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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少有的延续性。在世界上诸多古老文化中，如古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
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出现大断层。中华文化虽然也几
经跌宕，却始终不断，并且代有发展。这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切相关。这些基本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珍
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百挠的发展历
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特编写了这套
《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

本套书集纳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以丰富的知识和史料，
娓娓讲述各类事物精彩的历史文化，内容涵盖中国陶器、青铜
器、剪纸、玉石、漆器、纺织等方方面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
切逼真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独特而百态纷呈的生活景观。蕴涵
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永
恒价值与魅力。

我们努力使这套百科精萃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经
典读物，经过潜心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又承蒙有关人士的指
导及各位挚友们的名示，得以编写而成的。是一套集学术性、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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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朋友从拥有《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开始，中国历史文化
宝库的大门由此而开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你我得
以在此流连忘返，受用无穷。

因本人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朋
友们批评指正，以便改进，谢谢合作！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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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筝的起源

第一节 风筝的诸种起源说

风筝起源于何时，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宋代以
来，不断有感兴趣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得出过数种结论。
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被视为定论。至今，依然有不少人
对此进行着研究。

近些年来，一些介绍风筝的著作、文章，多认为风筝是由
春秋战国时代的“木鸢”演变而来的。坚持此说者所依据的
资料是先秦古籍中关于公输子、墨子制“木鸢”的记载。《墨
子·鲁问》篇载: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
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 子之为鹊也，不
如匠之为辖，须臾列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
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人谓之拙。”《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
能使木鸢飞。墨子曰: 吾不如车轻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
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

由于风筝曾有别名“纸鸢”，“纸鸢”极有可能是不同材料
制作的同一物，用纸代木为纸鸢，故推理“木鸢”是“纸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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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进而认定风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距今已有 2400 年
左右的历史。

这种说法虽依据文献，但推敲一下，便可提出几个疑点
来。首先，“木鸢”是何物? 由于历史资料和实物的缺乏，使
我们暂时无法判定。唐代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引《朝野佥
载》云: “鲁般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
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
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之吴
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
人杀其父，子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
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曰吴
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
以窥宋城。”从这段记载来看，“木鸢”有可能是一种模仿鸟类
飞行的飞行器，与我们所说的风筝不同。《太平御览》载: “文
士传曰: ‘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槅，腹中施机，能飞数里’。”

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墨子是哲学家，科学家，公输子是工程技术
家。由此可推测当时研制模仿鸟类飞行器的可能性是很大
的，但若要说曾造出一种靠机关便能飞行的木鸢实物来，却不
太能够让人相信。因为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春秋
时代要造出任何一种飞行器，都是不太可能的。其实，汉代的
王充在《论衡·儒僧》篇中亦作过分析: “儒书称鲁般，墨子之
巧，刻木为鸢，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

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在《论衡》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例
子，都是驳斥古代记载中的不确切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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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认为:风筝起源于秦汉，大约有 2100 年的历
史，其依据是宋·高承著《事物纪原》。该书“卷八岁进风俗
部第四十二·纸鸢”条云: “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
所作。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
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也，盖昔传如此，理或然矣。”此
内容不见于《史记》、《汉书》或汉代的其他著述，显然是一则
古代传说。

在清代人的笔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韩信率军十万围
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风筝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

甚幸悲怨，楚军弟子八迈出皆散去。”

在江浙沿海，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张良是第一个制
风筝的人。他骑在风筝上，腾到天空中，看见下面有两个女
子，……就唱起调情的歌来。等到张良知道是他自家的女儿
在下面时，他便从九霄云里掉下来，摔死了。那条系风筝用的
线———一条铁索至今还在南通( 见朱自清《中国歌谣》，中华
书局香港分局 1976 版，第 24 页) 。类似的传说在其他地区也
有流传。张良也是汉时人，与韩信同为刘邦所器重，封为
留侯。

以上三则传说，虽流传的时代不同，故事情节不一，主人
公也不是同一个人，但所说的均是汉代人使用风筝的故事。

这对我们讨论风筝起源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若以此为
据，做出结论也是不妥当的。

近些年来，一些民俗学的研究者提出风筝起源于封建迷
信活动的新观点，认为“放风筝本是一项宗教活动。古人在
风筝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放上天后，剪断牵绳，以期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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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灾祛难”( 见 1982 年 12 月 10 日《新民晚报》“放风筝、划
龙船、吃红蛋是为了啥”) 。采纳此说的文章不少。因不见于
文献记载，终使我们无法判定其产生的年代。况且，要利用风
筝进行迷信活动，总要先有风筝。民间利用风筝消灾祛难的
习俗，也得在风筝普及后才能进行。因而时间不会太早。

另外，明清时期在官方修纂的正史中，还曾流行过两种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 风筝起源于南北朝。所引资料为《南史
·侯景传》载: “贼之始至，城中才得固守，平荡之事，期望援
军。既而中外断绝，有羊车儿献计，作纸鸦，系以长绳，藏敕于
中。简文出太极殿前，因西北风而放，冀得出达。群贼骇之，

谓是压胜之术，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唐代的《独异志》、
《马总通历》、《芝田录》中和宋代的《资治通鉴》均有记载，虽
然在不同的史料中，文字略有出入，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清楚
的，都是羊车儿献计，都是使用的纸扎的风筝。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风筝始于五代。明人郎瑛在他的
《七修类稿》中，认为“纸鸢本五代汉隐帝与李业( 邺) 所造，为
宫中之戏者，见《李业 ( 邺) 传》”。在同书的卷二十二《辩证
类》中，郎瑛对高承《事物纪原·纸鸢》条和梁武帝纸鸢载诏
求援事做了辩驳: “以韩信为陈豨造，放以量未央宫之远近;

又曰侯景攻梁台城，内外断绝，羊侃令小儿放纸鸢，藏诏于中
以达援军。二说俱不见史，且天理焉———线之高下，岂可计地
之远近? 羊侃又何必令小儿放之，放之而纸鸢之坠，又何必在
于援军之地耶? 其为李业( 邺) 所造无疑。”这样的辩驳似乎
也有欠思考处，而结论又过于肯定了些。
《新五代史·卷三十·汉臣传第十八·李业 ( 邺) 》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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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术……，而 ( 隐) 帝与
( 李) 业( 邺) 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瘦语相消
戏，放纸鸢于宫中。太后数以灾异戒，帝不听。”说明自唐代
以来，民间的风筝娱乐已传到宫廷中。

上述两种观点虽以史料为依据，但因将风筝的起源年代
定得较晚，故不大为今人所重视。

这几种说法中，假如“木鸢说”中木鸢不是风筝一类的事
物，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当以“风筝起源于汉代说”为最早。
然而，任何一件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才
能成熟起来。尤其是在古代，这样的过程相对来说要长一些。
如果说汉代确有风筝，并且已能供实际应用，那么风筝的产生
应当早于汉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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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风筝起源的进一步探讨

关于风筝起源的研究，由于缺少历史的实物和更多的翔
实史料而困难重重。这种情形或许是我们造成的。如果我们
能从更广泛的方面对风筝的起因进行考察，说不定会有新的
收获。

我们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史时，便会发现，在许多古代科学
技术的发明创造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某种简单的暗
示或某种思想的微弱启示，很可能会促进某种事物的一系列
发展，以至创造、演变成为一种全新的事物，却与当初的起因
完全无关。最初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而造物时，必然是
极简单地模仿自然物。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类自己
的造物也与自然物一样，会对人类的新的造物活动产生积极
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事物的功
能和造型;另一方面，在造物和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偶然情
况，有时也会给人们以启示，从而创造出工作原理相近，而功
能相异，有着亲缘关系的系列技术。一般说来，这些系列技术
总是由简到繁地发展着的。

事实上，一向被当作玩具的风筝，也应是人类利用风能的
技术成果之一。

风能，指由风所产生的能量。
在古代，除风筝外，利用风能的技术成果还有风帆和风车

等。风帆利用风能做水平运动，而风筝则利用风能做垂直和
水平运动。应当说风筝比风帆和风车在风能的利用上又进了

6



折 出 一 片 天 空









◇

7

一大步。风帆、风车、风筝这三种利用风能的技术，可以说是
利用风能的最基本的技术形式。

现代有许多与空气动力学有关的新技术，几乎都是在这
三种基本技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工作原理来看，

风帆与风筝有着某种直接的亲缘关系。若从使用技术的简、

繁来判定它们产生的时间顺序的话，应该是发明风帆在前，风
筝在后。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 风筝是受风帆的启示而发
明的?

过去，某些外国学者曾认为中国人是非航海民族。事实
并非如此，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物证明，中国人使用舟船在水上
航行的历史可追溯到 7000 年前。使用帆的历史至少有 3000

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许多表示帆的
文字，这些文字多写作“Ⅱ”等形状。据专家考证，早期的帆
是固定装在船上的方形帆，性能较差，只能利用从船尾方向吹
来的风。

固定的方形帆在利用风能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
中人们对帆幕及其装置进行了改进，使原来只能固定张挂的
帆幕，可以随着风向来改变张挂方向，从而使帆具的结构和性
能逐步得到改进和完善。到汉代，风帆的技术已相当成熟。

东汉·刘熙《释名》说: “随风张幔曰帆。帆、汎( 即泛) 也，使
舟疾汎汎然也。”风帆技术的改进，使船舶有了更加完善的航
海性能，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秦始皇( 公元前 259
－前 210 年) 派“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乘海船到蓬莱、方丈、瀛
洲三神山去求“仙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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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56 －前 87 年) 曾派使臣、贸易官员乘船去南海、穿越马六
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沿
途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联系。

在风帆发展的进程中及风帆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偶
然情况的启示，因而发明了风筝是完全可能的。由此看来，风
筝的产生极有可能在汉代之前到汉代的这一段时间内。

再者，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来看，也基本具备了产
生风筝的基础。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
重要的时期，许多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产生于这一时
期。其中在利用风能方面，亦已取得相当成就。辽阳东汉古
墓的壁画上，有一风轮的形象，造型与现代风车相似，迎风即
可自转。帆船的“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见周处《风
土记》) 。在陆地上行驰的风车，“可载三十人，日行数百里”
( 见萧绎《金楼子·杂记》) 。农业上发明的风车，替代了数千
年以簸箕扬场的手工操作方式。牛皮囊式的人力鼓风机和马
力鼓风在冶炼业广为应用。如此种种，为人们进一步利用风
能积累了经验。风筝的发明极有可能产生于这一个时期。

当然，说风筝是受风帆的启示而发明的，并产生于汉代之
前到汉代的这一段时间内，只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面进行
推断的。若今后能在史料或实物方面找到更多的佐证，便更
有说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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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筝的发展与流传

第一节 风筝的发展史

风筝，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传播的科学发明之一。它
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曾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重要
贡献，已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当今，我国放风筝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与世界各
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
进一步探讨风筝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探讨风筝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风俗的关系，对今后风筝的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追寻风筝的起源，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战争的需要，古人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空中飞
行的“木鸢”。据《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 “墨子为木鸢，三
年而成，一日而败。”另据《鸿书》记载: 鲁班也曾制作过木鸢，
曰: “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鲁班是鲁国 ( 今山东曲阜一
带) 人，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
始人，也是鲁国人( 一说宋国人) ，由此推断，风筝鼻祖“木鸢”
的发源地，应是齐鲁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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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鸢产生于战争之中，用于战争之时，它随着我国丝织业
和造纸的发明，不断演变、发展。相传，公元前 203 ～ 202 年，

在楚汉相争对峙的最后阶段，汉兵先包围楚营，汉将张良借大
雾迷蒙之机，从南山之隐放起丝制的大风鸢，并让吹箫童子卧
伏其上，吹奏楚歌，同时命汉军在四面唱起楚歌，使楚营官兵
思乡心切，不战而散，楚王项羽也自刎于乌江边。至今留下张
良“吹散楚王八千子弟兵”的传说。据《诚斋杂记》载: 韩信准
备谋反时“约陈豨从中起，乃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

欲穿地入宫中”。《独异志》载: “梁武帝太清三年( 公元 549

年) ，侯景围台城，简文缚纸鸢，飞空告急，搬取救兵解围。”

在我国古代，风鸢一直是战争时通讯和侦探的重要工具，

并能带上“火药”用作战争进攻的武器。

唐代建立后，由于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

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社会很快走向安
定和繁荣，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社会的
安定、文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盛行。而节日
的盛行促进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作为一直被用于军
事上的纸鸢，随着传统节日清明的兴起，用途上有了新的转
折，开始向民间娱乐型转化。从唐代起，我国将寒食和清明两
个节日合二为一。由于这个节日“既有祭扫新坟生死离别的
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所以，深受历代帝王和劳动人民的重视。《癸辛杂识》载，清
明节时，大学也要放假三日，武学一日。顾非熊在《长安清明
言怀》诗中，曾记载了唐玄宗恣游踏青的情景，诗云: “明时帝
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茸自啭，万家车马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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