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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是促进沟通的工具

这次我从我当馆长的东京玩具美术馆带

来了很多玩具，希望一边给大家看这些世界

各国的玩具，一边和大家进行交流。
这是德国的凯乐（KELLER）公司生产

的玩具，该公司是享誉世界的木制玩具生产

商。凯乐公司还生产很多其他产品，但下图

中这个最小且非常简洁的玩具堪称该公司的

代表作。─照片❶

公司的总经理谈到制作目的时说∶“制

作这个木制玩具车的初衷是让孩子把母亲的

后背当做道路来玩耍。”为了让人的身体即

便变成道路也会感到很舒服，玩具设计师在

设计过程中花了很多心思。
设计公司重视的是玩时家长和孩子的身

体接触。说实话，身体舒不舒服并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游戏方式一

定可以激发出父母和孩子间更多的对话。在

这样的游戏中，无法想像母亲在15分钟内可

以一言不发。把父母的脊背当作道路玩小车

的孩子也不可能只是默默玩耍而不说一句

话。不论怎么玩，父母和孩子之间肯定会产

生交流，所以这个玩具就进化成了 “交流玩

具”。
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上述观点。

各位都知道七巧板吧。
在日本，人们习惯于一个人玩七巧板，

可能他们更愿意享受单独完成拼板时的那种

兴奋和喜悦。所以在日本玩七巧板时不会产

生对话。
可是我去美国时却听说七巧板是家庭游

戏，全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玩七巧板，并且自

然而然地一边玩一边聊天交谈，七巧板成了

产生对话的催化剂。
总之，同样的玩具由于玩法不同，既可

能完全无法激起双方会话的兴趣，也可能令

双方热烈交谈。在我看来会话、沟通十分重

要，我将玩具视为丰富沟通的工具。

 玩具与手指运动、手部运动
和大脑的发达

这是俄罗斯的玩具。我最早在莫斯科看

到这个玩具时，孩子们排起了长队等着玩，
玩法就是看谁卷得最快。─照片❷

我曾在世界各国看到过很多玩具，但还

是第一次看到会在短时间内让双手如此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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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玩具。在俄罗斯这个寒冷的国度，促进室

内运动的玩具非常发达。也许在中国的北方

和南方玩具的种类和玩法也完全不同吧。每

个国家的气候和风俗习惯都会对玩具产生重

要的影响。在莫斯科看到这个玩具时，孩子

们真的完全被迷住了，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挑

战。
看来，４岁的孩子赢不了５岁的孩子，

５岁的孩子也赢不了６岁的孩子。幼儿阶段

的１岁之差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教师通

过玩具仔细观察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过程也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孩子们手指和手部的动作通过各种游戏

变得越来越灵活和熟练，这一过程也十分关

键。令手指和手部活动愈加灵活的并不是严

格的管教，而是各种游戏。
但是最近，让孩子们的手闲不住、让它

们更加灵活的玩具渐渐地从孩子们身边消失

了。现在，对日本孩子来说，活动手指最多

的玩具就是那些需要不断按按钮的玩具。中

国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两手只需按按

按钮、眼睛却要长时间盯着屏幕的玩具越来

越多。
孩子们双手的功能卓越，是任何高科技

机器均无法比拟的最出色的工具。但是现在

我感到很多人都在荒废自己宝贵的双手。
比如说，最近索尼公司和本田公司都在

积极制作机器人。但是我只看到过会走路、
会跳舞的机器人，还从未见过会转陀螺、会

挑绷子（翻花鼓）、会折纸的机器人。当然，
现在地球上也还未出现掌握了各位十分擅长

的、中国引以为豪的传统手工艺——剪纸的

机器人。
但是大家身边的４岁、５岁、６岁的孩

子却已经会剪纸、折纸和挑绷子（翻花鼓）了。
所以说孩子们的双手才是出色的“高科

技”机器，可是现在的孩子们放着自己的高

科技机器不用，却热衷于使用眼前现成的高

科技机器。
回想我小的时候，转陀螺的游戏非常流

行。 
〈多田老师现场表演转陀螺，精彩的表

演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我小时候从未因会用手掌转陀螺而赢得

过掌声，因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人都会

玩。也就是说，我小的时候需要巧妙地使用

手指玩的游戏数不胜数，在座各位小时候肯

定也有很多这样的游戏。
但是，那些巧妙的手指运动和手的运动

离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远了。我甚至觉得现

在的孩子们手掌缺乏营养，真的非常可惜。

 玩具是沟通孩子和老人的桥
梁

最后谈一下我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课

题，即孩子和老人的综合照顾。日本和中

国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吸收和发挥

老人们的智慧和宝贵经验将是我们莫大的损

失。很久以前我曾和一位美国学者进行过一

番深谈，那位学者指出：“失去一位老年人

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图书馆。”他还说：“老年

人这个图书馆对孩子们来说必须是一个开架

阅览室。”
按他的说法，中国大陆应该也有很多那

样的图书馆，那里珍藏着无数的智慧和经验，
知道很多过去的故事和过去的游戏。我们不

能让那些东西在老人们的记忆中继续沉睡，
应该把它们传给孩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在此过程中，我认为玩具作为维系孩子和老

人心灵的桥梁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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