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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时 尚 文 化 读 本
30多场儿童剧暑假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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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方棋发源于何时何地，还

无法考证，但从其流行的区域及较

为完善的规则来看，历史少说也有

几百年。方棋最早盛行于西北地

区农村中，特别是在回族群众中广

为流行。至今流传的一首宁夏民

间“花儿”还唱道：“漫上首花儿下

盘方，解一解阿哥的心慌……”这

足以说明方棋的历史悠久。

在界首，更多的人叫它“插

大方”。

它虽规则简单，容易入门，却

又变化丰富，博大精深，实属易学

难精的优秀棋种。在界首的大街

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围着棋

盘，或蹲或站，或下或参，上至七十

岁的老叟，下至十一二岁的小童。

北到山东、河北，南到江苏，都有人

玩方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当地的爱好者们，在田埂地头

或墙角房檐下一蹲，用砖块在地下

画一个“棋盘”，捡来小石子、折几

根树枝作棋子，争夺激烈的对弈便

开赛了。不仅执子双方全神贯注，

旁观者也不时指点，这已经成为界

首民间娱乐活动中常见的一景。

正式的文字资料上也极少有

关于“界首方棋”来源、下法等方面

的考证和记载，但这种已流传多

年、盛行于各地的“方棋”却赢得了

无数人的“芳心”。据说，当时的娱

乐生活匮乏，打牌的人被当地称为

“二流子”，听起来极为不雅。于

是，与打牌完全不同的“插大方”，

开始在群众间流行开来。

交战双方轮流布子，布局完成

后，便轮流行棋对弈。在行棋中，

某方如果能走成 4 枚棋子彼此相

连的正方形，即“成方”,就可以“吃

掉”对方任何一个能破坏“成方”的

棋子，直到分出胜负。

其实，不同地区的方棋规则大

同小异，界首方棋虽然与其他地区

的方棋名称有所不同，但很多规

则、棋路、下法都与其他地区的方

棋有互通的地方，与之相比，界首

方棋规则更加多变，游戏性也更强

一点。

曾深受群众喜爱的界首方棋，

现在只有部分中老年人时常对弈

方棋。而且界首方棋现有著作和

文字资料极少，其原生态的更多内

容难以得到传承和发展。所以，土

生土长于界首的曹银州，将方棋的

下法、规则整理成约 5 万字的《方

棋入门》，将之命名为界首方棋。

2012 年，界首方棋被列入界首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棋：
石子和树枝也能激烈地对弈
发祥地：界首

记得否？爸爸妈妈手把手
教的游戏歌谣和游戏活动，是我
们儿时欢乐的主要元素。记得
否？与伙伴们一起成长的日子
里，大家无拘无束地在游戏嬉闹
中协作、竞争，是那么有趣和快
乐。记得否？不论是放风筝、骑
竹马、荡秋千、捉迷藏、斗蟋蟀，
还是跳房子、老鹰捉小鸡、拔河、
赛龙舟、摔跤等，几乎每个孩子
都会津津有味地说出许多由祖
辈口传下来的游戏方式。

而这些传统游戏都是产生
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深受民间
百姓的喜爱，成为人们美好生
活的源泉，并伴随着一代代人
的成长，沉淀成温暖而深刻的
记忆。

可现在，一幢幢高楼拔地
而起，让民间游戏失去了游玩
的场所；“鸡犬相闻”的邻里没
有了，让民间游戏失去了广大
的参与者；没有儿童的嬉戏打
闹，民间游戏便失去了原有的
乐趣和童趣。与此同时，语言
文字类民间游戏，因语言游戏
的“普通化”，其方言性和多元
化的地域特质也在不断消亡。
而我们，还记得住乡愁和童年
的美好吗？

网络游戏的出现，改变了
传统民间游戏人与人之间面对
面的游戏方式，演变成了超越
熟人社会，在虚幻空间开展的
游戏行为。网络游戏的出现可
以说是一场游戏的革命，它不
仅压缩了游戏的活动空间，改
变了游戏的活动方式，而且出
现了许多崭新的游戏内容，以
至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
生活行为。再问问我们的孩
子，最爱的游戏是什么？回答
必然是手机和IPAD。

原本贴近自然、融入自然
的游戏场所，逐渐被虚拟的电
子空间所替代。地方的民间游
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所以在“六一”儿童节前夕，我
们想说一说安徽地方的民间游
戏，当然，这些游戏都在各地甚
至于省级非遗榜上有名哦!

□张亚琴

《安徽民间游戏》

17 世纪中期，明朝末年，淮南

渔民“蔡家网船”的祖先长期用渔

网捕鱼，休闲时为消磨时光，突发

灵感，以渔网当棋盘，贝壳当棋子，

利用淮河上的捕鱼规则发明了“渔

网棋”，经过多年来的完善、推广、

演变，又因古淮南又称古六州，所

以后来就叫成了六洲棋。

到了清末，有个渔夫叫蔡前

初，看到六洲棋的好玩，就想在更

广的范围内普及。于是，他上起镇

阳关，下至临淮关，以棋会友，走一

路，拜一路，会一路，曾经七七四十

九拜，与当地有威望的绅士拜把

子，为的就是把六洲棋作为淮河两

岸的文化传播并融合。六洲棋的

游戏方式非常通俗好玩，很快风靡

了大江南北。

六洲棋棋盘是由横竖六条 30

厘米（左右）长的线段组成，两条线

段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且平行

的；横竖交叉线段两端不出边线，

组成一个大正方形，正方形中间是

25 个小正方形，两线的焦点称之

为棋位。对弈的双方要在棋盘上

各占 18 个棋位，棋位的含义也就

是淮河上捕鱼的要地。当时还有

一种传说，你到新的一处开辟领地

捕鱼，必须要“摆码子”——即以六

洲棋会当地的要人。一般的棋技

是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你要想立得

住，就要提高技艺，所以，当时的六

洲棋普及很快。

交战双方各执黑或白棋子，轮

流将自己的棋子下落于交叉点上，

每次落一子，如果本色棋子有三粒

及以上或左右看或上下看或斜着

看等，只要有一种情况能形成不间

隔的直线，或者最小的方框的四个

点都是同色棋子，就算得分了。每

得一分，就可以将对方尚不是“成

子”的那些棋子中的任何一个棋子

暂时让它失去功能。当全部 36 个

交叉点均被棋子占满后，再将那些

失去功能的棋子拿开，让原来的点

空出来。以后，交战双方轮流着每

次将自己的棋子移动一个交叉点

到空出来的交叉点上，当移动后能

形成“成子”，就可以得分了，以此

类推地继续下去，直到棋盘中只存

在一方的棋子，就是胜方的。

(下转A02版)

六洲棋：
利用淮河上
捕鱼规则的发明
发祥地：淮南

六洲棋棋盘是由横竖六条
30厘米长的线段组成

方棋最早盛行于西北地区农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