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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棗陽流行在民間的傳統兒歌，有很強的少兒自歌

的娛樂性，也有老人與少兒之間互娛性，老人與

少兒之間互歌互戲，其樂融融。下面僅記幾段筆者所知的傳

統兒歌。

板凳娃歪歪，我是娘的好乖乖。刮個風，好涼快，下

個雨，我回來；媽！媽！快開門，娃子凍了個烏嘴唇。

烤烤腳，上羅坡，羅坡有個母雞窩，母雞窩裡八個蛋，

拿回家給奶奶看，奶奶喜得陀螺轉，陀螺陀螺陀螺轉。

推磨磨，晃捌捌，爺爺接個花奶奶，我吃麩，你吃麵，

俺倆打個陀螺轉，陀螺陀螺陀螺轉。

扯鋸，拉鋸，接舅母來看戲，舅母來，戲罷台，舅母走，

戲又有。

小，小，穿紅襖，紅襖亂，去要飯，一下要到吳家店，

吳家店裡拿個饃，一下要到程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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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盤，盤腳盤，腳盤頂，頂箥箕，箥箕曬的花糯米，

紮筐做酒，十年，八鬥，金鵓鴿，銀鵓鴿，拉料驢，促小磨。

（一個小孩子，兩隻腳掌相對坐下，用雙手拍擊腳部，邊拍

邊歌。）

花貓子掌 ，正月正，什麼子開花起籠燈？花貓子掌，

二月二，什麼子開花起苔兒，花貓子掌，三月三，什麼子開

花尖又尖？（兩個小孩子對坐，兩掌自拍一下，再互擊對方

手掌一下，邊拍邊歌。）

這苦，這甜，這殺豬，這過年，這裡小雀撈不完，撈

不完，撈不完。（老人哄小孩，邊唱邊做些比較隨意的動作，

比如前面的四個“這”時，可以隨便摸一下小孩子的耳朵或

身體其他部位，等到說“這裡小雀撈不完”時，就一定要用

手伸到小孩子的胳肢窩內撈，引起小孩笑個不停。）

月奶奶，黃巴巴，小乖乖，快睡吧，老貓子來了我打他。

（老人哄小孩入睡時唱的，邊唱邊拍小孩，或者加上“哦，

哦，娃睡瞌，”之類的，小孩子很快就會在拍打和喃喃的歌

唱中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