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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永世不得入关！”这是清宫剧中的一
句常用台词。清宫剧的热播，也使得

“宁古塔”这个名字尽人皆知。
许多人以为宁古塔是一座塔，当

地也有“牛拱塔”的传说，但这毕竟
是传说。清代流人所著 《宁古塔纪
略》 中曾说：“宁古塔……虽以塔
名，实无塔”。据 1924 年 《宁安县
志》记载：“宁古塔名称始见于《清
大事志》”。可见史书上最早称其为
宁古塔，是源于明初女真人移居海浪
河流域，称“东海窝集部宁古塔
路”，从此，人们开始把海浪河流域
称为“宁古塔”。

如今，宁古塔将军府旧城遗址就
坐落于哈达湾以下海林市长汀镇宁古
村的海浪河岸边，这样的地方自然宜
兵宜居。宁古塔将军府旧城为清代古
城遗址，原有外城，现仅存内城东北
部残墙300余米。据史料记载，1631
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命宁古塔
守御吴巴海监造宁古塔城，1636年
（崇德元年） 建成。据 《盛京通志》
载：“宁古塔旧城，在海兰河（今海
浪河） 南岸有石城 （内城），高丈
余，周一里，东西各一门。”经实测
石城为正方形，边长 171 米，周长
684米，外城边墙周围 2.5公里，四
面各一门。1662年（康熙元年），清
政府设立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简称
宁古塔将军。宁古塔叱咤风云的历史
文化，就从这里发端。

康熙五年（1666年），宁古塔将
军府搬迁至现今宁安市的牡丹江

边，1676 年 （康熙十五年），又迁
至吉林乌拉街。为了区别两个宁古
塔城，人们称新建的为“新城”，称
废弃的为“旧街”。海林市的旧街因
此而得名。

从以上史料可见，宁古塔作为城
池，有新旧两处；作为将军驻地，有
三处，即：宁古塔旧城、宁古塔新城
和吉林乌拉城。因世事变迁，新城已
经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了，海林市于
2013年将宁古塔将军旧城遗址申报
国家文保单位并被批准。

宁古塔作为城池名称，进而演变
为官史名称，同时也是其管理的地域
名称。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宁古
塔将军辖区“东滨大海，西接边墙，
南峙白山，北逾黑水”。宁古塔遂成
为盛京（沈阳）以北管辖黑龙江、乌
苏里江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
中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宁
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并设黑龙江
将军，与盛京将军一起，构成了东三
省的雏形。

宁古塔将军府的三次搬迁，皆因
军事作战需要。大量流人的到来，
他们交游酬唱，记录山川风俗，赞
颂沙尔虎达和巴海等宁古塔将军所
率领的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又演
绎出了著名的流人文化，成为黑龙
江乃至吉林的文脉。近年来，更是
形成了一股宁古塔历史文化研究热
潮，使得宁古塔历史文化成为黑龙
江文化亮点之一。

（本文作者系黑龙江省海林市政
协文化和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

宁古塔旧城：

一段残垣 百年文化
肖甲文

唐代的马球场

1998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考
古队在福建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工地
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那里一处唐代
马球场遗址。此次发掘面积达到400
多平方米，揭露出的地面平坦坚硬，
总厚度达到25-30厘米，由上而下分
为五层。

2018年4月到7月，考古队又在
冶山片区清理出唐代马球场遗迹，揭
露面积约60平方米，保存厚度8-25
厘米，共有2-7层夯土，在其东部发
现两块柱础石，推测可能是马球场东
部边界的附属建筑。这就是位于福建
省福州市冶山春秋园内的唐代马球场
遗址。

出土于1958年的唐《球场山亭
记》残碑目前藏于福建博物院，其上
刻“冶山，今欧冶池山是也。唐元和
八年，刺史裴次元于其南辟球场”等
字样。此碑为唐宪宗元和八年（813
年）福州刺史裴次元为纪念新建球场
而立。据《三山志》记载，福州曾有
旧球场，但规模狭小，远离军营。裴
次元出任福州刺史后，亲自考察，在
冶山开辟了一个新球场。

当时新建的球场风格沿袭了唐代
长安的马球场，又结合当地风土人
情，施以巧思，利用自然地形，以园
林、山水和亭台楼阁环绕马球场，将
军事训练、体育运动和风景游览相结
合，所谓“奔星乱下花场里”，在唐
代众多的马球场中独树一帜。

据记载，北宋熙宁年间，此碑被
搬到州署衙门，此后下落不明，直到
一千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碑文翔实地
记录了中唐时期福州城市发展的情
况，从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文
化、城市建设与园林艺术等方面，展
示了唐代福州的繁荣景象。

在唐代，马球运动经历了从军营
到皇宫、再到民间的发展过程，风靡
全国。激烈的马球比赛场景、热闹的
观众画面、愉快的赛场故事，都浓缩
在唐代出土的壁画、陶俑、铜镜等等
文物中，无声地讲述着马球运动在唐
代的辉煌故事。

1956 年，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
含光殿遗址出土一块方形石志，上有

“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
未月建”字样。根据铭文，此石志制
作于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十一
月，比大明宫初建时晚200年左右。
铭文中将“含光殿”和“毬场”并
称，说明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
球场。

可以说，在唐代宫苑内，马球场
是重要的设施之一。据统计，大明宫
内共有10处球场，分别是宫内麟德
殿、中和殿、清思殿、飞龙院四处，
东内苑的左神策军、右龙武军与龙首
池南三处，西内苑的梨园、右神策军
和含光殿三处。足见唐朝王室对于马
球的喜爱。

唐代马球场地大小不等，根据土
质结构与铺筑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
泥地球场、草地球场和山地球场三
种。其中，泥地球场是最主要的一
种。军队驻地的球场一般都比较大，
宫廷的球场通常会小一些。

整体来说，唐代马球场要比现代
马球场地大一些。现代马球比赛为八
人八马，唐代马球场上可达二十人二
十马。球场多为长方形，比较宽阔。
球场设有球门，为了美观，有人会在
门柱上绘彩色图画，因此球门也被美
称为“画门”，唐诗中就有“衔得流
星入画门”的句子，以描写进球的
场景。

唐代除长安、洛阳外，福州、徐
州、南梁等地都修建有球场，西北的
敦煌也有马球场。从敦煌遗书中《张
淮深变文》可知，唐代归义军首领张
淮深曾在马球场中举行盛大仪式，迎
接朝廷派来的使者。

唐代的马球马和球

据记载，唐玄宗时，宫中的马球队
比赛中，马匹都需要“左萦右拂，盘旋
宛转”，非常灵活。当然，做这样的高
难度动作，危险程度也很大，时常会出
现马匹脱缰甚至受伤的事故。

一匹优质的马球马，通常价值千
金。唐玄宗时，于阗国特使曾进贡两匹
专用于打马球的马，分别叫“玉花骢”
和“夜照白”，将这两匹马从于阗运到
长安就用了半年之久。

马球马上场时的装扮，也值得一
提，除“银蹬金鞍外”，马匹的尾巴和
鬃毛都要经过特殊处理，或剪去马尾，
或将马尾打结，马鬃则需要剪平或编成
小辫子，以防在奔跑冲撞中马匹的鬃毛
和尾巴相互缠绕。比赛的激烈程度由此
可见一斑。

其实，唐代马球设施装备与规则
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但也在不断地发
展变化。比如，打马球所用之球，当
时称作“鞠”，大小如成年男子的拳
头。唐代初期，“鞠”是用几层皮革裹
上动物毛发做成的，柔软轻巧且有弹
性，外面涂以七彩，称作彩球、画球
或者七宝球。

唐代开元年间起居郎蔡孚 《打球
篇》诗中就有“宝杖雕文七宝球”的句
子。唐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
用木制马球，即以轻而结实的木头做成
球形，再于其外裹上薄薄的皮革并涂成
朱红色。这种球一直沿用至宋代。

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的唐代棉
线球和黑龙江省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
唐代象牙球，推测为唐代的马球用球。
另外，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也曾经展出过
与马球用球形制相似的球形实物。

其中，1959年新疆出土的唐代棉
线球，制作此球的棉线分为两种，一种
较宽、较长，为分段织造而成，另一种
则为两股线捻成的棉绳。两种棉线错综
缠绕成紧实的线球。表面较为光滑。外
部原应有包裹物，通常是熟好的皮子，
皮面既能使球在击打过程中有弹性，又
牢固耐用。

唐代的马球画

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章怀太
子墓马球图壁画生动地再现了唐中宗时
期马球运动的盛况。

章怀太子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
县，是乾陵17座陪葬墓之一。唐章怀
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
子。该墓墓道壁画共进行过两次绘制，
第一次是唐中宗神龙二年 （706 年），
李贤以雍王身份迁葬时绘制的；第二次
是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年），追封李
贤为章怀太子并将其与王妃房氏合葬时
重新绘制的。在出土发掘时，考古工作
者在揭取壁画时发现两重壁画的痕迹仍
十分明显。因马球图壁画画面巨大，揭
取时将其分割成了五块。

唐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壁画位于墓道
入口的西壁，与东壁的狩猎出行图壁画
相互对应。画面上有20余匹正在跑动
的骏马，体态丰实，马尾用细绳紧扎。
骑士均头戴幞头，身穿白色或褐色窄袖
袍，脚蹬黑靴，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
形球杖，在场上驱马争夺。画面最前面
一人回头看球，紧随其后的一人骑在飞
驰的骏马上，回身反手作击球状，另有
三人正驱马向前准备抢球，画面中还有
一骑白马者，手中没有球杖，应是裁
判。画面远处是青山和古树，表现的似
乎是在郊外打球娱乐的情形。整个画面
布局紧张有序，真正达到了“疏可走
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

200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

了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
墓之一的嗣虢王李邕墓。该墓修建于唐
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墓道壁有一
马球图壁画，表现的是双骑争球的场
面。李邕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李凤的
嫡孙，身份显贵。壁画中男子均骑于剽
悍骏马上，左侧男子手持缰绳和球杆，
头戴黑色幞头，飘带在空中飞舞，身穿
红色袍服，脚蹬黑色马靴，满面虬髯，
似胡人模样。右侧男子右袒，显示出结
实的肌肉，正回头后望，右臂上举，欲
挥杆击球。两匹骏马均前蹄腾空，配合
主人动作。马匹色彩鲜明，人物形象鲜
明，笔法简练传神，富有强烈动感。这
幅马球图应是墓主人生前娱乐生活的
写照。

唐代的马球人

唐代马球运动相当普及，唐代马球
运动经历了从军营到皇宫再到民间的发
展过程，风靡全国。唐代人民对它拥有
空前的热情，从帝王到平民，从军营到
内宫，从武将到文人，甚至嫔妃宫女中
都不乏马球高手，并受到专门训练。

依据唐代传统，进士及第要举行一
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曲江会、杏园
宴、月灯阁球会等，其中，月灯阁球会
就是新科进士之间进行的马球比赛。透
过这一习俗，可以看出当时马球不仅是
好武之人的特长，在文人学士间也颇受
欢迎。每年球会看棚栉比、万毂千蹄、
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此外，晚唐女诗人鱼玄机曾写过一
首打马球的诗《打球作》，全诗婉转清
丽，语带双关，是现在比较可贵的记录
女子马球的资料：“坚圆净滑一星流，
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
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
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
取最前筹。”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南
里王村唐韦泂墓出土过19件三彩打马
球女俑。这些女俑的马球马呈昂首直立
状，身上的彩绘鲜艳夺目。骑在马上的
击球者，均头梳双髻，身着红、绿搭配
的翻领外衣和长裤，足蹬黑靴，神情专
注地做出各种击球姿势。

2012年，河南省洛阳市华山北路
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出土4件形制相同
的三彩打马球女俑。这里的马球马体型
较高，马首偏向左侧，从头顶起沿颈背
至肩胛处鬃毛浓厚，臀部浑圆，螺旋状
翘尾，立于长方形底板上。马身施黄
釉，马面、马鬃、马尾及马蹄呈乳白
色，马鞍为酱釉、绿釉交错，五彩斑
斓，马腿部有流釉。

同时，骑俑外穿翻领窄袖长襦，脚
蹬平底高筒靴，发色乌黑，面部圆润，
躬身向左，右臂涂朱并平抬胸前，左手
屈肘后拉作奋力挽缰状。骑俑颈部以上
无釉，胸部及长襦施黄釉和绿釉，高筒
靴施绿釉。

王雄诞夫人魏氏生于隋开皇十六年
（596年），王雄诞去世时（623年），魏
氏27岁。唐垂拱二年（686年）魏氏去
世，享年90岁。可以说，唐王雄诞夫
人魏氏墓出土三彩打马球女俑代表了唐
代高超的唐三彩工艺水平，也展现了唐
代为大众所喜爱的马球运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唐马球纹
铜镜。此镜背正中置一圆纽，纹饰内外
区以连弧纹相隔。内区为主纹，以纽为
中心有四人骑马作打球状，骏马奔驰，
四马之间以山、树为衬，构图舒展而
生动。

唐人对马球服装非常讲究，常见比
赛服装多为帛制或锦制，窄袖、圆领，
长度过膝。腰束丝带，或用特制的腰
带，镶珠嵌玉或以玉石制成，又称宝带
或玉带。

唐代的马球礼仪

马球运动对体力有很高要求，一场
下来，球手往往大汗淋漓。这时就需要
更换球衣。唐人李廓的《长安少年行》
一诗中就有“长陇出猎马，数换打球
衣”的句子。在唐代马球活动中，无论
帝王贵胄，还是职业打球军将，皆喜戴
幞头。幞头一般用帛、锦、布制作，内
衬桐木或纱、麻。幞头后部的拴带自然
下垂，称为垂脚，也可盘卷折叠成各种
样式。

关于球靴，史料中见得最多的有两
种：丝鞋与乌皮靴 （青膝长筒皮靴）。
丝鞋多用于娱乐，乌皮靴多用于弋猎、
征战。正规的马球比赛中，球手多穿乌
皮靴，由六块皮缝制而成，又称“乌皮

六缝靴”，靴尖微微上翘，靴底有软底
与硬底两种，唐宋多为软底，元明以后
硬底渐流行。《便桥会盟图》卷中所绘
人物穿软底靴，而《明宣宗行乐图》卷
上所绘则为硬底靴。

在现存的敦煌文书中，学者们还发
现了两封关于马球的有趣书信。其中一
封是邀请函，邀请一位当地官员来打马
球。其中写道：“数日言会，群公悉
集，朋流悦兴，无过击拂。伏承畿官，
骏卫爽明，每事华饰，终是球伯，美之
难及，形睹指拨，倍随仁德，便请降
至。不宣。谨状”。大意是：这几天恰
好几位朋友来访，大家聚到一起，最开
心愉快的事情，莫过于打马球了。您的
骏马、骑术与球技都是我们这里有名
的，所以请您一定到场指教。

下面紧跟着的是一封答书：“忽奉
来书，伏承诸贤并至，深谢眷厚。喜得
陪随，便乃奔赴，不敢推延，谨还状不
宣。谨状”。大意是：收到来信，非常
荣幸，感谢您的厚爱。如果能陪同诸公
一起打球，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一定到
场，不敢推辞延误。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
研究助理、女子马球手）

唐代马球故事
王婧婵

履痕
处处

LVHENCHUCHU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英模蜡像展”
开展，共展出30尊近现代英模蜡像
作品，结合艺术化场景设计、英模
文物展示、英模名言电子阅读等多
种表现形式，向观众呈现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奋斗的英模人物的
动人事迹，弘扬他们不屈不挠、锐
意 进 取 、 无 私 奉 献 的 伟 大 精 神
品格。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英模蜡像
展”以历史脉络为轴、以民族复兴
为线索，选取了建党百年以来与祖
国同行、与时代共进，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事业而奋勇拼搏的30位英
模人物。其中既有李大钊、向警
予、方志敏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
先驱，也有王进喜、雷锋等无私奉

献的劳动模范；既有鲁迅、聂耳、
冼星海等为人民而创作的文艺巨
匠，也有钱学森、李四光、袁隆平
等以身许国的科学巨擘；既有焦裕
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心系群众的
人民公仆，也有罗阳、黄大年、黄
文秀等苦干奋斗的时代楷模。

展览还展出了相关文物：向警
予 写 给 侄 女 向 功 治 嘱 咐 其 多 向
毛泽东等人请教的家书、冼星海为
白韦题写的有关中国新兴音乐具有
革命性的赠言、周恩来手书的雷锋
日记选句、华罗庚在去世前夕讲学
时所用的授课提纲、李四光关于地
热问题的手稿、孔繁森在外出考察
时为孤儿准备的新疆帽、王忠诚在
悉尼第12届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所
获奖章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英模蜡像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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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亦名笔床、笔
格、笔山，是古代书案
上放笔或架笔的专用
工具。

笔架的质地有各色
玉雕、铜鎏金、仿古
铜、哥窑、定窑、木
等，造型则有山形、子
母猫形、十二峰形、三
山与五山形，还有天然
木 形 以 不 加 斧 凿 为
妙者。

此笔架呈五峰山
形，红铜制，附木座，
山峰造型也有高下层
次，置于几案上，颇有
意趣。

铜笔架，清，高 4.8 厘米，宽 9 厘米，厚 5 厘
米。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马球，被称
作击鞠、打毬或击毬。从汉末开始，
史籍中关于它的文献便逐渐出现，直
至隋唐，遂成大观，成为古代中国颇
受重视的体育活动之一。

在《中国马球》一书中，王婧婵
博士以时代为顺序，将中国古代马球
相关陶俑、壁画、砖雕、铜镜、石
刻、书画等重点文物图片整理收集起
来，向世人呈现完整、丰富的中国古
代马球历史。

本刊特别邀请其讲述文物中的唐
代马球传奇故事，以飨读者。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泰安乡金湾坝
工地出土唐马球纹铜镜 扬州博物馆藏

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出土三彩打
马球女俑 唐垂拱二年 （686年） 洛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日前，第五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
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会议
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共同主办。来自全国高校和边疆地区
考古科研机构的90余位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本次会议共推出 53 场学术报
告，涉及议题非常广泛，涵盖边疆考

古新发现、新进展，展现了中国边疆
考古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这些议题
既是对边疆文化遗产的关切，也展现
了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深刻
思考。

会议期间，同时组织青年专场学
术报告，旨在搭建青年交流互鉴平
台，培养更具未来视野的边疆考古青
年人才队伍。

第五届中国边疆
考古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记者 付裕

铜笔架

唐韦泂墓出土彩绘打马球女俑 唐中宗时期 （705-710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