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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鹏

2022 卡 塔 尔 世 界 杯 足 球 赛 开 赛 ， 各

国球队鏖战正酣。足球运动在中国古代被

称为蹴鞠或蹋鞠，是古人重要的竞技性娱

乐 活 动 。2006 年 ， 蹴 鞠 进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国宝文物、书

画丹青、煌煌典籍中，我们都能看到古人

踢球的潇洒身影。

文物中的蹴鞠：10万年前
就做石球

距今 10 万年前，华夏先民已经开始

制作石球。1976-1977 年，考古工作者曾

在 山 西 大 同 阳 高 县 许 家 窑 遗 址 发 现 1000
多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球。这些打磨粗

糙的石球，其首要使用方向无疑是狩猎。

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先民们终于在有意

无意间踢出了第一脚石球，虽然伴随这第

一脚的极有可能是一声惨叫。但正是这脚

踢出来的痛，让粗糙的大石球逐步转变为

精巧的小石球。

随着狩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弓箭的

出现，石球逐渐脱离其狩猎功能，转变成

娱 乐 器 物 。 距 今 六 七 千 年 的 西 安 半 坡 遗

址 ， 以 及 其 他 新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遗 址 中 ，

出 土 了 大 量 打 磨 精 致 的 小 石 球 和 陶 球 。

专 家 分 析 ， 这 些 小 石 球 已 经 完 全 变 成 先

民 的 娱 乐 工 具 。 距 今 3400 年左右的云南

沧源岩画上，保存有先民们开展球类游戏

的图画，画面上有多人或单人在操弄球类

物体。

关 于 蹴 鞠 的 正 式 起 源 ， 史 学 界 有 黄

帝 时 期 、 殷 商 时 期 和 战 国 时 期 等 几 种 说

法 。 不 管 依 据 哪 种 观 点 ， 到 了 秦 汉 时

期 ， 最 终 出 现 用 皮 革 制 作 的 实 心 球 是 确

定 无 疑 的 ， 当 时 蹴 鞠 已 经 成 了 全 民 性 的

娱 乐 活 动 ， 河 南 南 阳 出 土 有 大 量 汉 代 蹴

鞠画像石。

收藏于南阳汉画馆的 《鼓舞》 画像石

上，左侧男子用膝盖顶鞠球，姿态优美；

右侧男子用左脚踢鞠球，矫健利索。《舞

乐百戏》 画像石则是女子蹴鞠，有一头盘

高 髻 的 女 子 长 袖 轻 舒 ， 双 脚 各 踏 一 个 鞠

球，球技颇高。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出土

的汉代画像砖中，还有一男一女相向蹴鞠

的场景。

唐 朝 蹴 鞠 由 实 心 球 变 成 充 气 的 空 心

球，推动蹴鞠制造技术和竞技规则实现突

破性进展。宋代进一步改进制球技艺，采

用里缝法缝制鞠球，使球面更加光滑。宋

代市井文化繁盛，蹴鞠运动更上层楼。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宋代“蹴

鞠纹青铜镜”，就映照出当时蹴鞠运动的

流 行 。 镜 面 上 一 对 青 年 男 女 在 假 山 前 蹴

鞠 ， 只 见 女 子 用 右 脚 颠 球 ， 随 时 准 备 踢

出，而男子则身体微向前倾，做出迎球姿

态，随时准备防御女子的进攻。男女身后

各有一名男仆和侍女在观看比赛，男仆手

拿类似铃铛的器物，似在充当裁判。山东

临淄足球博物馆收藏有淄博市博山区出土

的宋代绿釉蹴鞠陶俑，俑人用头顶鞠球，

形象生动之极，颇有现代足球场上的头球

风范。

宋人蹴鞠从娃娃抓起。宋代耀州窑遗

址曾出土画有母子蹴鞠图的瓷器。河北博

物院也收藏有邢台宋墓出土的儿童蹴鞠磁

州窑枕，枕面上童子上身躬倾，胳膊前后

摆动，用右脚将鞠球轻轻弹起。儿童的稚

气与娴熟的球技相映成趣。

明清瓷器流行儿童游戏纹饰，童子蹴

鞠成为瓷面主要取景之一。中国体育博物

馆收藏有清代五彩蹴鞠图高足碗，碗面外

壁绘有 7 个儿童蹴鞠的图景，正中一童子

用力甩动双臂准备抬腿踢球，另一童子欲

接球，还有 5 个玩伴在旁边加油助威。法

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亦收藏有

景德镇窑烧制的清代童子蹴鞠青花瓷盘，

盘底部有 3 个童子蹴鞠游戏的场景。

书画上的蹴鞠：宋太祖宋
徽宗明宣宗亲自“代言”

画 像 石 和 瓷 器 上 的 图 画 囿 于 作 画 空

间，往往点到即止，书画上的古人蹴鞠场

景则要舒展得多。

宋徽宗赵佶喜爱蹴鞠人所共知，其实

这是有原生家庭影响的。早在北宋刚建立

时，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兄弟，就是

球场达人，赵匡胤尤其擅长类似于现代花

式足球的“白打”，即不求踢进球门，而

以踢出花样为胜。

徽宗时期的御用画家苏汉臣为了给赵

佶热爱蹴鞠提供历史论据和家族渊源，曾

绘制一幅 《宋太祖蹴鞠图》，描摹了太祖

太宗兄弟和赵普、石守信、楚昭辅、党进

四位文武大臣一起蹴鞠的场景。画中，赵

匡胤正在用脚尖踢球，赵普撩起衣角作势

接球，赵光义等人在后观看。这幅描摹宫

廷君臣活动的特殊画作，不见君庄臣恭的

威严，只有君臣同乐的祥和闲适。《宋太

祖蹴鞠图》 传递出的不仅是当时蹴鞠运动

的团队精神，更是北宋君臣共治天下的治

国理念。只可惜随着王朝兴替，苏汉臣的

原 画 不 知 所 踪 ， 只 留 下 元 人 钱 选 的 临 摹

图，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明人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编撰的百科式

图录类 书 《三 才 图 会》 有 蹴 鞠 插 图 ， 描

绘 了 3 个 身 穿 长 衣 的 士 大 夫 ， 在 庭 院 里

蹴 鞠 的 场 景 ， 只 见 一 人 抬 脚 将 球 踢 起 ，

另 外 两 人 在 一 旁 密 切 注 意 球 的 落 点 ， 随

时准备接球。

除了百姓与士大夫，明朝的宫廷蹴鞠

活动也是别开生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

人商喜所作 《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当

时宫廷里的各种体育活动，其中就有宣宗

坐在宫苑龙椅上观赏内侍蹴鞠的场景。

宣宗喜爱蹴鞠在大明王朝人尽皆知，

曾为之赋诗“密密清阴接贝宫，锦衣花帽

蹴东风。最怜婉转如星度，今古风流气概

同”。宣宗诗中所言蹴鞠场上的“今古风

流”，应该有当年宋徽宗因高俅球技绝伦

而 对 其 委 以 高 官 的 往 事 。 宣 宗 向 徽 宗 致

敬，也有一段发掘球星的“佳话”，只是

这段“佳话”有些残忍。

据 《万历野获编》，宣德年间，汉王

府军士王敏“善蹴鞠”。宣宗听闻王敏球

技高超，就召其面圣表演。王敏一番虎虎

生 风 的 精 湛 球 技 展 示 完 毕 后 ， 宣 宗 “ 大

喜”，要将其留在身边伴驾踢球。正当王

敏做着如当年高俅般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的白日梦时，却迎来绝后一刀。宣宗鉴于

后宫大内不容男性随意出入，竟然将王敏

“阉为内侍”，让其当了太监。不知 《宣宗

行乐图》 里球场上蹴鞠的 7 人中，有没有

可怜的王敏。

典籍里的蹴鞠：终是要“天人合一”

书画上的蹴鞠形象生动，典籍里的蹴

鞠则蔚为大观。据 《汉书·艺文志》，两

汉时期曾有专门研究蹴鞠的著作 《蹴鞠二

十五篇》。可惜此书早已失传，今人只知

其名，不知其详。

据 《艺文类聚》，东汉李尤作有 《蹴

鞠铭》，文章不长，却大有深意。“圆鞠方

墙 ， 仿 象 阴 阳 ”， 指 蹴 鞠 球 圆 ， 球 场 方

正 ， 是 按 照 天 圆 地 方 的 阴 阳 理 论 制 作 修

建。“法月衡对，二六相当”，是说赛场上

12 人分成两队对抗，一队 6 人，宛如一年

上下半年各有 6 个月对称；也有解释认为

此句是说球门是仿照弯月形状建造，球场

两边各设置 6 个球门，一共 12 座球门取一

年 12 个月之意。不论哪种观点，此句都

是暗示蹴鞠运动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在人世间的体现。

“建立长平，有例有常”，指要设立裁

判，制定比赛规则；“不以亲疏，不有阿

私”，要求裁判秉公执法，对任何人都要

不偏不倚；“端心平意，莫怨其非”，强调

球员在赛场上要遵守规则，服从裁判，以

平 和 良 好 的 心 态 对 待 判 罚 。 铭 文 最 后 的

“鞠政犹然，况乎执机”，更是把蹴鞠理念

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认为蹴鞠之法与治

国之道相通，能按照比赛规则公平公正开

展蹴鞠运动者，也一定能依据法律制度将

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人 48 字 《蹴鞠铭》 对蹴鞠理念的

提炼是大而化之，明人 3 万字 《蹴鞠谱》

则是对蹴鞠技法的全景记录。此谱记录了

肩、背、拐、搭、控、拽、捺、膝、拍、

肷等 10 种踢法，对动作要领和练习方法

也做了详细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很注

重球员的控球能力。纯文字的 《蹴鞠谱》

外，明人汪云程 还 有 图 文 结 合 的 《蹴 鞠

图 谱》， 详 细 勾 勒 了 各 种 规 制 的 蹴 鞠 造

型 、 比 赛 场 地 和 赛 事 规 则 、 攻 击 阵 法、

防御阵型等。

（作 者 系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历 史 学 博 士 ，
著有 《水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帝》《选
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 等）

中国古人踢足球：技术、艺术与哲学
□ 田兴玲

致远号巡洋舰是中国清朝北洋水师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

购建造的穹甲防护巡洋舰，为致远级巡洋舰的首舰。它的排水量

有 2300 吨，航速达 18.5 节，是北洋水师主力战舰中速度最快的。

1894 年 9 月 17 日，黄海大战爆发，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

奋勇作战。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的舰体多处受伤，舰身倾斜，

随时有沉没的危险。而此时，邓世昌发现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遭

到日本舰队围攻，为保护定远舰，邓世昌下令致远舰撞向日舰吉

野号，欲与敌同归于尽。然而，致远舰不幸被敌击中鱼雷发射

管，引发管内鱼雷爆炸沉没，全舰官兵 246 人殉难。

致远舰在水下长眠了 120 多年，为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从

2014 年 到 2016 年 ， 致 远 舰 水 下 考 古 ， 共 计 打 捞 文 物 400 余 件 ，

大多是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用品及武器配件。其中，有拼接后得

到繁体“致远”字样的一组瓷器碎片，和一件刻有致远舰大副陈

金揆英文名字的单筒望远镜，这成为证实沉船身份的有力物证；

此外，还有方形舷窗和多种武器装备 （210 毫米主炮炮管、152
毫米副炮炮弹、57 毫米炮弹、37 毫米炮弹、11 毫米加特林机枪

及弹药和一枚保存完整的鱼雷引信） 等。

致远舰文物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集科研价值和展示价值

于一体。我国出水文物保护起步较晚，自 2011 年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成立出水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以来，出水文物保护还处在

不断摸索阶段。

出水文物的保护，是在坚持保护第一——“治病救人”的原

则下，经过病害调查和一系列仪器检测分析——“望闻问切”的

过程，充分认知出水文物的保存状况——深入了解病人的身体状

况和发病症状，揭示其腐蚀机理——诊断出“病理”，最终提出

针对性方案——“开具处方，对症下药”。当然，在实际处理过

程中，有时会根据保护效果，调整保护应对措施，也就是调整

“药方”，以达到最有效的救治。

致远舰出水文物的材质多样，有金属、木、瓷、皮革、骨等多种

质地，仅金属文物一项，就有铜器、锡器、银器等。而针对每一种材

质、不同的腐蚀程度，都需要开具不同的“处方”。作为“主治医生”，

我以致远舰出水的格林机关炮为例，谈谈具体的保护过程。

首先是“望闻问切”。当打捞出水的文物送入出水文物保护

实验室，我们会先做登记信息，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留存它的整

体信息。然后，通过“望”和“闻”，做好文物病害的调查，绘

制出文物的病害图，圈定文物表面发病的位置 ；“问”寻考古

队，关于文物在出水前所处的环境、出水后的表现状况以及出水后有无现场保护措施

等；“切”，即摸文物，了解文物病害的严重程度，并取少量样品去做一系列检测——如

色度测试、扫描电镜观察、离子色谱和 X 射线探伤分析等。

其次是“诊断病理”。通过“望闻问切”和一系列检查发现，格林机关炮采用的是

含锌的锡青铜制成。表面覆盖有绿色的腐蚀产物和凝结物，且在枪管的顶端有白色盐颗

粒析出，局部有腐蚀产物。

格林机关炮之所以出现以上症状，是由于致远舰长期埋藏于黄海的海泥中，受到海

流的冲刷、海水的浸泡和海底生物的噬食等多种破坏因素。特别是被打捞出水后，由于

环境的改变，存在于表面凝结物中的海水和铁的腐蚀产物，在凝结物疏松的部位会发生

盐析现象，同时氧气可到达铜基体，导致铜炮的腐蚀加剧。

最后是“对症下药”。根据以上诊断，格林机关炮发生了电化学腐蚀和化学腐蚀。

为了消除腐蚀症状、减缓腐蚀速度，需要在它腐蚀过程中设置障碍。根据致远舰的保存

情况和腐蚀特点，我们选择了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在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将器物的影像资

料保存完整的基础上，采用化学浸泡脱盐、表面机械除锈等多种方式，去除凝结物等介

质，以减少或除去病症现象和病变诱因；充分干燥后再添加 BTA 与 B72 （两者均为化学
物质——编者注） 做缓蚀和表面封护，减少发病几率和减缓发病程度。

2014 年至 2016 年，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现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 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接致远舰出水文物保护项目。为了实现保护成果

的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我们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做了展示软

件和展示实物，在保护项目完成后，以多

种方式积极传播保护成果。

我们保留了“治疗”全过程的照片——

清洗、脱盐、去除凝结物、除锈、缓蚀和

封护等，还通过三维激光数字化软件，生

成了三维模型和三维展示系统。参观者可

以通过自动控制软件，进行保护实操，提

升了观众的沉浸式参与感。

我们制作了致远舰铜炮修复前后各部

件的 3D 打印复制品，并模拟现场文物的

纹理信息，精准地还原实物。该复原品存

放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实验室，近

期还作为出水文物的典型成果，在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文物保护利

用主要成果展”上展出。

致 远 舰 出 水 的 重 要 文 物 在 全 国 各 地

展 出 ， 包 括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的 “ 再 现 致 远

舰——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出水文

物展”、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的“寻找致远舰”、邓世昌纪念馆 （海

珠博物馆） 的“邓世昌与致远舰”、宁波

中国港口博物馆的“海魂归来——致敬致

远舰”等。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

□ 张伟丽

不久前，河南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公布

重大发现，州桥东岸石壁重见天日。石壁

由上下 16 层石块错缝垒砌而成，南壁存

约 23.2 米，北壁存约 21.2 米，通高约 3.3
米，总长约 30 米。石壁雕镌海马飞鹤巨

幅长卷，今南北壁各存海马 3 匹，每匹海

马前后各一只飞鹤，祥云点缀其间。

海马是水界精灵，能踏浪飞奔，堪称

水界飞毛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瑞兽，常

用来祈佑楼宇、河渠、桥梁平安。这些海

马欣赏过州桥明月，经历过宋金兵火，如

今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端详这来自 900
多年前的神兽，有许多问题萦绕心头。

海马石壁是怎么来的

海马石壁与州桥的修造并不同时。州

桥 始 建 于 唐 建 中 年 间 （780-783）， 宋 朝

曾改名天汉桥。它北通御街，桥上是车驾

御路，还是使节入朝的必经之路；桥下是

漕运咽喉，江淮湖浙的粮米、东南的百物

众宝、西山的薪炭，都仰赖这条漕运送往

京师。汴河帆影点点，舟船如织，州桥雄

踞汴河之上，面子里子都得做足。

海马石壁的确切建造年代正史无载，

据 史 料 推 断 应 在 宋 哲 宗 绍 圣 （1094-
1097） 初。督造官是清汴司贾种民，朋友

章惇、宋用臣与此事也有关系。北宋都水

监 下 设 汴 河 堤 岸 司 ， 元 丰 年 间 （1078-
1085） 引洛入汴，堤岸司改称清汴司，宦

官 宋 用 臣 任 提 举 官 。 元 祐 八 年 （1093），

章惇拜相，宋用臣掌管京师营造，贾种民

掌管汴河堤岸。

宋人张知甫 《可书》 多记北宋旧事，

备 述 州 桥 石 壁 的 修 造 细 节 。 章 惇 拜 相 之

初，采纳贾种民的提议作州桥石岸。本来

石岸已成，另用熔化的铁水浇注石缝，但

求百年永固，里子的功夫是做足了。可惜

从面子上看，光秃秃的石壁有些单调，显

得上阔下狭，像一个硕大的广口瓮，宋用

臣见了大笑而去。贾种民登门求教，宋用

臣建议雕镌海马水兽等祥瑞图，这才有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海马石壁。

宋人陈次升 《谠论集》 有一道弹劾贾

种民督造天汉桥用人太多、耗费过巨的奏

折，叶梦得 《避暑录话》 也载有贾种民绍

圣初的修桥趣事，说他天天穿着官服、拿

着棍子亲自到工地监工。这些记载，也为

后人研究提供了更多信息。

海马是何方神兽

水 产 海 马 始 见 于 唐 代 药 典 《本 草 拾

遗》，体长数寸；明清时期黄山有山民负

客 游 山 ， 足 健 如 马 、 横 行 云 海 ， 也 称 海

马；江浙地区还曾称轻利之舟为海马——

它们当然都不是瑞兽海马。

瑞兽海马是水界精灵，有人说它是舶

来品，其实很可能是根植于汉文化的本土

吉祥物、华夏神兽。《礼记》 有“龙马负

图 ” 传 说 ， 很 早 马 与 龙 、 水 就 有 紧 密 联

系，以水泽出马为祥瑞。而且古人提到海

马和水马、泽马、天马、神马、龙马等名

称，也常常傻傻地分不清，不作区别。咱

们来扒一扒它们的渊源，理一理海马的成

长小史。

水马。《山海经》 记载：“ （滑水） 中

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传说滑

水产水马，前腿有纹、长着牛尾。后来，

能 和 水 扯 上 关 系 的 马 都 可 以 称 水 马 、 泽

马 ， 跟 文 臂 牛 尾 的 水 马 便 不 是 一 回 事

了 。 东 晋 王 嘉 《拾 遗 记》 说 “ 变 乘 桴 以

造舟楫⋯⋯泛河沉璧，有泽马群鸣”，王

融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说“天瑞降，地

符升，泽马来”，马只在地上跑，能踏浪

飞奔的泽马，是了不得的祥瑞。

天马，代表是渥洼马。《汉书》 有关

渥洼马的记载很玄乎，说“ （元鼎四年）

秋，马生渥洼水中”。实际上是，有个叫

“暴利长”的刑徒被流放到敦煌，发现此

地有一群野马，很是不凡。为贡献祥瑞，

他 夸 说 野 马 出 自 渥 洼 水 ， 取 意 于 《山 海

经》 和龙马负图传说。武帝很高兴，特意

作 《天 马 歌》。 晋 代 郭 璞 《山 海 经 图 赞》

说“马实龙精，爰出水类。渥洼之骏，是

勒是蹄”，干脆把半真半假的渥洼天马和

《山海经》 中的水马合二为一。

龙 马 。《周 礼》 称 “ 马 八 尺 以 上 为

龙”，不管是龙马、龙驹，还是天马、龙

媒，原本指的是渥洼之类的千里马，如杜

工部的“渥洼骐骥儿，尤异是龙脊”、李

太白的“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

骨 ”、 苏 东 坡 的 “ 时 西 域 贡 马 ， 首 高 八

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等，虽以

龙作比，本皆凡间走马。

龙为天上马，马乃地下龙，古人认为

龙马承载天意，又称神马、玉马，慢慢神

化， 便 不 再 是 凡 间 走 马 了 。《宋 书·符 瑞

志》 描 述 ：“ 龙 马 者 ， 仁 马 也 。 河 水 之

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旁有垂毛，

鸣声九音。”《符瑞志》还记载了泽马、腾黄

等有史以来的各类神马，通天入海、畅达四

方，甚至能言、不死，骑乘者可长寿。

海 马 。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山 海 经》

的水马、《周礼》 的龙马、《汉书》 的渥洼

马等，都能称作海马，宋前后凡间渥洼骏

马、蹈水不没的海马和生有垂鬣、鳞甲、

双翅的龙马，渐渐有所区别，基本确定凡

间千里马、水精海马、龙翼天马三分天下

的格局。

在宋人的观念里，“水马生水中，善

行如马，亦谓之海马”，最大的特点就是

能 踏 浪 飞 奔 。 海 马 抛 弃 了 不 太 和 谐 的 牛

尾，保留了“马八尺为龙”的高大形体，

最终变身为象征帝王仁德的瑞兽。

海马还不怕火。南宋江少虞 《皇朝事

实类苑》 有“赞宁识海马骨”的故事，说

海马“上胫可长五尺，膝以下长三尺，脑

骨若段柱”，其巨如此；海马骨“积薪焚

三日不动”，其不惧烈火如此；凡马被海

马骨吓得“裂鞍断辔、棰之流血，掣缰却

立”，其神威如此！

瑞兽很多，宋用臣为什么单单建议州

桥石壁选用海马呢？一者州桥地处都城中

轴线，古称子午线，与午马的地支位次相

合；二者因海马乃水精，不惧水火、健足

善走，雕镌于州桥之侧，乃祈佑漕运顺遂

畅达的意思。

海马长啥样

州桥石壁受水啮日晒，又埋藏日久，

细节多漫漶不清，幸有图籍可查，可为复

原之助。《大唐开元占经·马占》 引 《瑞应

图》 描摹龙马：“龙马者，高八尺，长头

身，有鳞甲，骼上有翼，旁有垂毛，鸣声

九 音 ， 蹈 水 不 没 。” 比 较 前 文 《符 瑞 志》

可知，龙马高八尺，善蹈水，有双翼、鳞

甲、垂毛。

海马长啥样呢？海马形体高大，没有

双翼和鳞甲。李诫 《营造法式》 列举㼧瓦

上常用的 9 种走兽，其四、五分别是天马

和 海 马 ， 从 宋 代 开 始 它 们 已 和 行 龙 、 飞

凤 、 行 狮 、 飞 鱼 、 牙 鱼 、 狻 猊 、 獬 豸 一

道，守护凡间楼阁殿宇。天马、海马还常

用在雕作、彩画作。《营造法式》 存有图

样，天马与海马很像，惟天马色白、生双

翅，海马色暗、无翅。以一雄一雌成对为

常式，其一昂首奋蹄，其一回首顾盼，二

马相映成趣。

州桥海马踏浪奔腾，头顶独角清晰可

见，马首顾盼之姿、马尾飞扬之态，与《营

造法式》中的海马高度一致。据现场测量，

州桥海马通高 2.3 米，与史料所载马高“八

尺”相合，是按 1∶1 的比例雕镌。

海马纹应用广泛。宋人徐兢在宣和五

年 （1123）出使高丽，见其仪仗海马旗，“中

绘一海马，前膊有鬣，状如火炽”。此旗与大

宋仪仗海马旗渊源深厚。元明以降，海马纹

是瓷器的常用纹样，如明成化斗彩海马纹

天字罐、明成化斗彩海马纹敞口盘、斗彩海

马兽纹双耳扁壶、嘉靖海马素三彩碗等，继

承《营造法式》海马形象，变化在于头顶独

角消失、后腿偶另有火焰纹。

《营 造 法 式》 所 绘 海 马 的 头 、 身 、

鬃、尾、蹄等，都跟凡马一样，只是头生

独角、前腿处有飘扬的鲜红火焰纹，后世

的海马图样与它一致度很高。而州桥海马

与它大体一致，但有三处不同：没有神兽

标志性的火焰纹，而且肢节长垂毛、脚呈

偶蹄形。

“旁有垂毛”属龙马特征，偶蹄更令

人费解。难道是因为当时龙马、海马尚未

完全分化定型，抑或因石壁遭水啮日晒致

火 焰 纹 磨 损 ？ 州 桥 海 马 带 给 我 们 太 多 惊

喜，也留下太多谜团。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开封州桥海马，原来你是这样的神兽

开封州桥海马石壁。

古代蹴鞠场景。

《宋太祖蹴鞠图》 原作者为北宋苏汉臣，元代

钱选临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蹴鞠纹青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清代五彩蹴鞠图高足碗，中国体育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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