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鞠城”是专业足球场
古时风行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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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皇帝球迷多

宋太祖擅长“花式足球”
在中国古代，蹴鞠这种最早形式的足球，作为一项国家级赛事，一直深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喜爱，人

们对蹴鞠的激情，绝不亚于如今我们熬夜看世界杯的疯狂。

宋 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

《宋太祖蹴鞠图》

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
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
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
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蹴鞠
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唐
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
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
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代不
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

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
元代以后，蹴鞠活动已

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很多
女士也爱上了蹴鞠。

明画家杜堇绘有《仕女
蹴鞠图》，描绘了仕女们在花
园中蹴鞠的情景。与现代女
子足球崇尚力量与速度不
同，古代女子蹴鞠因为以表

演为主，对从事蹴鞠女子的
容貌、身段、技艺也有较高的
要求，因此，女子蹴鞠在古代
又称为“美人蹴鞠”，它体现
的是女子在蹴鞠时的一种特
有的阴柔之美。

明钱福有《蹴鞠》诗：“蹴
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
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

扑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
玉笋，红裙斜曳露金莲。几
回蹴罢娇无力，恨煞长安美
少年。”可见当时的绮丽风情
了。遗憾的是，五代以后，由
于缠足恶俗的出现，直接剥
夺了女性踢球的权利，“女
足”渐渐走向没落。

（南国）

2004 年初，国际足联确认足球起
源于中国。蹴鞠最早记载于《史记·苏
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
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
鼓瑟、蹋鞠者。”而说到蹴鞠的起源，
《太平御览》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
作，或曰起战国时。记黄帝，蹴鞠，兵
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也。令军事
无事，得使蹴鞠。”可见在当时，蹴鞠
是国家军队训练士兵体能和技巧的重
要训练项目。

在汉代，由于汉高祖刘邦这位“超
级球迷”的推行，蹴鞠逐渐发展成为一
项非常专业化的运动，皇宫内开始出现
专业足球场，即所谓“鞠城”，设有专门
的球场，四周还有围墙和看台，球则是

实心的。比赛分两队，双方各有队员12
名，以踢入球门的球数多少来决定胜
负，是现代足球的雏形。据说，此后西
汉的皇帝如汉武帝刘彻、汉成帝刘骜都
酷爱踢球，刘彻踢球时，还令其文学侍
从作《蹴鞠赋》助兴。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
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蹴鞠二十五
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
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
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时，球体明显轻
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
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
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
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

体接触就像打仗一样。唐代的分队比
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
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

南宋时期，球员还组织了博纳养生
杯，相当于今天的中超联赛。当然，有
比赛就有球星。施耐庵《水浒全传》中
描写的那位由一个市井泼皮逆袭成为
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俅，便是宋朝球技高
超、经常陪伺宋徽宗踢球的著名球星。
小说虽然在人物描述上做了一些夸张，
但基本上是宋代的真实情况。

此外，宋代还有一批聚集在北宋汴
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内的职业球星，他们
定期在皇宫蹴鞠宴会上表演踢球，专门
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是当时地位较高
的职业球星。

唐朝时，唐太宗、唐玄宗都爱看蹴
鞠，蹴鞠迅速流行，宫中大小官吏也爱
上了蹴鞠。当时，蹴鞠的形式有很大改
变，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更接近于现代
足球。所踢的球用动物膀胱充气做成，
然后用8块皮缝起来，弹性非常好。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疯狂“球迷”，这
从现存的《宋太祖蹴鞠图》中便可以看
出。

《宋太祖蹴鞠图》宽 28.6 厘米、长

56.3厘米，原作者为北宋的著名画家苏
汉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则是元代
钱选的临摹品。画面设色淡雅，用线古
拙，踢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宋太
宗，观看的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
石守信等4位宋朝开国功勋。

赵匡胤踢球在当时是赫赫有名
的，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现在
人们口中的“花式足球”，即踢球时，
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

球，灵活变化，随心所欲，可使“球终
日不坠”。

除了球技，宋代的球制作工艺比唐代
也有新的提高，已经形成制作的标准工艺，
如球的表面从8片发展为12片，原料是“熟
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
露线角”。球做成后，重量还是“正重十二
两”，规格要“碎凑十分圆”等。工艺的进
步，为宋朝的蹴鞠热开启了中国古代足球
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

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得以
空前提高。宋朝皇帝打压武士，
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
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宋代文
官不仅官俸高、赏赐重，而且可
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
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
于是，就出现了“榜下捉婿”的一
幕。在科举发榜之日，各地富绅
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
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
间便称其“捉婿”，为什么会出现

“榜下捉婿”这种抢嫁逼娶的怪
诞现象呢？因为当时的人们就
是看中了及第的进士有着让人
羡慕嫉妒恨的幸福生活，大家闺
秀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

宋朝官员的工资和福利都很
高。他们的工资内容丰富充实，
高举高打，令人叹为观止，有正
俸、禄粟、职钱、春冬服、从人衣
粮、茶酒、厨料、薪炭以及牲畜饲
料等，衣食住行，甚至家眷从人的
开销，全部由国家买单。北宋宰
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
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
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

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
有人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计算，宋朝国家级干部的年
薪是相当于现在的800万元到1000万元人民币之
间，大家熟知的包青天包拯的年薪就是令人咂舌的
1000多万元，与当时一个州的年税收差不多。

宋朝官员不但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一份
减免赋税的职田。职田按官品高下给田40顷至1
顷不等。这种分配制度叫“薪给制”和“供给制”相
结合。“供给制”有很多弊端，宋朝以前早已废除，
但宋朝政府为了使公务员生活得幸福，仍然使
用。另外，宋朝官员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
后等人的生日，还可得到大量的恩赐。

宋朝的官员从没有下岗分流一说，只要你不
犯大错，这个铁饭碗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会变成
金饭碗的。宋朝政府对文职官员三年一“磨勘”，
武职官员四年一“磨勘”，按现在的说法，叫考核。
考核过后，只要无大错就可升迁。升迁后，各种待
遇也水涨船高。

宋朝政府为让官员安心工作，不为家事分心，
允许中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人到政
府工作，就是允许子弟接班和安置家人就业，成为

“官二代”。当时，这叫“荫补”，比如大名鼎鼎的司
马光就出生在世袭官宦家庭，一到年纪就能当官。

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如果榜下捉得金龟
婿，宋代的女子就得承受夫君的骄奢淫逸。不过，
由于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这些官员及其集团手
中，宋代的人们显然顾不了许多了。 （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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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官吏都爱上足球
唐朝蹴鞠流行

唐代有女子足球队
女子也爱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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