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史
2024年8月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 编辑：葛艳茹 美术编辑：卞锐

历 史 随 笔

蹴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4年7月15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
览会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首次宣布，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并确认
中国山东淄博临淄地区为世界足球的起源
地。2006年，蹴鞠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足球一词，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被称为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等，“蹴”是指用脚
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皮球，
是我国古代流传久远的一项竞技性娱乐活
动。元代画家钱选绘制的《临苏汉臣宋太祖蹴
鞠图》，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及其弟弟赵光义
和四位近臣一起蹴鞠竞技的精彩场景。

相传，蹴鞠由黄帝发明，用于训练部落中
的勇士。战国时期，蹴鞠深受城市下层人民的
喜爱，在齐国的都城临淄一带风靡一时。汉
代，蹴鞠被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列入兵家练
兵之法，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开展，而且在宫廷
贵族中颇为流行，甚至出现了研究专著《蹴鞠
二十五篇》。东汉李尤在《鞠城铭》中还记述了
当时的比赛情景：长方形的球场（称为鞠城）四
周围着方墙，双方各六人对阵抗衡，以踢进对
方“鞠室”次数的多少决定胜负。

隋唐以后，蹴鞠在器材、场地、规模等方面
都有了显著发展，比赛颠球次数的称“打鞠”，多
人参与拼抢的叫“跃鞠”，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
事的名为“白打”，许多妇女和儿童也热衷蹴鞠活
动。蹴鞠在宋代已发展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
“国民运动”，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平民百姓都以
蹴鞠为乐。都城东京（今开封）出现了专门制作
足球的手工作坊“蹴球茶坊”“角球店”，以及组织
比赛和推广宣传的专业团体“齐云社”。制球工
艺开始采用里缝法，球面由8片尖皮发展为12
片，分瓣缝制，不露线角，充气使用，光滑轻盈，与
现代足球非常接近。玩法则花样繁多，形成了
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等“十踢”法。
其中，散踢方式“白打”，除用足踢之外，头、肩、
背、胸、膝等部位皆可接球，以表演花样和技巧来
决定胜负。唐宋时期，蹴鞠还通过海上贸易和
文化交流，向东传至日本和朝鲜，向西传至欧
洲。清中叶以后，蹴鞠逐渐被欧洲传入的现代

足球所取代，开始走向衰落。
宋末元初画家钱选的《临苏汉臣宋太祖蹴

鞠图》（纵28.6厘米，横56.3厘米），真实地反映
了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其弟赵光义和
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等四位文武大臣蹴
鞠玩乐的情状。史料记载，赵匡胤是一位蹴鞠
高手，擅长“白打”，球技高超，可“使球终日不
坠”。画面右下方，宋太祖神情从容，一手背
后，一手张开，身体微向前倾，右脚脚尖翘起，
形似颠球，姿态优美，动作潇洒。对面的大臣
赵普身体紧绷，略显躬倾，正撩起衣角跃跃欲
试。赵光义等四人则站立一旁，头颈前伸，凝
视观看，关注着蹴鞠的瞬间起落。

整幅作品以工笔写实的白描手法，形神兼
备地描绘了宋代初期君臣六人在宫廷一角踢
球休闲的娱乐场面，人物形象生动细致、具体
入微，蹴鞠者竞技之动势、围观者凝神之静态，
相映成趣。画面设色淡雅，用笔工整细劲，线
条顿挫有致、古拙飘逸，而蹴鞠的外形、大小，
跟现代足球并无二致，令人叹为观止。

射箭
中国体育运动的鼻祖

弓箭是先民狩猎捕鱼的工具，也是古代两
军交战的武器。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曾出
土一件石镞（石质的箭头），迄今已28000年，说
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先人已经开始
使用弓箭。射箭除被应用于狩猎和军事外，还
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作用，是我国古代最
早的运动项目。清代王致诚（法国画家、传教
士）绘制的《乾隆射箭图》，描绘了清代乾隆皇
帝及其随从在避暑山庄弯弓射箭的精彩场景。

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礼记·正义》记载：
“射之所起，起自黄帝。”商代晚期，射箭与音
乐、舞蹈、礼仪、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名
为“射礼”的活动，强调以射御敌、以射选材、以
射交流、以射育人。周代承袭商代的制度，射
礼融入贵族的教育体系，“射”在“六艺”（礼、
乐、射、御、书、数）中位居第三，不仅具有竞技
功能，还兼有益智、育德、修身等教化目的，是
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西周礼制规定，射
箭是成年男子必备的技能之一，周天子会通过
射礼来选贤择士、封侯益士。

春秋战国时期，射箭的礼仪属性不断增

加，人们以此陶冶情操、锤炼意志。魏晋南北
朝时，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赛。《北史》记
载，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华林园中曾举办“戏
射”，百步之外，十九名“运动员”对着一个悬
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中矢者可获得酒杯，“奖
杯”之名即由此而来。唐代武则天执政后，为
选拔军事人才，朝廷专门设立了“武举制”，9
项测试科目中，射箭占了5项，包括长垛、马
射、步射、平射和筒射。宋代，出现了练武习射
的“弓箭社”，河北一带曾有弓箭手三万多人。
明清时期，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成为一项兼
具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清代的康熙和乾
隆皇帝都精于射箭，每年秋季都要在木兰围场
组织大规模的射猎活动，这也是皇帝检阅军队
的一种形式。

王致诚的《乾隆射箭图》(纸本油画，纵95厘
米，横213.7厘米)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形象
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试马埭“射
侯”（即射箭）的场景。画面上，秋色浓郁、层林尽
染，山石叠砌、溪水潺潺，文津阁的院墙外，乾隆
皇帝身穿红装，雄姿英发，目视前方，张弓欲射；
远处设置了高大的“侯”（即用兽皮或布做成的箭
靶），突出了乾隆皇帝“一箭定乾坤”的帝王风
范。整幅作品构图新奇，乾隆皇帝虽贵为一国
之君，但画家并未将他放在画面的正中间位置，
也没有一味地刻意突出皇帝的魁伟形象，而是
运用焦点透视和明暗塑造手法，着力再现了历
史的真实情景，给人如同欣赏一张泛黄的历史
老照片的真切感受。该画作完成后曾悬挂在避
暑山庄如意洲的双松书屋内。

1900年，射箭运动在第二届奥运会上被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1956年，我国也开始将射箭从表
演项目列为比赛项目。1959年，我国开始按照国
际规则举办射箭比赛，古代的传统射箭从此逐渐
淡出历史的舞台。

赛龙舟
源于民俗活动的体育赛事

龙舟是指画有龙形、雕刻龙纹或制作成龙的
形状的船只，源于先秦祭神（河神和水神）活动。划
龙舟，又称赛龙舟，一般是在狭长、细窄的船上，多
人划桨前行，以先到达终点者为获胜，与奥运会比
赛项目皮划艇相似。元代画家王振鹏绘制的《龙池
竞渡图》，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东京西北的宫廷后
苑金明池，观看龙舟竞渡的盛大场景。

划龙舟是我国传统节日上巳节、端午节的主
要习俗，后来演变为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水上娱
乐活动。相传战国时期，每年五月初五，楚人以
划龙舟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但实际上，早在屈
原之前，划龙舟就已在吴、越、楚等国出现。《事物
原始·端阳》记载：“竞渡之事，起于勾践，今龙船
是也。”南北朝时期，划龙舟颇为盛行，发展到唐
代，已成为一项隆重的赛事。为裁定名次，举办
方在水面的终点插上长竿，竿上缠绕鲜艳的锦
布，称为“锦标”“彩标”，以率先夺得锦标者为胜，
这也是“锦标赛”名称的由来。唐代画家李昭道
的《龙舟竞渡图》，描绘了当时宫廷赛龙舟欢度端
午的热闹场面。北宋徽宗时期，东京开封府顺天
门外金明池内，每逢三月初三上巳节，都要举行
赛龙舟活动，百姓竞相观看。画家张择端的《金

明池争标图》生动反映了皇帝与吏民观赏金明池
中龙舟争标的盛况。唐宋以后，赛龙舟已然成为
每年端午节的固定项目。彼时，龙舟竞发，鞭炮齐
鸣，鼓声喧天；河江两岸，百姓蜂拥，呼声如潮，赛
龙舟俨然成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

王振鹏在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绘制的《龙
池竞渡图》（绢本水墨，纵30.2厘米，横243.8厘
米），描绘了北宋崇宁年间农历三月初三，金明池
内外龙舟争标、万民争睹的壮观景象。卷首表现
了御座大龙舟在4艘龙头、虎头船的前后摇旗护
送下，昂然前行；卷中，水殿楼阁、平台拱桥相连，
水秋千等竞技表演次第展开；卷尾，宝津楼雄伟奢
华，巍然矗立，宽阔的水域上锦标飞扬，12艘龙虎
船上，桨手各执棹橹，奋勇争先，攀于船头的一位
健儿，舞旗挥引，激情洋溢……一时间，旗飞桨扬，
万人喝彩，构成了一幅宋代皇家水上运动的壮观
画面。

整幅作品构图开阔疏朗，线条细密繁复，墨线
工整细致。以宝津楼为主体的金明池建筑群依湖
而建，飞檐斗拱，鳞次栉比；20余艘大小船只精雕
细镂，美观华丽；楼船巨舰与扁舟小船构造精美，
比例精确；船上桨手人小如蚁，形象生动。旌旗猎
猎，桨橹奋动，急驰的舟船和众多人物的活动，为
龙舟竞渡增添了紧张激烈又欢乐祥和的气氛。

1984年，由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龙舟
大赛在香港举行，龙舟赛从此正式列为国际比赛
项目，实现了从传统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赛事的
成功转型。2021年8月，在国际奥委会支持下，中
国龙舟赛作为展示项目，进入东京奥运会的皮划
艇赛场。今年，龙舟赛再度以表演项目亮相巴黎
奥运会，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持续发力，凸显
出龙舟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

看精彩奥运 赏传世古画
周惠斌

■《乾隆射箭图》，（清）王致诚作，故宫博物院藏

■《临苏汉臣宋太祖蹴鞠图》，（元）钱选作，上海博物馆藏

■《龙池竞渡图》(局部)，（元）
王振鹏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头
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夏季，烈日
高温，人为酷热所苦，度夏之要事，唯
消暑降温莫属。在没有空调的古代，
古人消暑不比今人“高耗能”、24小时
开空调，而是多从大自然中寻觅清
凉，以享消夏之乐。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古

人消暑，花样繁多，但扇子是首选。
扇子最早何时开始使用，确切时间现
无据可考。但据江西靖安县李洲坳
东周古墓出土的短柄竹扇实物证据
表明，扇子于周时期已被使用。在古
代，扇子这种纳凉器具，不仅百姓喜
欢，文人墨客亦钟爱，写诗作画话风
雅，以扇会友叙真情，一扇在手，既消
暑，也添情趣。

除了扇子，冰也是古人的消暑神
器。曹植在《大暑赋》中写道：“积素
冰于幽馆，气飞结而为霜。”古人用冰
降温，堪称一绝。《周礼》记载，“凌人
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
凌。”《礼记·月令》亦说：“（季冬十二
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古人
把冬天的冰存储下来，留到酷暑难耐
的盛夏使用，不可谓不智慧。古人用
冰消暑，早在周朝时期就已开始，当
时朝廷还设专门的“冰政”机构，安排
“凌人”掌管“冰权”。周之后，各朝也
都设“冰政”。后至唐代，“冰商”出
现，冬天藏冰夏天卖。以冰消暑，开
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唐末五代王定
保编撰的《唐摭言·自负》中就有“昔
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
买之”的文字记载。

在唐代，住凉屋也是消暑度夏的一
种有效方式。唐代诗人张仲素在《杂曲
歌辞·宫中乐》一诗咏道：“江果瑶池实，

金盘露井冰。甘泉将避暑，台殿晓光
凝……”说的就是达官贵人们利用“凉
屋”消暑。“凉屋”傍水而建，运行原理
如水车，依靠水循环推动扇轮摇转将
水中凉气送入屋内，达到消暑目的。
其时，民间百姓也受“凉屋”启发，建造
“凉棚”避暑。明代高濂的《四时幽赏
录》描绘百姓以“凉棚”消暑：“长安人
每至暑月，以锦结为凉棚，设坐具为避
暑会。”也有人修建“清凉殿”、挖“地下
室”、开凿深井等纳凉避暑。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

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
是风。”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夏夜追

凉》的诗句。古人也常“夏日追凉”，与
山水为伴，享受大自然的舒畅和乐
趣。诗仙李白于《夏日山中》写道：“懒
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
露顶洒松风。”他为享受大自然的清
凉，连扇子都懒得摇，直接四仰八叉地
躺在石头上纳凉。刘禹锡和苏轼，则
喜亲水避暑。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
避暑》中说：“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
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
莹更通风。”苏东坡在《夜泛西湖五绝》
中也留下“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
风露香”的诗句。此外，据南宋吴自牧
《梦粱录》卷四“六月”条记载，时临安
（今杭州）人，有六月初六到西湖边集
体纳凉的风俗：“是日湖中画舫，俱舣
堤边，纳凉避暑。”明代画家仇英在其
《竹梧消夏图》里，也生动描绘了古人
于竹林、梧桐树下乘凉之景。

古人消暑，除了寻觅清凉，还特别
注重睡眠和饮食。去“夜热”，保睡眠，
古人睡凉席、枕瓷枕。隋炀帝杨广爱
睡凉席，作诗《夏日临江》：“夏簟荫脩
竹，高崖坐长枫。”簟，即用竹或芦苇等
编织的席子。古人枕瓷枕，也有诗证：
“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至于饮
食，古人则讲究把“暑气”吃进胃里。
《楚辞》中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就
展示了冰镇酒水之魅力。两宋时，市
井出现冷饮铺子，冰镇酸梅汤、乳糖真
雪、雪泡豆儿水等随处有卖。据《西湖
老人繁胜录》记载，此时冷饮品种多达
20余种。诗人杨万里就写过宋人吃
冷饮的诗：“帝都六月日卓午，市人如
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
吃心眼开。”宋之后，民间流行喝莲子
汤，吃“消夏面”。《清嘉录》有载：“面肆
添卖半汤大面，日未午，已散市，早晚
卖者，则有臊子面。以猪肉切成小方
块为浇头，又谓之卤子肉面。”以面配
热汤汁，既消暑，又有益健康。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

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古人消暑，主打
一个“低碳环保”，其聪慧与豁达，着实
令我们今人佩服。

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汗国经常侵

扰北魏的边境，抢掠人口和财物，太武

帝想北伐以消除这个隐患。没想到这

个动议刚向大臣们提出，就遭到了自

己非常宠信的权臣刘洁的反对。刘洁

说，“柔然没有固定的住所，东迁西移，

没有常性，上次出兵征伐，劳而无功。

不如推广农耕，积蓄粮食，等待他们送

上门来。”

刘洁的说法很不合太武帝的心

意，他没吱声，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别的

大臣，希望大家都说说，最终能把思想

都统一到北伐上来。可刘洁发了言，

就像给琴定好了调，诸大臣发表意见

虽然踊跃，奏的却都是一个音：打柔然

难以成功。

太武帝对这种众口一词很不满

意，就询问一直没有开口的司徒崔浩

的意见。崔浩回答道：“柔然虽然居无

定所，但我们兵出突然，他们必定毫无

准备，所以战争一定能够取胜。”太武

帝深以为然，同意了崔浩的意见，并且

当即发布了北伐的命令。

刘洁的建议被否，就如同一记响

亮的耳光当众打在了他的脸上，一种

强烈的羞辱感让他抬不起头来。在北

魏，刘洁的话虽不能说是一言九鼎，但

也绝对好使，道理很简单，他的地位在

那儿摆着呢。

刘洁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

人，力大无比，足智多谋，年轻时就从

军征战，屡立战功。一次，他与剽悍的

夏国赫连勃勃的骑兵部队遭遇，刘洁

奋勇战斗，坐骑中箭而亡，他就攀山越

岭，徒步杀敌，战刀都砍弯了，箭囊里

的箭也射空了，最终被俘虏，押送到赫

连勃勃的大营。面对敌人的刀丛剑

林，刘洁毫不畏惧，与赫连勃勃对话直

呼其字，自始至终神态自若。一向勇

猛的赫连勃勃对刘洁产生了惺惺相惜

之感，因佩服其壮勇而无条件将其释

放。刘洁后来历尽艰辛回到北魏，受

命与古弼等人辅佐太子，执掌起朝政

大权。太武帝继位后，刘洁发挥他敢

于直言、处事果断的性格特点，每次商

议军务国事，都切中要害，深得皇上的

信任，被破格提拔为尚书令。

位高权重，刘洁变得有点儿找不着

北了。他的果断变成了专断，胆大变成

了妄为，凡是对他阿谀奉承、表示依附

的人，都得到升迁，而胆敢违背他的心

意，对他言语不恭的人，都被找碴儿罢

免。大臣们见到他都唯唯诺诺，不敢与

他对视。将领们外出征战凯旋，抢到金

银财宝的，都要分一份给他，否则功劳

就可能变成徒劳，甚至是罪过。

刘洁对自己的话非常看重，现在

关于朝政重大问题的意见被否，他不

仅觉得当时的面子上过不去，更认为

自己日后的威信要打折扣，担心如此

下去，大家会拿自己不当回事。在经

历一番思想斗争后，刘洁想出了一个

挽救的办法，那就是必须想方设法让

此次北伐失败，以证明自己的智慧高

人一筹。

太武帝率一部人马亲自出征后，

刘洁利用负责发布诏令的权力，假传

圣旨，偷偷变更了各路大军会师的时

间和地点。太武帝的部队孤军深入，

遭遇柔然军队，果然如崔浩所预料的，

毫无防范的柔然人吓得四处逃散。太

子拓跋晃打算追击，被暗藏心机的刘

洁苦苦劝止。太武帝在鹿浑谷等候了

六天之久，各路人马无一到达，柔然部

众得以远逃，太武帝追击不及，只得撤

军。在班师途中穿越沙漠时，粮食吃

完，有很多士卒饿死。刘洁借机又暗

中派人煽风点火，军心大为骚动。他

假意关心，力劝太武帝抛下大军，先轻

装回师，太武帝不同意，亲自带领大军

脱离了险境。

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功而

返，回到首都后，刘洁当夜便起草了一份

奏章，将失败的根源归罪于司徒崔浩。

好在太武帝不是个糊涂人，批复说：“各

路将领不能按期会师，遇上贼寇又不攻

击，罪在各路将领，与崔浩何干？”崔浩也

不甘心被人当作替罪羔羊，通过秘密调

查，掌握了刘洁假传圣旨的证据，向太武

帝进行了检举揭发。太武帝勃然大怒，

下令将刘洁逮捕。

之后，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刘洁非

常迷信，太武帝出征前，他让善于谶纬之

术的右丞相张嵩用图谶来推求未来，提问

说：“北魏之后，刘姓应该称王，不知有没

有我的姓名？”张嵩说：“有姓无名。”他还

曾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如果这次出征

劳而无功，皇上不能回来，我就拥立乐平

王拓跋丕。”这可不是简单的错误了，傲慢

不可一世的刘洁以叛逆罪被夷灭三族。

人这一生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但

错误本身往往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

不能正视错误，甚至想方设法来掩饰错

误。那种费尽心机地掩饰、唯恐暴露的

心理会使人的心态失衡，严重影响到正

常的理性思维与判断，从而在错误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滑落万劫不复的深

渊。刘洁的悲剧告诉我们，掩饰不如认

错，解释不如负责。如果违背事情的本

质，去加以掩饰，无论如何解释，都不如

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

掩饰不如认错
解释不如负责

清风慕竹

古人如何消暑
颜克存

《竹梧消夏图》，（明）
仇英作，武汉博物馆藏

全球瞩目的第33届夏季奥运会正在法国巴黎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体育健儿赛场

驰骋，不断向奖牌榜发起冲击。奥运会常设比赛中，有多项运动源自中国，如现代足球即

起源于中国的蹴鞠，这已广为人知。同样，射箭等项目，也是由中国古代相关的竞技、娱

乐活动演变而来。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运动题材的创作，这个夏天，让我

们一起观看精彩奥运，赏鉴传世古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