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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七巧板时，我颇有些不
屑，故而一推再推。七巧板？不就是那简单的7个几何块块嘛，我年少时也曾经
玩过，这玩意儿也登堂入室成“非遗”项目了？

见到七巧板资深玩家杨新发的时候，我心里也一直在犯嘀咕：不知道简单的
七巧板是不是能有足够的内容以充实版面。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为自己的武断感
到后悔，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也为中国古人的智慧暗暗叫绝！据说，故宫博物院就保存有
明末清初皇宫中用来庆贺节日和娱乐的七巧板图案。

采访中，杨新发说，七巧板的神奇就在于“7”。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和“7”有着密切的联系，每
项和“7”有关的事物都让人觉得神奇：人有“七窍”、太阳光由七种颜色组成、每周有七天、北斗有
七星……如果说这些还不算神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张纸，将它连续对折，我们会惊奇
地发现无论纸有多大多薄，任何一张纸能够对折的次数最大限度为7次！

如果不相信，可以试一试，顺便也利用你身边的包装材料或板材的边角料，自己动手制作
七巧板玩具，娱乐消遣，发展智力，这不是很符合当下的乐活生活方式吗？ 记者 苏瑜

故宫博物院保存有明末清初皇宫中用来
庆贺节日和娱乐的七巧板图案
2008年七巧板被列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方魔板 巧在七中
痴迷与创造
七巧板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上世纪 80 年代，郑州铁路第二中学有个
14 岁的少年，十分热衷在课后参加学校美术
兴趣小组的活动。活动间隙，他经常跑到画
室隔壁的阅览室看书。有一天，翻看一本杂
志时，他被几个简洁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那
几个用简单的几何图形拼对出来的人物形象
棱角分明，拙中见巧，生动传神。自己画素
描，画速写，费了很多功夫也没有画出这么生
动的形象！简简单单几块几何图形竟然能拼
出来，真是奇妙有趣。从此，少年便沉浸在七
巧图的变化中自得其乐。

这个少年就是杨新发。其实，和大多数孩
子一样，杨新发小的时候也接触过七巧板。只是
带他玩的奶奶并没有把七巧板的奇妙展示给
他。于是，七巧板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工具。

近年来，杨新发创作了大量关于体育、舞
蹈、动物、植物、车辆、建筑、文字、日常用品等
题材的七巧板图形。创作中，他竭力发掘和
发挥七巧板独立而强大的造型能力，始终坚
持用一副完整的七巧板拼对一个完整的形
象，而不是用一副七巧板中的几块组成一个
图形，也不用多副七巧板拼对一个图形，借此
保持七巧板的纯粹性，充分发掘和展示七巧
板在造型方面的巨大潜力。

杨新发认为，七巧板的造型能力同铅笔、
毛笔等工具是相当的，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全
新的独立的造型工具运用在设计、绘画当
中。七巧板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有它自身独
特的语言、风格和欣赏价值。他利用七巧板
创作了一系列表现上世纪70年代童年生活和
游戏的油画作品、雕塑小品、动画短片。

杨新发发现，七巧板这一古老玩具的制作
方法和游戏规则契合了上世纪初产生并不断
发展的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平面构成”。利用七
巧板创作的美术作品有着鲜明的构成主义机
械美感，散发出浓郁的现代艺术气息。

2008 年，杨新发申报七巧板为当地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

七巧板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得到多数学者
和玩家认可的说法是，七巧图源自宋代的家具

“燕几”和明代的“蝶几”。《中国大百科全书》对
七巧板的来历也是这种说法，同时还说：“清初
始有七巧板。嘉庆（1796～1820）养拙居士著
《七巧图》刊行，使之流传。”

燕几是形状单一的 6个长方形小几，拼合
的图形很有限，留给后人改进的空间。蝶几，
又名十三只，它可以拼合出很丰富的图形。燕
几和蝶几都能根据吃饭人数或其他需要拼合
出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的桌子。人们推测，大
大小小的桌子搬动拼合比较麻烦，于是就将桌
面做成小样，拼摆组合出许多图形，不但作为
拼合桌子的参考，也成了一种游戏。

将一块正方形的板材按照固定方法分割
成七块，即可获得一副七巧板玩具，并在不同

的玩法中享受乐趣。
七巧板有两种传统玩法：一是拼图，用一副

七巧板的七叶拼板拼出人物、动物、植物、器具、
建筑等图形，七叶拼板都要用到，彼此相连但不
能重叠。二是猜谜，出题者给出七巧板图形的轮
廓图或剪影图作为谜题，猜谜者解答出谜题是怎
样用一副七巧板的七叶拼板拼成的。

七巧板制作简便，规则简单，人不分南北、
男女、老幼、贫富，都能很容易参与其中，因此传
播范围广泛。有人考证，七巧板最早是通过中国
南方海上的商船传播到欧洲的；也有人说它是随
着商业活动先传入韩、日，又传到欧美。如今，世
界各地都有七巧板玩具。在国外，有人建立了七
巧板专题网站；包含七巧板内容的网站则更多。
西方有关七巧板的故事、轶事也很多，传说拿破
仑被流放孤岛后就以七巧板排忧解闷。

由于受到现代塑料玩具、毛茸玩具等各式
玩具和电子游戏、网络游戏的冲击，七巧板处
于边缘化的地位。玩具市场上规范的七巧板
产品不多见。现有的产品文化含量低，缺乏必
要的基本的说明和知识，质量参差不齐，价格
从两三元到五六十元不等。很多经营者、制作
者也不知道其传统玩法，更谈不上创新。

最典型的例子是奥运会特许商品七巧板，
不仅没有经典的传统玩法，几十个字的概述中
也有错误。中央电视台少儿栏目“七巧板”中，
已经有很多年看不到有关七巧板的内容。

杨新发认为，现代社会较七巧板产生和流
行的时代确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要使七巧板成
为当今人们普遍喜爱的游戏，就必须在积极发
展中推广七巧板，要和电脑、互联网、新材料、
新时尚紧密结合，发挥传统价值，发掘新的价
值，赋予新的意义，迎合当代人的思想观念、时
尚趣味和生活方式，七巧板产品的产销要在开
发新品、运用现代营销手段上下功夫。

杨新发认为，发掘和表现七巧板图形的美
感，把七巧板图形应用在众多领域，是普及七
巧板游戏的有效途径。如运用足球运动员形
象的七巧板图形，为广大球迷提供以足球为主
题的七巧板玩具、七巧板网络游戏、七巧板动
画片、七巧板 T 恤衫、手提袋、钱包、日历等日
常用品。对于应用了七巧板图形的产品，不仅
增加卖点，而且为利用七巧板游戏开展营销和
品牌宣传等活动提供了便利。

最后，杨新发给我看了一部动画片，这是
他从魔术世家傅起凤那里复制来的。这部多
年前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完全由七巧板
造型而成的动画片把《守株待兔》的故事展现
得惟妙惟肖。“能够应用七巧板图形的领域还
有很多，如装潢设计、环境艺术、动漫游戏、旅
游、出版、广告等。”杨新发对七巧板的前景十
分乐观，他希望有商界人士慧眼识珠，成为相
中七巧板这匹骏马的伯乐，把我们中国这一神
奇的魔板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历史与传播

现状与未来

七巧板有两种传统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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