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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女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体育运动史。体育是社会i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最初的体育运动起源于劳动，人类在为获取食糟和

抵御箍瞢的进攻中而做出的必要动作．多鼻攻击性，娱乐性运动只占一部分。

图2唐灰陶：舞女俑。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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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体育中的舞蹈

原始人类同现代人类样，受着牛理规律的支配，为表达

某种情绪．常以肢体屈伸动作束调节牛珲上的不舒适或满足心

珲上的需要。打长期生活实践中，随着智力的发展，人类认识

到某些肢体活动对人的身、心有好处，便把这些活动组织起

来，形成一种有规律的动作。这种毗满芷身、心需要的运动形

式，古籍中称之为“舞“。所以古人说 “乐心内发，感物而

动．不觉手足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山起也。”所谓”乐

心内发“，就是指人的心理需要。

据古代文献记载，存帝尧时期．发生了连续多年的大水

灾。人们聚集在高地r，簇挤在山洞早，或者巢居在树枝上，

缺少必要的身体j舌动，因阴冷潮湿，导致筋骨受寒，烈腿肿

胀，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时有一个叫阴康氏的人，经

过长期对生j{的观察．刨造出 套活动肢体的健身操，通过身

体ji动．减鞋了人们的病痛，这就是上古时期的“；*肿舞”。

社会进^封建时代之后．皇家贵族为显示富贵，有目的地举

办各种类型的舞蹈活动．舞蹈成为赏心悦目的文艺项目，口

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陶器上，就记载有先人的舞蹈动作f圈

1、固2)。

二、源远流长的射箭

射箭是怎样发明的呢’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歇在柘树I-．

把杜J枝深深地压弯了。当乌鸦起飞时，树枝猛地弹起来，打得

乌鸦直叫。聪明的祖先受到启发，便创造了弓，取名为“鸟号

之弓”。最初的弓是用来发射弹丸的，古代有一首(弹歌)唱

道． “断竹、续竹，飞土、遭肉。“其意思是说，砍下竹子，

做成弹弓，发射弹丸，直射禽兽。这酋歌谣描绘了远古弹弓射

猎的情况。后米，人们把手掷的矛枪放在弓上发射，取得良好

的效果．这样．就创造出了射箭。



在商周奴隶制衬会宅．由于统治者重视对人们的武

勇训练，射箭活动非常盛行。青铜箭镞的使用．极大地

提高了弓箭在战争和狩猎中的威力。两周奴隶主还制定

出礼仪中的“射礼”．规定在重大的政浩、外交及节日活

动中，都要按不同的等级采用不同方式的射箭仪式．把

对人们进行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的道德教育与射箭活动

结台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事频繁．使射箭有了更

大的发展。<韩非子)载：魏国政治家李悝下了 道

“习射令”，规定人们如发生纠纷需要打官司，就叫他们

比射骶，谁射得准，官司就断绐谁赢。逸道命令虽近乎

荒谬，但对鼓励人们习射，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来．

秦国米侵犯魏国，被打得大败，其重要原因z 就是魏

国将士射箭优秀。赵武灵王也是提倡射箭的君主．为了

尚武强国，他不畏保守派的反对，毅然下令全国百姓脱

去宽袍大袖的汉装，改穿便于习武的胡服，而H均学骑

射。一时出现很多射箭名将，如养由基、纪昌、逢蒙等。

两汊三国时期，射箭兴盛，精于射箭的人物众多。

如(汉书)记载，著名的“飞将军“李广，世代祖传射

术，他高超的射箭本领使八侵者闻风丧胆。老将黄忠，

年过六甸仍有百步穿杨主功。

射箭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里，是重要的军事武艺项

目。唐代开始设置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制度，步射和骑

射是武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唐以后直至清代各朝的武举

制度虽略有变更，但射箭在武举中始终居主要地仲。直

至清朝末年，因现代热兵器诬渐普及，射箭逐步丧失了

它的军事意义，只剩下文体娱乐性质。我国现代的体育

射箭项目，就是在继承古代的源远流长的射箭传统的基

础上，与近代世界射箭运动犷合，从而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f图3、图4、图5、图61。

三．古代的长跑

跑，同走路一样，是人类的生存技能z一。

古代军事家很重视提高军队的跑动能力。著名军事

家孙武提出”出n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思想，强调

“兵贵神速”。在没有机动车辆的古代，军事家要求每个

兵士必须具备奔跑的能力。军队中的开路先锋及旎手，

一般都选善跑的十卒于目任．偷营袭寨、；十锋陷阵等职务

均由“辑足善走(跑)”的4疾足z士”担任。在历代选

将练兵的条令里．都把跑的能力作为 项重要的考核条

件与衡定士卒身体强弱的依据。

战崮时孙武协助吴+练兵，要求士兵全副戎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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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挟矢．持戈盾负干

粮．一日强行军三百

里．来提高兵士的耐

力。战压l的另位军事

家吴起．也十分重视十

卒的身体训练。他在魏

围带兵时，与十卒同甘

共苦．身体力行，带领

士兵进行长跑练习．并

采用奖励措施来摊动军

队的长跑iJII练。他定期

举行越野测试。受试者

全身披甲，头戴皮胄

(头盔)，斜挎十二石强弩，腰左佩剑。腰右挂箭壶盛

箭矢五十支，身背三日干粮，横置长戈于上，要求在

半天内跑完一百罩，达到要求者，荬给日宅。

在最国古代的军事训练中，常采用竞赛的方式来

考查十辛训练成绩的优劣，也作为统治阶级选拔军事

人才的依据。其中最著称于廿的长跑竞赛要推元代的

“贵由赤”。

“贵由赤“系蒙古语音译，意思是快跑者。元统

治者将善跑者组成一支禁军，负责京城太都(今北

京)与离宫r都(今内蒙古皂沿医正蓝旗五一农场l

的警卫。每年由最高统治者举行一次越野长跑竞赛来

校阅”贵由赤”的训练。长跑比赛有两条固定的路

线一条以河西务为起点．大都为终点．一条以泥；03-

儿为起点．上都为终点。届时选择其中一条作为越野

赛跑路线。举行校阅那目，王公大臣们簇拥着皇F．

文武百言尾随其后．浩浩荡荡开赴终点等待。参加受

试者早在头天就集结在起点处。待第二R黎明，列

队守候在一大绳杆之后，听得一声号炮，大绳撤去，

众士兵蜂拥呐喊而去，直奔终点。两条越野路线，跑

程均约百八十华早．要求在三个时辰(约合今六个

小时)跑完全程方为合格。最先到达的前三名，被视

为优胜者。校阅完毕，优肿者披红戴绿，由皇家授予

奖品。第一名奖一个银锭第二名奖绸缎四匹 第三

名奖绸缎．第口名以后，只记卅名，不记名次。凡合

格者，均发给“纪念奖“ f绸缎)。“贵由赤”这种

超长距离的越野跑，在世界体育史上也是罕见的。

四．从蚩尤戏到摔跤

我国最简单的摔跬技术产生于原始{t会。相传口

004圜

干多年前河北一带民间开展的黄尤戏，便是我国古代

捧跤的萌芽。蚩尤是黄帝时代的一个部落，崇尚武

力，凶娃强悍。蚩尤氏平时喜欢装扮成野牛模祥．头

顶牛角一类的坚硬器具，三三两两地相触、争斗。这

种竞技游戏存民间流传开来．并月颇为盛行，人们称

z为“蚩尤戏“。

自周朝起，这种游戏的竟斗方式逐渐发展，对其

名亦有专门称呼。秦汉时称为“角抵”。角．就是角力

的意思．抵是相互抵触、顶撞的意思。到隋唐时称为

“角力”，宋朝时称为“相扑”、“争交”、“樟角“、

“私交”、 “掼交”等，直至近代才称之为“摔跤”。

捧跤运动是一项斗智斗勇的澈烈运动，历代的挥

跤方式、规则、内容都有所不同。通常是以双方对抗

的形式出现．徒手进行劲力方面的各种较量，既要把

对方摔倒而使自己保持在 定的支撑点上。这类活

动，能锻炼身体力量和灵15性，所以常用于军事演

习，以及宫廷宴阅场合的表演或比赛。寨始皂在军队

中推行摔跤．强壮兵士以并天下。汉武帝不止在军中

提倡摔跤．存社会上也广泛推行．连孩童们也不放

松。就连隋炀帝那样的昏君也很喜爱摔跤，每当国都

会演百戏时，他就化装成普通人前往观看。唐朝的几

代皇帝如懿宗李灌等曾专门组织一批御用摔跤队，取

名为“相扑朋“．供阜室平R观赏、取乐之用。五代

后唐的庄宗本人就是个出色的摔殴手， 般训练有察

的军官都敌不过他。宋朝时，朝廷为了提高十兵的武

艺，还常常举行摔跤比赛。

唐朝．民间的摔跤职业手也已出现．据宋代人编

辑的(角力记)介绍，蒙万赢便是唐代末期个终身

以摔跤为业的著名摔跤家。他十口五岁时就“拳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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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擅场多胜“，后来技艺日趋成熟、精湛，比赛时

经常获胜和赢得奖赏． “万赢“的称号就由此而来．

他的真名反倒不为人f13所知了。

宋、元、明、清诸朝，继承了唐朝和五代崇尚摔

跤的风气。尤其是宋朝，民间捧跋之风的盛行是前所

未有的。(Tk浒传)第七十口回中的燕青打擂．较量

的名称叫相扑，实际就是摔跤。该书通过对任原在泰

山立擂台的描述，约略可见当时摔跋的规则和竞技状

况。任原在擂台上夸口说 “四百座军州，t千余县

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仟原两年白

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来了。东至R

出，西至日没，两轮B月，一台乾坤，南及南蛮，北

济幽燕，敢有和我争利物的吗7”这段描写．表明这

是民间举办的全国性质的摔跤比赛．奖品就是香客捐

赠的物品挂财，当时称之为“利物”。清代摔跤以满

族为主，他们天性善跤，民间常把摔跤当作娱乐活

动，宫歪也把摔跤作为观赏项目(图7、围8、图9、

图10l。

当今在世界各地流行的捧跤大约有三十多种，而列

^奥运会项目的只是三种，即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躞

和柔道。

五、武术的产生和发展

武术是由徒手的踢、打、捧、跌、拿及器械的

劈、砍、击、刺、扎等攻防格斗动作所组成，包括

“技击”和“套路“两种运动形式。技击就是双方以

徒手或持器械的方式进行对打决胜负，这是一种具有

实践意义的对抗性项目 套路是由攻防内涵的单个动

作连接起来编组而成的、具有完整结构的练习形式。

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村会。那时，人类已

开始用石器棍棒等原始工具做武器同野兽战斗自卫．

进而取得生活资料。当人们能有意识地、自觉地练习

和运用这些动作时， “武术“就开始萌芽了。

随着战争的出现，武术与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

缘。战争的方式、兵种的变化、武器的改革等．都直

接影响着武术的发展。

步骑兵的兴起．使短兵相接的搏斗格杀日益重

要．列国诸侯都很重视培养和训练将士们的技击技

术。为了使武艺得到交流，每年春袱两季，各国的国

君还要召集军队演练，较量武艺，叫做“春秋角试”。

随着步骑战的兴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兵器的形

制、种类和质量都有鞍大的发展与改进。到了汉代，

环首刀大量使用，同时还产生了攻防兼备的铁兵器。

兵器形制的改进与新武器的发明，意味着使用方法的

多样化，这不仅丰富了武艺的内容，也对学习使用这

些武器的练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提高拄击技术，

熟练地掌握各种格斗技巧和器械并提高兵士的身体素

质，人们于是把一些攻防动作，连接起来编组而使之

成为套路的练习形式。

秦汉时期， “百戏”十分兴盛。百戏中也有许多

武艺或武舞表演，有名的<东海黄公)就是 出按规

定结局进行的“武打”表演。在这出戏中．有^与装

扮成虎的人对打，实际上是”空手对月”。这种对打

形式，虽属戏剧表演，但它对后世武术的套路发展影

响却是颇大的。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武术的兴

盛时期。唐开始实行武举制，并用考试办法授予武艺

出众者相应的称号，如”猛毁之士”、 “矫捷z士”等。

_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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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fbl唐代拳击陶俑

末代，我国武术已逐渐成熟。宋代朝廷集天下精兵于

京师．缛成了数量崖大的禁军．宋太祖赵匡胤还亲自校阅

兵士，加强训练。军队中颁布了“教法格斗图像”，对野

战格斗以及使用器械的技术有了明确的规格。

明清时期武术有了更太发展，以戚继光、程宗猷等

为代表，他们对前人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把

原来口传身授的武术技术．用明确的文字和图形记载了

下来，作为习练武艺的教材。同时，明清时期民间习武

更为广泛．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套路，形成了风格各异的

流派。当时的套路大都有势、有法、有歌诀、有动作图

像以及动作路线图，便于传授和交流。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武术流派的产

生．有所谓“内家”、 “外家”之说．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两派之分．有“南派”、“北派”之别．还

有以门娄划分的”少林门”、 “太极门”、 “八卦门“、

”形意门“、 ”地蹬门“以及长拳类、短打粪等不同风格

的派别。这些都标志若武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f图11)。

六、杂技与技巧

杂技是一种表演技艺．有许多项目都需要高难度

的身体技巧，其中一些动作逐步演化为现代体育的竞

技项目，如技巧、体操、举重、单杠等。杂技最早见

之于史料的项目叫“弄丸“，即用双手将7～9个陶丸连

续抛接，类似于现在的杂耍。汉代杂技最为兴盛．民

间到处都有杂技表演活动。从近现代出土的汉画像砖

和画像石可以看出．当时的杂技动作已经难度很高，

而且这样的活动很普遍。主要项目有爬竿、走索、倒

立、翻筋头、扛幡、斗牛等(图12～图19)。戏车．就

是在奔跑的马车上表演爬竿、走索、倒立等动作，是

难度非常高、危险系数非常太的动作。图17(车戏汉

画像砖)的图像，是两辆马车相联的双马车，两辆马

车都竖有高竿，前一辆马车的高竿的横竿上，一人用

脚钩伟横竿倒挂．在他横伸的两臂上．各有一个小童

在掌中表演。技艺高超，惊险绝伦。后一辆马车的高

竿上蹲若一个人．手持长绳的一端．和前一辆马车上

一人持绳拉成斜线．在两人所拉的绳索上，一个女童

正步履从容地走素。这些动作非常惊险，需暮高超的

技艺和过人的胆量。明清时期杂技项目和技巧都有所

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真正现代体育竞技项目中的

杂技性动作，太多还是从西方引申而来。据(世界体

育史>记载，现代机械体操刮始于德国的杨氏，他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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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德国国民体操之父”。他在1812年发明

创造了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这些器械迸

^中国后，在我国民间杂技中得到了一定的借

助和发挥。

七、古老的中国足球——蹴鞠

蹴鞠。”蹴“，意为脚踢． “鞠“，即皮球，

用兽皮缝制．内充毛发。蹴鞠同现在的蹋足球

相似．是我国古代人非常喜爱并很流行的一种

游戏。

蹴鞠起源很早。考古学家发现，在三千多

年前的殷代已纤有类似足球的游戏。战国时代，

蹴鞠存民间和军队中流行起来，而目发展成两

个队以一定行列进行踢球竞赛的形式。

蹴鞠原流行于民间。据(西京杂记)载

“太上阜徒长安，居深官，凄怅不乐。高祖窃因

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败少年，酷洒

卖饼，斗鸡、蹴鞠，咀此为乐。今皆无此，放

以不乐。”就是说，刘邦之父进^深宫z后，非

常寂寞，很想玩民间的那些游戏。刘邦知道后，

屯即请来他父亲的放旧球友．在官里玩起了蹴

鞠等游埴。

汉武帝更把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提倡．每

游玩一处地方，必举行“蹴鞠”活动。一次，

因看到两域蹴鞠技术高妙，于是请高手为教练，

汪专门引到西京来教练球队呢。(古今图书集

成)引<弹棋经序>日 “昔汉武帝平两域，

得胡人善蹴鞠者．尽妊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

之。”阜帝好球，王公大臣纷纷效仿，以至干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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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内外，蹴鞠成风。

汊代的蹴鞠同现代足球已有许多相似之处。(汊

书>中说．汉高祖划邦在宫蔸里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球

场，称为“鞫城“。球场上有围墙、看台，并有称“鞠

域“或”鞠室”的球门。竞赛方法也与现代足球颇相

似。上场比赛的两个队各十二名队员，攻守各为六人，

以蹋进“鞠室“多少定胜负。比赛时还有裁判员。此

外．汉代初期还出现了 部专门论述踢球的著作。称

为(蹴鞠新书)，共有二十五篇，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

一部足球技术书。后汉的李尤写过一篇专门谈裁判的

文章叫<鞠城铭)，也是世界上最早论述裁判的著作。

唐代经济、文化兴旺发达． “鞠”也有了新的发

展，原先都是外包皮革、内充毛发的实心球，唐时改

为充气的八片皮革缝制球。即外用八片皮革缝制表壳，

内用动物的膀胱充气而成。唐人仲无顿写过一篇(气

球赋)可以佐证 “气之为球，可以成质。悼腾跃而

攸利，在畋虚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而至圆，假

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 “这篇短赋，将充气足

球的优点和制作方法介绍得很清楚。球门也由识代的

“鞠域“、“鞠室”发展为挂网的球门，即在球场两端

各插两根柱子，在柱子之间拉一张月。比赛的规则由

汉代的每队十二人改为穴人．双方都设一名守门人．

同现代足球比赛更接近了。在我国古代体育史上．充

匝匝

目20蹴鞠纹陶枕{束1

围21 足球目铜镜(宋】

目22‘束太祖蹴鞠围){元代)

目23《口皇击鞠圈)局部(来

气球和挂网球门的出现比两方国家早了一千多年。

唐代还流行一种不设球门的．由一个^单独进行

颤球或数人对蹋、轮踢的蹴鞠游戏。据史料记载。当

时一些蹴鞠高手在单独进行蹴鞠表演时，除用双足熟

练地蹋球外．还能用头、肩、背、臀、胸、膝等部位

颠球．有时球“高殛半塔”，上下翻飞而不落地．有

时球起伏于身，前后滚动，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令人叫绝。多人轮踢有鲁种专门名称，如三人轮蹋称

4转花枝“．四人轮踢叫“流星赶月“，人数最多的八

人轮踢称“八仙过海”。球技高超者．一人能同数人

对踢．并可蹋出多种姿势。

宋代盛行一种只设一个球门的足球赛。在球场的

中央，竖两报长三丈多的木柱，两柱间拉一张网，网

的上段有 个直径三尺左右的圆洞称为“风流洞”，

双方队员就站在网的两侧。一方开球后，先由 般队

员将球调整后传给“扶球头”。再由他将球蹋给“球

头”射门。球射过“风流洞”，对方接球后若能苒通

过这个球门洞把球踢回去．即为胜一球。反之为败。

(水辩传>第二回里的高俅发迹一段．即对当时宋代

蹴鞠作出了详细描述f图20、图21、囤22、图23l。

着兵八关后．清朝统治者把蹋球和溜冰结合起

来，成为别具一格的冰上蹴鞠．这是技巧难度较高的

游戏。清朝统治者就把这种珠上蹴鞠与射箭等一起列



为京城近卫部队的军训项目。

八、古代马球

骑在马上用棍打球，我国古代称为“击

鞠”或“打毽”。现代叫马球。这是一项激

烈、惊险的体育活动．曾在我国古代流行

过一千多年。

我国最早关于马球的记载，见于曹植

讽刺其兄魏文帝曹丕的诗歌‘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揽弓捷鸣

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 纵两禽

连。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从这

磐描绘狩猎和打马球的诗句中．我f13可以

看到．离现在一千七百多年的东汉末期已

餐出现了技艺高超的打马球活动。

唐代马球的球和棍均为木制．球有拳

头大小，里面空心。棍有数尺长，顶端弯

曲。所以古诗中称这种球为“流星“、“神

球“，谓棍为“初月”或“月杖”。

当时打马球的球场．平整光滑如砥，三

商围绕着矮培．另面是作为看台。唐代的

马球是军队中的主要训练项目之一。将士

们打马球既可提高骑马技术，又可锻炼身

体素质．发展在快速行进中攻防的能力．对

增强部队战斗力作用显著f图24、图25、

图26、图27)。

宋代也盛行马球．尤其是在军队和宫

廷里，经常举行马球比赛。按当时的规则，

比赛时还要擂鼓插旗，气氛十分热烈。

明代马球出现了一种用藤缠绕术柄的

球棍，称z为“长藤柄球杖”。此外，还出

现了 种用皮芋缝制的软球。每逢重阳节，

阜太子就耍召集军官在西华门内举行马球

比赛。其中也有球艺高超者 有的骑在疾飞

的骏马上用棍托着球，球始终不会落地有

的用棍子在空中拍打马球，使球千停地存

棍面上弹跳，直罕跑近球门，力。h而^。这

些球艺都很不一般，可谓是打马球的 些

绝招了。

到了清代．马球活动逐渐存汉族中失

传．只在 些少数民族的牧区继续流传

着。

图24敦煌石窟壁i马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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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游泳

我国古代称游泳为“泳“或“游”，也称“：目“。

”泳“为潜水，而“游”则是漂浮在水r的意思。这

两个字表达了游泳技术的两个方面。后^将它们合在

一起．就成了现在人们讲的游泳。

古代游泳的开展又同战事需要有关。战国时期，

列国争雄．战事连年．游泳便成了军事训练的重要内

容。春秋初期齐国的大臣管仲，为了防止吴越从水上

偷袭进犯，而“立沼池”、 “悬千金主赏”，鼓励百姓

游泳。然后从中精选水性好而善水战者，詈目织五万人

的水师去对付吴越，结果大胜。秦始皇在彭城(今徐

州附近l举行祭神仪式时．想把沉在水中的 只重达

几百斤的鼎取出来。结果在禁卫队里竞有一千多人应

召，潜^足宽又深的湖水底部，打捞周鼎。

在古代军队中，酷爱游泳的将领也不少。明末的

杰出将领郑成功．在抵抗外族入侵时．亲自训练了一

支潜水突击队，专门潜游到敌人的船下．凿沉敌人载

兵的大木船，取得胜利。

除了游泳z外．我国古代还有世水上游戏．称

为“水戏”。水嫂盛行于五代。古书E记载鞍多的是

“水秋千”，其动作类似现代的跳水。做“水秋千”时，

水池中停着两只画船，船头上立着千秋架．表演者路

r秋千架后．用力摆荡，当身体与架子的横档齐高时，

霰。、幽

即蹬离秋千，凌空翻一个筋斗，尔后“掷身^水“。

此外，还有一种“抛水球“的游戏．类似水球运

动。最早的记载也出于宋代。那时的水球并不像现代

水球那样两队互相攻防打门，而是由人们在水面上轮

流抛掷“气球“f用动物膀胱充气而成l，以抛的距

离长短定胜负，放称为“抛水球”。两藏布达拉宫壁

画中有一幅游泳图，画得非常逼真(囤28、图29}。

+、举重

在古代，举重是作为一种比武和健身的手段。古

人常通过扛鼎、翘关f“关”是分量很重的城门栓)、

舞大刀(约 百二十斤}、举石等手段米表现自己非

凡的力量。

据(散县图终)记载，在唐德宗时，绩淫县太微

村有个名Dq汪节的壮士，自幼习武，每日举石担、甩

石锁，练就一身好力气。一天．汪节在京城渭桥脚下

习武，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行人。只见他微笑着向几

位老者说道 “列愤先牛．我将此不开O的石狮子掷

出去，你们信不信7”几忙老者一听，以为他口出狂

言，都摇头讪笑。那壮士双手一拱，说 “好吧．那

我出丑了。“说着双手像铁钳一样把那沉重的石狮子

紧紧抱件，猛地一用劲，这尊号称千斤重的石狮子竟

然被他凌空抱了起来。接着他大喝一声，双腿用力一

图28奠高窟420号窟窟顶来址：隋朝游泳目 图29西藏布选拉宫壁画．游泳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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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两手往外一甩，把石狮子掷出很远。而汪节却站

在原地，面不改色气不喘。汪节在长安城掷石狮子

后，名气太振，不久就被朝廷请去当了禁军，后又被

提拉为“神策将军“。

唐代，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增强国力，抵抗外族

^侵，还制定了武举科目。通过举重(举石、扛鼎l、

射箭等体肓项目的考i式，选拔力气大、武艺高强的武

十做言，并授以“猛殿之十”、”矫健之十”等相应的

称号。武举制度的推行，对当时民间习武起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练习石担、石锁、举鼎、舞大月的人骤然

增多。

元代的邓弼，可把十个人都搬不动的石鼓举起

来，并稳步向前行走。<太仓州志)记载，明代江苏

太仓著名的大力十“欧千斤”直至晚年，力仍不衰．

遇到马不肯过桥时，迹能“臂挟马趋过”。明末的杰

出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了抗击^馒者，刻苦练功。他每

天早晨都譬举一个重三百斤的石狮子，每次举七下．

个早晨举三次。在抗清斗争时，他就以这个石狮子

作为挑选精兵的标准．建起了 支战斗力特别强的大

力士队伍。现在可以见到的两藏布达拉宫擘画中，也

有一幅关于比赛搬运巨石的场面C图30)。

十一、围棋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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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棋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起源说法

不一。根据史实记载，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结论闱棋

起源于东周(即春秋)并在东周末开始流行．到了战

国比较盛行。

嗣棋经过秦、汉、三国时期的发展和提高，基本

上定犁了。在三国的东吴，不佃下围棋蔚然成』xL，还

出现了有关闱棋的论著。在两昔南北朝时期，不少的

帝王和文人学十喜欢下闱棋。南朝的粱武帝曾大力提

倡围棋．举行全国比赛，绐围棋定品格。

唐宋时期，围棋得到更广泛、更深^的发展和提

高，规格和战略战术同今天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同时．

出现了大量有关围棋的珲论、战术、文学描写等著作。

唐朝的帝王们．大都喜欢下围棋．在皇宫里设有陪他们

下围棋的官职，叫做“棋待诏”。要做这个官很不容易，

必须是无敌于全国的“国手”。当时最著名的“国手”有

两个人一个是唐玄宗时(712-756年l的王积薪，一

个是唐宣宗时f847～859年)的顾师言。

唐代的崮棋盘已发展成17道289丰奇子．同现在

的19道361犄子很接近了。

宋朝围棋有了更广泛的发艘．除了宫廷里仍谩有

“棋待诰”的言职外，围棋存民间更是流行。特别是

存当时的都城临安f今浙江杭州市)还出现了“模

园“一娄的围棋业余组织。许多爱好围棋的文人学士

圜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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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31新疆出土帛画：葬棋匿C唐代)

国32山西洪洞水神庙壁画：弈棋图f元代

皿L■-
圈33宋胡日窑磁制象棋“珀”

圈34来吉州窑磁制象棋子

012圃

都喜欢到临安城去见个高低。宋仁宗皇帝时有一位名叫

张靖的^，编写了一部名叫(棋等)的围棋书，详尽地

论述了围棋的战略、战术。

围棋到了明清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民间得到了

广泛的开展。并继续发挥着它在历史上曾经显示过的国

际友好交往的作用(图31、图32l。

我国闱棋传人朝鲜、日本当在南北朝间。到了唐宣

宗时．B本的围棋水平已相当高，日本文德天皇曾遣王

子米唐朝比赛同棋，唐朝选棋待酒顾师言与王子较量。

王子实力雄厚，著法锐利，攻势勇猛。硕师言为了祖国

的荣誉，每走着，都要经过反复思考．当下到33手

时。对方投子认输。以后一千三百年闻，中日围棋较量

频繁不断。

十二、历史悠久的象棋

据文献记载．存距唐代一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

有“象棋”之名，如刘向<说苑·善说篇)就有”斗象

棋而舞郑女”的记载。到唐代，象棋已很盛行。唐人多把

棋子称为“马”，把下棋称作“象戏行马”。当时象棋有

将、马、车、卒等兵种，可以认为是现代象棋的雏型。这

个时期，象棋已流传到日本等国。五代末年，由于火药的

发明．两军对垒时增加了火炮这种武器，中国象棋受其影

响增加了“炮”这兵种。此后，象棋经过改革，如北宋

的司马光、晁补之等大学问家，也亲自参加了象棋形制的

革新。当时，象棋在兵种上增加了“偏“、 “裨“二将，

其行棋方法相当于现代的“士”、”象”，但兵幸的走法和

现代象棋略有不同，当时兵卒过河只能尖斜。北宋理学家

稃颢有诗云 “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

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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