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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市总工会公益电影活动月将
放映的公益电影有《摆渡人》《决战食
神》《西游2·伏妖篇》《铁道飞虎》。

本周放映的公益电影为《摆渡人》，
本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
凭工会会员证或《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6月3日9：00
咨询电话：63345207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拨浪鼓哄小孩子好使，哄大
孩子就不一定管用了。

古时家长，大多会给大孩子
买泥塑玩具。

泥塑玩具，也叫泥货、土偶
儿，乃中国传统玩具，类似于如
今的卡通玩偶。

汉代已有泥车、瓦狗等玩意
儿。东汉的《潜夫论·浮侈篇》里
提到，当时的民间艺人或“取好
土，作丸卖之”，或“做泥车、瓦
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
以巧诈”。

“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这
话值得玩味，说白了，孩子的钱
最好赚。孩子见了玩具走不动
路，哭闹着缠人，家长只得掏
钱买。

泥塑玩具成本低、来钱快，
发展迅速，到了唐宋时期，几乎
称霸儿童玩具界。

在宋代的开封、洛阳、杭州
等地，最流行的时尚泥塑玩具是

“磨喝乐”（亦写作“摩罗”）。
“磨喝乐”来源于西域，原是

佛教之物，传到中原后演变成了
孩童玩偶。

高档“磨喝乐”跟现在的芭
比娃娃颇为近似，有配套服装穿
戴，可作不同搭配。孩子们见
了它很疯狂，买一个不行，得买
一套。

《醉翁谈录》里说：“京师是
日多博泥孩儿……大小甚不一，
价亦不廉。”这“耍货”可卖得不
便宜，孩子笑了，家长要哭了。

古人认为玩物丧志，起初，
玩具消费被视为“浮侈”行为，造
玩具亦非正业。

到了宋代，情况变了，河洛
地区出现了成熟的玩具市场。
据《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在北宋
东京汴梁，甚至有专门的玩具专
卖店、玩具一条街。

当时的家长们，常带孩子赶
集买玩具，平时买，逢年过节更
要买，由此催生了颇有中国特色
的“节令玩具”：春节的花炮、元
宵节的花灯、端午节的布老虎、中
秋节的“兔儿爷”（泥塑玩具）等。

明清时期，益智类玩具很受
欢迎，比如拼板玩具“重排九
宫”，灵感来源于河图洛书，属于
高智商玩具，比玩魔方还有趣。

还有一种环类玩具“九连
环”，“两环互相贯为一，得其关
捩（liè），解之为二，又合而为
一”，多为铜铁所制，玩起来挺有
意思。

过去人家孩子多，一个“耍
货”，老大耍过了老二耍，能带来
翻倍的欢乐。有时候，不要钱的

“耍货”，也能让孩子们玩上大
半天。

平时要买，过节更要买3

有了“磨喝乐”，孩子乐呵呵2

过节想要啥“耍货”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半生脚不踏晋土，有翼还须飞上天。
好遣竹林诸放达，谈庄说老寝车前。”这是
宋代陈普的一首咏史诗，歌颂的是曹魏忠
臣范粲。

范粲，陈留外黄（今商丘民权）人，《晋
书》里称其“高亮贞正，有丹风”。

范粲博学多才，远近闻名，许多人跑来
向他请教。他先后做过治中、别驾、尚书
郎等。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去
世，太子曹芳即位，范粲时任武威太守。在
武威，范粲“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深受
百姓爱戴。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曹芳被大将
军司马师以“荒淫无度，亵近娼优，不可承
天下”为由废为齐王，迁居金镛城(今孟津平
乐翟泉东北角)。

曹芳出洛阳城时，时任太宰中郎的范
粲，一身素服赶去送行，其哀伤之情感动了
现场的每一个人。

送走曹芳后，范粲以生病为由，不再出
门，还佯装疯癫，不再说话。司马师每次在
朝中召开会议，他都不参加。因为他声望
高，虽然司马师很生气，也无可奈何。

为了表示自己忠于曹魏，范粲吃住都
在车上，脚不沾地，直至去世。家人每当有
大事需要向他咨询时，他如果表示同意，脸
色就不会改变；如果不同意，他就会坐卧不
宁，他的妻儿就是这样知道他的想法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范粲的三个儿子也
都抛弃了学业，断绝一切世事，在家专心服
侍范粲，“足不出邑里”。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时任太子中庶
子的孙和推荐范粲，称其行为高尚，人才不
可多得，可以让他出来做官，利国利民。

司马炎下诏要求郡县给予范粲医药，
加赐二千石俸禄养病，又赐了一百匹绢帛，
但其长子范乔以父患病为由婉言拒绝。

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范粲去
世，享年84岁。从送别曹芳到去世，范粲
30多年没说过话，没下过车。

俗世奇人

范粲：
30多年不说话

□记者 陈旭照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

们就说说儿童的事。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

界定，“儿童”是指年纪小于
少年的未成年人。

现在，有些大人非要自
称儿童，过儿童节，像没长大
的孩子。你真给他们玩具，
他们未必喜欢：幼稚！为啥
不直接给钱？

小孩儿没这么复杂。小
孩儿的世界里没有太多实用
主义和功利主义。从古至
今，孩童似乎只关心两件事：
耍和吃。

这两件事搞定了，天天
都是儿童节，天天都快乐。

老洛阳人，管孩子的玩
具叫“耍货”，管孩子的零食
叫“贴食”。

“贴食”以后再讲，今天
先说“耍货”。

“耍货”一词，明清时期便
已流行。在这之前，古人管玩
具叫玩物。

拨浪鼓是一种经典玩物：
一面装有手柄的小鼓，鼓两侧
缀有弹丸，转动手柄，便能甩
动弹丸击打鼓面，发出悦耳的
声响。

拨浪鼓有大有小。过去，
洛阳乡间有货郎挑着担子，摇
着大拨浪鼓，走街串巷，卖小
拨浪鼓及其他“耍货”、日用品。

一个拨浪鼓，花不了几个
钱，哄孩子很好使。

拨浪鼓的起源早得很，先
秦时期的鼗(táo)与其发声原
理近似，东汉的郑玄对此进行
研究，说鼗可以“持其柄摇之，
旁耳还击”。

拨浪鼓属于声响玩具。
声响玩具是中国出现较早的
玩具之一。

据学者研究，原始社会的
儿童就有会发出声响的“耍
货”——陶响球。

陶响球中间是空的，里面
装有弹子或石粒，摇动时沙沙
作响。现在的很多声响玩具，
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

大拨浪鼓
小拨浪鼓

新石器时代的陶响器 （摄于洛阳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