面折成U状，用手把着推着

铁车能跑一个星期天还不觉得累。

打玻璃球或是钢珠，在泥土地上抠一个小窟

隆，用自己的钢珠把别人的打到小窝里就胜利。

趴在地上裤子都能磨碎了。比现在的高尔夫难度

要大。

还有自制弓箭。用竹子或是别的韧性好的木

条弯成弧形再系上一根尼龙绳就成了一张强弓

了。箭用轻直的木棍或是别的材料把前面削成尖

的就行了。

着重说一下“打梭”游戏：用约十余厘米长的

“条子木”（一种很有韧性的手指粗细的木料，一簇

簇生长，每年用镰刀收割一次，可编筐篓等）两端

用刀削成“梭型”，然后用一根直径约三四厘米粗、

五十厘米左右的一根木棍，击打“梭”的一端，“梭”

受力后腾空而起，然后用手中的木棍用力击打

“梭”的中部，使之飞出，越远越好，边续为之，依离

起点距离远者为胜。

当然，起点是要做一个记号，一般是画一个半

径为一米左右的圈，把“梭”放在圈内，也可在圈内

放一块砖头，把“梭”放置砖上，使“梭”有一部分悬

空，用手中之棍击打悬空处，使“梭”腾空而起，然

后再用手中之棍用力准确击中“梭”之中间，让

“它”飞出，越远越好。

这些玩具，都是不用我们花钱买的，就这些

简单的玩具和游戏，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

欢乐！

口述人：张秀云，70年代生人，媒体人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在皖北农村长

大，童年的游戏很多，如月夜里“藏花猫”，在

麦草垛下、树上、甚至猪圈里躲着，对方借着

月色东找西寻，逮住一个，笑闹声能掀翻宁静

的村庄；其他如连续侧手翻，在打麦场上车轮

一样翻滚，谁翻的时间最长谁是赢家；还有砸

沙包、跳绳、摔泥巴补窝、粘知了捕蝴蝶、摸泥

鳅捉鱼虾，胆大的男孩，还会掏鸟蛋、戳马蜂

窝、甚至把花斑蛇捉来缠在腰里……

乡村里一茬一茬的童年，都是这么玩过

来的。

我最爱玩摔泥巴。这个游戏里的胶质

泥，在河床上可以轻松挖到，捧点河水揉匀，

就成了今天城里孩子玩的橡皮泥。把泥巴做

成碗状，底捏得尽量薄，碗底朝天扣在手心里

高高举起，往水泥板上狠狠一摔，飞速的气流

会把碗底冲破一个洞，这个洞，要用对方的泥

巴来补，补严之后，换对方摔。游戏规则就

是，谁的碗底破洞大，谁赢的胶泥多。

另外，用泡桐花的花托串项链、用野豌豆

茎编花环、给自己捏的泥娃娃缝衣服，用石子

或苦楝子玩“抓窝窝”，也都是难忘的游戏。

我童年的玩具，泥和草、云和树、知了和

蚱蜢，我一样都没有留住，却一样都没有少，

都收藏在大自然的贮物库里，带孩子出去玩

时，会告诉她，妈妈小时候曾捉了青蛙扔井

里，看它往上跳，曾在柳树枝倒挂金钩。

有时也会照记忆中的样子给孩子用黄豆

缝一个沙包，或做一个布娃娃，线在手里扯

着，那些贫寒而温暖的童年、那些陈旧却五彩

斑斓的时光，都在针尖上熠熠闪光……

人手一个溜溜球

小人书是最深刻的记忆

河床里挖来的“摔泥巴”

不用花钱买的玩具

岁月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 童年游戏的记忆却永驻心中

旱冰鞋是父亲的礼物
口述人：周蕾，80年代生人，杂志编辑

对于80年代的我来说，过家家，跳皮筋，扔

沙包，红灯绿灯小白灯，跳房子、老鹰捉小鸡、贴

烧饼，丢手绢……童年的游戏真是太多了。

我最喜欢的是过家家和捉虫子。

过家家。这个游戏不限制人数又不限制场

地，人多人少都能玩得起来。那时候的过家家有

点像现在年轻人的cosplay，角色扮演。会按照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安排好每个人扮演的角

色。

印象中，西游记演过，侠女演过，刘胡兰演

过，公主这一类的角色就更别提了，但凡玩过这

一游戏的女孩估计都扮演过。不过现在回忆起

来，可能柔弱从小和我就不沾边，那低声细语的

娇滴滴的公主样儿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搜寻不到

了。脑海里都是我模仿侠女的造型，披着妈妈的

大纱巾，把纱巾两角系在脖子上，任由纱巾拖到

地，一边嘴里“嘿、哈”地发着声，一边还装模作

样一招一式地与人比武；要不就是拿着小手枪，

嘴里还嚷嚷着“pia pia，冲啊……”。

总之，玩过家家时，侠女、解放军、警察这一

类角色，都是我最爱扮演的角色。

无知者无畏，这话绝对不假。那时候，爸爸

单位大门前有一块小花园，和我年龄一般大的孩

子估计有五六个，经常放了学钻进花园就不出来

了。晴天，在里面捉蚂蚱，抓到后，捏着它的两条

长腿，采来草喂它吃；捉西瓜虫，放在手心里，看

着它们缩成一团，再像弹弹子一样弹开，看谁弹

得远；捉螳螂，回家用细线拴着，喂肉吃；下雨

天，我们在花园里捉蜗牛，捉来一大把，放在大白

纸上，看它们从壳里探出头就用指头再把它们点

缩回壳里，乐此不疲；捉蚯蚓，捏着它们软软的身

体比谁捉的蚯蚓长……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

不湿鞋。我有次去捉蜜蜂，捉到就放在玻璃瓶

里，结果被一只蜜蜂叮得手指全肿，哭得一塌糊

涂。

最爱的是过家家和捉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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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最流行的我觉得就算

是捉迷藏了，简单易懂，人人都会，无论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喜欢玩，一个大院

子里一帮子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基本上

都玩这个，一个人数数，其他人躲起来，

我就属于那种常常被逮到的倒霉蛋儿。

我特别爱玩，基本上是游戏我都喜

欢，什么捉迷藏，跳房子，红灯绿灯小白

灯，迈步逮人，一二三四五，戴草帽，三个

字，溜溜球，丢手绢，踩影子，踢毽子……

不知道溜溜球现在是否还有，反正我们那

个时候溜溜球特别流行，几乎人手一个，

有的人有三四个呢，而且玩得都特别顺，

技术可高超了。

我不爱玩电子游戏，什么小霸王游戏机

啦，我知道很多小孩儿都玩过，但我不感兴

趣，我喜欢跑到外面撒欢儿，跟大自然亲近，

性格有点野，爬房顶摘香椿这种事我经常干。

其他的游戏应该都还存在，只不过

现在电脑啊手机啊平板啊这么发达，现

在的00后们都没有几个人在室外玩了，

基本上足不

出户就盯着

那一方方屏

幕看。

童 年 的

玩具我都没

有保留了，全

都送给我家

对门的小妹

妹了，除了一

些特别珍贵的回忆，例如小学的时候我

过生日，大家都流行送贺卡，那些祝福贺

卡我都收藏在一个箱子里了，每次打开，

看到那些幼稚的文字但是真挚的内容，

我就特别感动，觉得那时候的时光特别

的单纯美好。

还有一些毛绒玩具还在我床上放

着，有一只老鼠，被我洗掉色了，眼睛上

的黑漆都掉完了，瞪着俩大白眼珠子，特

吓人，但我还一直抱着它睡觉，因为那是

我过生日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一直舍不

得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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