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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从20世纪80军代起，我国体育事illL步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体育史研究

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申国体育的通史、断代史、专题

史等，都青不少成果闯世。

当然，从总体情况吾，这些成果尚未达到预期的应南京平，出现在相关

论文革日著陀甲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顶曰，也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少数文献资制

造行简单的分析或"史话"性的描述，使我们难以从整体上了解每个古代保

育顶目的出现、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这神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出现，虽然

是由神神原因造成的，但也应当看到，这罔我国这些4在体育志万面的研究

不足百着很大程厦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界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一灰全面深入的普

查，并编写了国家、省市等不同级剧的体育志节，这些成果对于后来体育史的

研究育着重要的价值，但是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这批志书成果，却因资剌收集

不膨充分、撰写万法上的缺陷以及撰写者选材的失严，致使学说71<准未能得到

完全保证。此后，体育史学界逐渐认识到 ， 要提高体育史研究水平，就必须写

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体育志节。到20世纪最后几茸，部分学者巴经有了需撰写高

质量志书的紧迫感。

正是出于这神需要，本课题组于20 10年串报了甲国古代体育顶目志的课

题，并何为201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顶日《甲国古代体育顶日志(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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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部分) } ( 1 O&ZD 129 )获得了立I页。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近些年产生

于体育志节撰写工何甲的经验与颖训 11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材制的收集、选

撵、志书的编写原则与体阴道行了讨论。正由于这样，课题组内涌现了一批

71<平较高的成果， <但牌博弈志} {更是真申之一。

《但牌博弈志》由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载搜颜下里撰写，该成果青

以下四点值得肯定。

第一，本志对申æõ代但牌博弈顶目，大凡重要看无不收集，从而弥补

了以在顶目遗漏过多、不能反映真基本面貌的不足。而且本志也加强了现外

资制的收集，使得顶曰内窑更加充实。如从英国托马斯 . ì哥德、 1694:q=出版的

《东万自成》 甲，不仅获悉了百代申国棋牌博弈I员曰外俺的某些细节，而且

收得一些至舍未为学界所知的棋戏或博戏。

第二，本书对于体育志撰写体例进行了首次尝试。首先，本志采用章节体

与条目惊相结合的体例，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志书结何要求。真灰，各I员目之

下，设释名、沿革、器具、形制、著述、人韧、纪事、艺文等条目，涵盖了顶

目内杏诸要点，层次分明，一目了然，这为合后体育志书的撰写提供了可供信

鉴的框架。

第三，本忘本着传信存真、厘正说谬的原则，对棋牌博弈领域甲的研究

结论进厅了精审，最终纠正了诸如"围棋起源于西汉说" 勺\/飞象惧"等问

题的错误。特剧是对于"八八象棋"的正误，不仅纠正了对象棋阜期形成的

错误认识，而且对于中国象棋弓国际象棋的关系也做出了新的说明。

第四，本志尽可能地采用了当代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近茸国内

学者j余文学、张如安、由义伟 、 宋会群等专家学者著作甲的一些结论，也

参苦了美国学者Horst Remus 、 德国学者Ren é Gralla Hamburg、写克兰作

.2. 



家C.M.naykoB\ 臼度体育史学者Shonkor Noth Dos、俄罗斯学者AJ1eKcaH.up

KaJ1ëHOB等的新近著作，使得本志书的研究不脱离处于时代町缘的最新成果。

上述诸I员是本志的亮点，体现出此志书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遂为之j事。

崔乐泉

申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秘书民

《申国古代体育顶曰志(汉民腹部分 ) ~ 首席专家

2015茸3日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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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说明

1 .本志运用历史睦物主义、辩证睦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编写，以存真(专(言、

厘正讥谬、(苔史鉴合、 启迪后人为宗旨。

2 编写的范围包自但牌博弈甲历史的和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合的顶目。

3. 本志采用章节体与条曰体相结合的体例。由于在历史发展过程申，不同顶

目的实践内窑、成顶过程、开展范围及社会影响差异甚大 ， 因而本志类目、条目

的设置并不到板，没育过分追求统辑、并列等逻辑关系，而是依据I员自存在的实

际状况， ~号少数本为条目的顶目，如围模、象棋等提升为类目，以使{本例能更好

地为编写服务。

4. 本志舍正文五章，童男节之下设置丸个标题。

(1)释主j ; 介绍顶目的名郁、 到称及特点。

(2) )8'革介绍)rJ司I员自产生\形成、发展~衰慧、消失的过程。

(3) 器材.肯关)rJ司顶目的器具 ， 及其性状\特点、发展状况等 ， 根据具悚

I页目分到称为棋真、博真~牌真等。

(4) 规制 ; f旨青关I员目的规则和制度。

(5) 人韧:以入各标曰，收录青关人韧的传记资刺，援军代J II页廖编排，约到

以立传、简介和列表形式介绍。凡睡醒两个朝代苔，搜真主要)rJ司时间定其归属。

(6) 著述:以著作各标目，记入南关I员目著作的资刺，包;舌专著内@、成书

经过、版本源流等。著作失题苔，酌情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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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纪事:以事件标目 ， 为百关?舌司顶目翼体活动和事例的资刺。题目为撰

写者所加。

(8) 变体 : 介绍在原顶曰基础上产生的罔源异体顶吕。

(9) 艺文:收录历代青关I员目的艺文，因其水平参差不齐，本志仅精选真中

部纣名篇佳作，以及南青何苦姓名的何自各标目;从同一何苦的罔一著何组甲选

取的作面，另ÎJO标首旬。

上述标题根据I员自资制的实际情况，自贝U设之，无则不设。

5. 为便于阅读， 本志在志菌设"概述"以沟通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根

据内窑的实际情况，或于章节开篇，或于条目之菌，冠以无题廖文，对内窑加以

概擂，以策论大雯，提示读者， 并借此便志申虚目不虚。

6. 现自资料青完全重复苔，或无本质差异苔，仅选取最阜m:最具权威性的

收录。

7 本志的历史纪军，沿用帝王4=雪纪年，夹洼公元纪年，并略去"年"字。

8 文甲凡帘青"*"得号的条白，袤示该词在志书申另南专条解释，可供

参阅。

9. 本志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服义时配用繁体字 i 采用新式标点;去，但不

用省昭雪，凡南省略处，均用"略"字标出;本书2Jt也名，店注真舍地名。

10. 本研后步及典籍卷数用ìm草循~ <申华大典〉编墓校唱通则》的要求统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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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棋牌博弈"是一个项目的集合概念，具体言之如

下。

弈，先秦时为博戏与围棋的?昆同称谓 。 《孟子 》 卷一一《告子章句上 )) :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 则不得也。 "东汉赵岐注之云弈，

博也，或曰围棋。 "人汉以后，弈多指围棋。 《方言 》 卷五罔棋谓之弈。 自

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 。 "东汉许慎《说文》 三上"弈 ， 罔棋也。 " 此后，

弈指围棋，为历代习用。 棋，在肯代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词， 一指博与弈的棋

子。 《后汉书 · 张衡传 ~ : "弈秋以棋局取誉。 " 李贤注弈，围局也，棋即

所执之子。 "清代汪荣宝引 《系传》云 棋者，方正之名也。 古通谓博弈之子

为棋。 " 二指"博棋"与"弈棋"两种游戏 。 汪荣宝云"有博棋，有弈棋。

博、弈异法，而所用之子通有棋名 。 "句中 "博棋"与"弈棋"虽可释为"博棋

子"与"弈棋子也说明有"异法"的博与弈两种游戏的客观存在。三也指游

戏，为博戏与棋戏所共用 ， 如围棋 、 象棋 、 宫棋等称棋，是为棋戏之棋，而四维

棋、儒棋、龟背棋(戏)也称棋，则为博戏之棋，另有弹棋，虽不用掷般而不属

博戏，无运棋走子而不属棋戏，但依据古人将其归于博戏之列的连类实际，故而

也将其归入博类。

棋与博相对而言， 作为文体项目的一类，是所有不用投假掷采，使用局面，

运棋走子以角智争胜项目的统称，以不"悬于投"精于思"为其特点。 然而，

肯文献中的"棋亦非棋类总称，很多情况下都是指围棋。

博，是一种掷采行棋角胜的游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机遇与概率获

胜的项目 。 东汉班罔 《弈 旨 》 谓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 "唐代成玄英说 :

"投般为博，不投般为棋。 " 一千多年后，清代学者焦循也依然认为弈但

行棋，博以掷采而后行棋。 后人不行棋而专掷采，遂称掷采为博，博与弈益远

矣 。 " [ I J 但也有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博"的，如宋人洪遵在 《谱双序》 中，便将

[1]焦循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 . 1986: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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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博弈志

本应分属棋与博两类的项目一一弈棋、象戏、双陆、打马、叶子诸项目， 一起归并

于"博"中论述，并不以其"视明琼为标的，非阁谍折无以得仿佛"的特点为意。

李清照也同样棋博混用 ， 统称各种游戏为"博..只是将其做了"大小象戏弈

禁"彩选打A马"的项目区分而已。 但是，李清照对博戏"悬于投" 的特点持

有异议，认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 显然，她对于赌博主要

依赖于运气的习惯看法并不认同，她更相信游戏需要才智和技巧。

牌，作为文体项目的一类，因用"牌" 作为戏具而被冠之以"牌"之名 。 戏

具之牌多是用竹、木、纸、骨等小片块制成，以牌面符号一一牌面上不同的文

字、数字、罔案、形状、颜色等，以标示牌张的不同类属、司职、威力等。

棋牌博弈成为一个项目群体，在于自身内在原因 : 博与弈在源流上的相通，

形制上的近似，许多项目似棋非棋，似博非博 ， 混杂难分。 博与弈因"其局同

用扳平承于下以其同行于抨因而"兼谓之棋" 111 。 这样，博与弈遂在

"棋"的名下得到了统一，有了"博棋"和"弈棋"的称谓l21 0

就当代游戏归类原则而言，我国肯代的棋牌博弈项目群，都统属图版游戏

( Board Game) .但是由于中同棋牌博弈诸项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个

体特点，因此本着项目的类别历史实际进行分类、介绍。

棋牌博弈项目群是经历了诸项目各自产生、发展和相互交流、吸收的过程，

才逐渐形成的。

早在先秦时代，博与弈就已经出现，它们是中国棋牌博弈项目群中最先见诸

于肯代典籍的两项。 但二者产生孰先孰后，却并元确凿的材料可证。 现有资料表

明，最迟在春秋末期，博与弈就已经并行于世。 孔子说"不有博弈者乎只不

过在当时，博项目大行其道，而弈棋的流行范围要相对狭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到东汉才有所改变。

从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博戏经历了六博的衰落和中军蒲的兴起。 也是在这

时期. 19道线罔棋局盘成为定制，这是这一时期棋戏的重要成果之一。

唐宋两代是棋牌博弈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 一方面，博戏发生了几个重要的

变化1.愕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双陆、 打马代之而起。 2 . 在经历过六博、愕蒲

川焦循.孟子正义[MJ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6: 460 

[2] 汪荣宝.法言义疏(MJ. 北京:巾华书局， 198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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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的投掷器具演进之后，六面正方体锻子在唐代最终形成。 由此产生的结果: 一是

从般子掷投方式中逐渐演化出一支单纯的赌博项目，新的赌博项目形式不再用色

谱 ， 单纯以掷假定输赢; 二是以假子为活动主体的纯假戏诞生.其中的除红谱、

兼芝图 、 醉绿图在明代就已经影响极大，另有状元筹、抢元等项目则一直留存至

今; 芝是彩选于唐时登场，人宋之后更演变州多种形态.其中有些项目仍见于今

天的娱乐生活中;四是在假子的基础上诞生了骨牌，这是未来一系列牌戏项目的

起点，也是麻将的构成要素 。 3. 唐代突现的叶子戏成为博戏中的新成员，在经历

了酒令、酒赌两用阶段之后，进而成为新的牌种，并以"纸牌"之名与骨牌并存

于世。

另一方面，中同棋戏也在与博戏同步发展。 象棋的产生和定型，使棋戏家族

中从此多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棋类项目 。

与博戏、 棋戏的巨变相伴随 ， 棋牌博弈项目群的地位也有了相应提升，即是

有了自己的"门目并因而已经自成一类。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卷一二气

《杂家类七 》 有案云 古人质朴，不涉杂事，其著为书者，至射法、剑道、手

搏 、 E就掬止矣 。 至 《 隋志 》 而敬器图犹附小说，象经 、 棋势犹附兵家，不能向为

门目也。 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 今于其

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 其杂陈众品者，自 《洞天清录 》 以下，并类聚于

此门 。 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 "于是在宋以后的"一

切赏心娱目之具"中，棋牌博弈项目已不再如同过去象经 、 棋势附于他者，而是

大量地独立出现，其书谱的纷纷问世便足以证明这一趋势。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棋牌博弈项目的成熟和收官阶段。 在这一时期，棋戏和

博戏仍然在两个方面有突出变化。

方面，棋戏形成了以围棋和象棋为两大支柱的格局。 围棋在经过明代的前

期酝酿之后，在明清之交，开始突破全局性的研究局限而深入到官子等方面的探

讨。 继而在清中期，进入了中国古代座子围棋的巅峰时代一一最高水平的囚大名

家相继登台，代表了这一时期座子用棋研究的最高水准的罔棋著作相继问世。 但

在清末，在20世纪最初的10余年间，在与日本围棋的交流中，座子制围棋形制已

显落后，于是开始了废座子的改制。 象棋继在宋元形成期之后，于明代经历了斗

炮时代和马炮争雄两个阶段，并在象棋史上留下了 《情中秘 } ~梅花谱 } ~竹香

斋象戏谱 》 等著名象棋书谱。 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处于"弈贵象

贱"的不公平的境遇之中 。

另一方面，从明代末期的马吊演化出了最初的纸牌，入清以来的多种30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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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戏不断演化，同时又吸取了与之并存的骨牌戏的不少特点，尤其是外在形态，

从而最终导致麻将的诞生。

至此，棋牌博弈项目群有了以围棋、 象棋、麻将为支柱的框架。

棋牌博弈项目群深受中同古典哲学的影响。 肯往今来，在分析棋牌博弈项目

时，对于项目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构成原理，研究者多半借助周易、太极图 、 阴阳

五行 、 八卦 、 河阁洛书 、 天干地支等直观、形象 、 感性的象数符号、图示来加以

说明 。 依据这种说明方式， 六博之设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

之穷达，穷变化之机微罔棋之制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

德也;棋有黑向，阴阳分也 ; 耕罗散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四

维之局"尽盈尺之局，拟象乎两仪。 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象戏之

形局取诸乾"坤以为舆"这类说法，俯首皆是，所有这些都紧密联系着

两仪 、 四象、阴阳 、 八卦等概念，但归根结底都是把项目特征同象数联系在

起。 我同当代一些学者也沿袭了这种认知方式。 这种认知方式明显区别于西方体

育娱乐的理论色彩，赋予了棋牌博弈项目以突出的中同传统文化特征。 英国著名

学者李约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评价象戏时写道 : 象棋"当然是一种迷

信，可是看来在当时它必定是一种辉煌的发明，得到有些相当于现今给予精巧的

计算机那样的尊敬。 1 11 "

然而以八卦等一系列符号指谓象征现实的形象，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符

号象征式的模拟。 然而它被以后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当做一种先于事物的‘理'

来对待和引用，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

学 、 算术，以适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换言之，中同古代文化的诸领

域都可以比附易说以张赤帜。 当一种新的事物和理论出现时，人们总是迫不及待

地用 《易 》 象进行运演 、 比附，从古老的经典中寻求圣人对某些类似现象的解

释，把它硬塞入某种‘象'的框子中去。 12J" 也许，继续追寻隐藏于"象"之背面

的项目生成的真实动因，是未来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1] 李约瑟.巾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科学LU版社， 2003 : 306. 
[2] 张如安. 巾同象棋史[M]. 北京 :闭结 11 \版社， 1998 :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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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棋牌博弈领域，长期以来中同与域外项目的相互流动现象都在发生，借助

这些相互流动，中国肯代棋牌博弈既扩大了域外影响，同时也因向外吸取养料而

丰富了 向己 。

围棋从5世纪起就已经传往朝鲜，并通过朝鲜传向日本，此后又传向越南、印

尼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郑和到达东南亚时，发现围棋在当地已经十分流行。

象棋传人朝鲜，只是小变其制，将帅棋子置于花心。 定型后的近代中国象

棋，日本称之为"金鹏这是受明代《金鹏谱》的影响，说明明代的《金鹏

谱》也传入了日本。

日本接受中罔项目较多，雯'佛门所禁的八道行成、司马光的"七国象戏"、

晃补之的"大象棋"也都传人了口本。

17世纪末，英同学者托马斯·海德的 《东方局戏 》 问世，其中载有围棋、象

棋、彩选等棋戏和博戏形制，表明在此时中国古代的棋牌博弈活动就已经为部分

欧洲人所接触。

中国的棋牌博弈项目群在向外输出的同时，也不断吸取外来的同类项目，并

使之本土化，这也是中国棋牌博弈项目群得以丰富、发展的原因之一。

虽然有专家认为双陆、搏蒲是本土游戏，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证明，它们

有着域外根源，只是进入中国后经本土化才融入中同游戏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另外，依照佛经的记载"翻象斗马"的波罗塞戏也传人了中罔。

20世纪初，根源于中国围棋的日本围棋开始向中国反向流动，受其冲击，中

同围棋着手改制 。 这一次反向流动在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问题并不仅

仅是项目的传出或传入，而是派生性项目能够对原生性项目产生多大的影响。

E 

棋牌博弈项目群具有复杂的多重功能和价值。

1.棋牌博弈项目群中绝大多数项目都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 祖龙氏的 《百变

象棋谱引》记载或以消永昼，以散沉闷，宾客相娱，意趣顿生，逸人隐士，

籍此陶情，夫棋之为技小数也，与琴书并称。 .. ~蕉窗逸品 · 象戏新谱序》也

云 象戏虽小道，而遣日寄兴，亦游艺之具也。 " ~百局象棋谱序 》 也做了同

样的说明为草野蓬窗之戏，籍以?肖永昼而解愁烦，亦饱食用心之一助也。 "

博戏虽然涉赌，但是其消遣娱乐价值也同样受人重视。 宋人洪遵在 《谱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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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中对双陆的消遣定位最具代表性"大抵人之从事百役，劳惫揪底，不可以

大，必务游息，以澄神碟气，故取诸博。 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 " 王逸

注 《楚辞 · 招魂 ~ : "育宴乐既毕，乃设六博。 "说明六博常作为宴饮之后的一

种娱乐消遣活动实施。 韩愈的 《示儿 》 也有近于相同的记载酒食罢无为，棋

架以相娱。 "

酒令是中同古代宴饮时用以助兴的娱乐活动，陆博、挥蒲 、 骨牌 、 叶子、

麻将都曾充当过酒令的戏具。 这就是说，宴饮酒令是不少棋牌博弈项目的特定

用场。

2. 棋牌博弈项目群具有教育和培养功能 。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传

说，虽然不能充做围棋起源的证据，但却也反映出古代社会从教育角度对围棋价

值的判断和认定。 人唐以后，随着杜会生活的安定，人们更进而在风雅文化中为

之特辟一隅之地，至此用棋成为文人骚客(包括一些名门闺秀)修身必行的"琴

棋书间"功课之一。 [1) "

博戏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其中彩选即可为一例 。 南宋沈作桔云赵明远

《彩选 》 虽戏事，亦可以广见闻 。 "刘原父认为 《汉官仪 ~ "可以温故，使后生

识汉家宪令，有益学者" ( ~寓简 》 卷七) 。

但是，棋牌博弈项目本质上毕竟是一种娱乐活动，不能过度偏重于教育目的

而忽视其娱乐功能，否则便会因缺乏趣味而被人们抛弃，儒棋、弹棋(甚至还有

并非棋牌博弈类项目的射礼 、 投壶、 人舞[21等)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

原因 。

3. 有的棋牌博弈项目被用于占卡 。 事实上，六博戏的生成本身就同博局有着

直接关联，而棒蒲有神之说也为肯人所信仰。 晋末慕容宝在长安三次掷得"卢"

彩，南北朝时王恩政玩命一掷成"卢以及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期间韦妃以象棋

卡罔运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棋牌博弈项目占卡的有名实例。

4 . 棋牌博弈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促成了"棋牌博弈文化"的形成。 我国古代，

爱好棋戏 、 博戏的人中，不乏文学家、诗人 、 学者 、 画家等文化人，他们既善诗

文绘画，又精棋牌之技，于是阳下了大量关于棋牌博弈的诗词歌赋和美术作品 。

这些作品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 而且 ， 诗还直接与牌戏结合而

[1)龙海霞 论古代体育巾的 h乐" 与‘教，. [J]. 教育评论， 201 2 ( 1 ) : 1 23一1 25.

[21 入舞， 明代朱载培创编的一科1以培养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目的的舞蹈，因动作索然无味， 不能流行
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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