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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我们一行几人来到河
南省郏县李口镇张店村，访古探幽，
这里是“汉初三杰”之一的汉留侯张
良的故里。

走进郏县张店村口，著名文物学
家罗哲文手书的“西汉留侯张良故
里”8个大字映入眼帘。2008年 8月，
郏县张店村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2014年，又被命名为“中国传
统村落”。

这里还与蜀汉丞相诸葛亮有着一段
渊源。这还要从张店村村史馆里的千年
石刻碑说起。2006年的春节，张店村村
民张振洋回乡过年，在村民修建房屋的
宅基地旁闲逛时发现一个独特的石碑，
感觉有点奇怪，就组织人把石碑抬到一
块空地上擦拭干净，发现石碑上刻有文
字，碑文内容清晰地显现出来：

亮 携 元 直 ， 建 安 六 年 春 ， 踏 贤
宗。观地势不严，然清静秀逸，乃龙
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
辈叹之、敬之、效之。

共6行，57个字。

碑文中的“亮”到底是谁？“元直”
又该是谁呢？考虑到“建安六年”的时代
背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蜀汉丞相诸
葛亮，以及他的好友——颍川名士徐庶
（字元直）。

经多方论证发现，这是诸葛亮在建安
六年（公元201年）春天，和其好友颍川
郡阳翟人（今许昌禹州市）徐庶慕名前来
拜谒张良后撰写的纪念文字。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在公元 201
年来到平顶山下张良故里拜谒留侯张
良？这说明在当时诸葛亮从山东琅琊阳
都 （今山东沂南县） 随叔父诸葛玄去南
阳和襄阳过程中，因祖上有人长途劳累
病故，在平顶山下为祖上结庐守墓 （平
顶山市卫东区诸葛庙社区存放的明代牛
凤《改正诸葛武侯祠记》有记载：“躬耕
南阳，尚在厥后”）。在守墓期间，因敬
仰汉留侯张良，就和徐庶前去张良故里
拜谒。

石刻碑文拓印之后，经中国书法家协
会原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俊杰鉴定
后认为：“此石隶书结体方正，清隽而疏
朗。因非庙堂之用，故又具洒脱飘逸之
气。文字线条瘦劲而爽健，尽管已到汉
末，线的起收与转折处已出现圭角，这是
汉以后所有隶书最明显的特征。但此石气
息上仍然弥漫着只有汉人才有的淳厚、高
古、苍茫之气。年轻时的诸葛亮并非以书
名世，而此偶尔乘兴所书的数十字，却使
我们感受到了其文之畅，其书之精，其情
之诚……此可证之。”此后，石碑又经罗
哲文鉴定后认为，“碑刻真实，确为当年
诸葛亮之手书”。

平顶山郏县张店村诸葛亮碑的出土和
发现，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也实现了

“一碑双证”，既证明了诸葛亮随叔父诸葛
玄南下在平顶山寓居的一段历史，又证明
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故里就是在平
顶山郏县张店村。作为平顶山政协人，要
做好文物保护，搞好文化传承，推进文旅
融合，打造文化名片，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作者孙高平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
区政协副主席）

张良故里寻诸葛
孙高平 本报记者 王有强

现代马球传入中国

现代马球开端于 1859年印度
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地区。驻扎在印
度 的 英 国 中 尉 约 瑟 夫 · 谢 勒
（1629-1901） 看到当地人在打马
球，被马球运动带有的军队骑兵气
质深深吸引。

当年，在印度东北部的卡查尔
小镇，约瑟夫·谢勒与罗伯特·斯
图尔特上尉和7个当地茶农一起建
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马球俱乐部——
西尔查马球俱乐部，这年也被认为
是现代马球的开端之年。

1873 年 5 月 22 日，上海英文
报纸 《字林西报》 刊登了印度曲
棍球俱乐部马球规则 （马球通常
被称为马上曲棍球），这可能是中
国关于现代马球的最早报道。文
中这样写道：“我们刊登了‘马
球’的比赛规则，‘马球’在孟
买非常受欢迎，在上海也应受到
欢迎。”

上海收藏家陈骏捷收藏有一
件带有龙纹图案的马球比赛奖杯，
时间应为 1904-1906 年间，奖杯
上有“TPC”字样，有推测认为是
天津马球俱乐部的英文缩写。

有资料显示，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上海、天
津、青岛等地赛马活动十分盛行，
观赛场景热闹非凡。据调查，当时
马球活动的举办基本依托于各跑马
场，跑马场的观赛盛况也可以从侧
面反映出马球活动的兴盛。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
海 跑 马 总 会 也 进 入 全 盛 时 期 。
1932 年，上海跑马总会拆除旧
屋，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上海
跑马总会大楼。该建筑现在为上海
历史博物馆所在地。1989年，该
建筑被列入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人的马球队

1932 年 8 月，胡惠林、王昆
山、童振远和顾兆麟4人在上海组
建首支中国人马球队，定期在江湾
跑马场参加马球训练和比赛。当时
上海报纸《大陆报》《星期日泰晤
士报》等均报道了第一支中国人马
球队的消息。

1932年9月，新加坡《海峡时
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和马
球》的文章。1933年1月，英国伦
敦《商流》杂志也报道了中国人马球
队的消息。第一支由中国队员组成的
马球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激
发了更多的中国骑士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

1932年8月，华懋杯马球系列
赛第一场比赛在江湾马球场举行，
以中国队员为主的江湾勇士马球队
以6比2战胜以美国队员为主的马
球队。1933年9月，在江湾马球场
举行的华人挑战杯马球系列赛的一
场比赛中，华人四重奏马球队对阵
美国马球队。随着中国人马球队以
及有华人参加的马球赛出现，中国
骑手在上海马球界的地位大大
提升。

随着华人马球队的不断发展和
出色华人马球手的不断涌现，市场
上出现了含有马球元素的商标、广
告等。如民国时期上海鼎新染织厂
的马球牌商标，上面就绘有3名华
人马球手打马球的场景。

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驻
防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军
长商震非常重视开展体育运动。在
他的督促与安排下，由骑兵团青年
军官们组成的中国第一支军队马球
队于1933年春成立。

1934 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三
十二军马球队与北京外国联队进行
第一场比赛，比赛在北京东交民巷
马球场举行，现场人山人海。最

终，三十二军马球队以5比3获得胜
利。这是中国马球队首次在北京与外
国队比赛，中国马球队的胜利，为中
国人争了光。

1935年10月，当时的全国运动
会在上海举行，参会人数超过前五
届，马球是表演项目之一。据 《申
报》报道，马球队一行11人，包括
球员 8 人及教练聂保、领队刘剑萍
等，还有17匹马，从保定启程前往
上海。在《大公报》（天津）上，曾
刊登过全体队员合影的珍贵照片。
1935 年 10 月 17 日，马球队在田径
场内开始马球表演赛，原定表演两
场，后应市民强烈要求，又加演了
一场。

中国现代马球的兴盛

新中国成立后，马球运动也得到
高度重视，成为现代体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此时，马球运动在内蒙古最
先开展起来。

1951年，庞复庭由骑兵学校调
到内蒙古军区，骑兵学校原马术班的
一部分人员与马匹也调到内蒙古。他
们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马球试点训
练班。

1952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届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办，马球
被列为表演项目。地点在北京天坛公
园内新建的马球、马术和摩托车赛
场。在比赛中，内蒙古马球队的健儿
快马加鞭，以绝对优势囊括了比赛项
目的全部名次，内蒙古军区马球队的
精彩表演更使人们耳目一新。

1953年11月，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大
会竞赛手册显示，马球被列为表演项

目，被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天闭幕式后
进行，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两名
华人马球选手庞复庭和王士斌担任场
上裁判员，同时骑马入场。

马球表演赛原计划表演一场，由
于观众反响热烈，11月15日，在天
津北站体育场又增加了一场包含马
术、马球等6个精彩项目的表演。那
天是星期日，看台座位挤满观众，人
山人海。马球作为压轴表演项目，比
之前的那场比赛更精彩。

1959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
届全运会上，马球被列为正式比赛
项目。第一届全运会的马上项目
（马球、赛马、障碍赛马）在分会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第
一届全运会马球竞赛成绩记录表显
示，此次马球比赛采取大循环赛
制，比赛共有12支马球队的96名运
动员、192匹马参加，参加了 15天
的66场比赛。此次马球赛在规模和
时间上创造了大型运动会马球比赛
之最。

1959 年春，经中央人民政府体
育运动委员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
出版了《马球规则》，这是中国现代
马球的第一部正式规则。

第一届全运会后，中央人民政府
体育运动委员会看到马球运动在全国
恢复发展之迅速、技术提高之快，对
进一步发展该运动充满了信心。于是
在 1960 年 6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举行了全国马球锦标赛，共
10支马球代表队参加比赛。此次全
国马球锦标赛掀起了中国现代马球运
动的高潮。

随着马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
些具有马球元素的商品开始出现，如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火柴厂生产的印有马球图案的火柴
盒，20世纪50年代天津大陆烟厂生
产的马球牌香烟烟盒以及1970年上
海良益纸品厂印制的马球图案练习
簿等。

1972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恢复
组建马球队，一批年轻选手应征成为
新的马球手。1973年初，67岁的庞
复庭教练指导刚刚恢复组建的内蒙古
马球队。

1975年9月，第三届全运会在北
京举行，大会设有马球表演项目。内
蒙古马球队应邀在天坛体育场和宣武
区体育场轮流表演了20余场。

中国现代马球的繁荣发展

1978年，中国现代马球运动进
一步繁荣和发展。内蒙古马球队承
担了马球国际交流和表演的各项任
务。1975年至1985年间，内蒙古马
球队表演了 121 场马球赛，观众累
计达40余万人次。

1983年10月，应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的邀请，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马球队一行8人与内蒙古马球队进行
了两场友谊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内蒙古马球队第一次与外国马球队交
锋。比赛结束后，双方教练员和运动
员举行了经验交流会。1984年12月
24日至1985年1月10日，内蒙古马
球队应邀访问了巴基斯坦。此次出访
期间共进行了7场马球友谊赛（原计
划为六场，后加一场）。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马
上项目比赛（包括马球）在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分会场举行。

改革开放后，马球主题艺术创作
掀起新高潮，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作
品。如刘旦宅的《马球赛》、张世彦
的 《唐人马球图》 挂毯、罗远潜的
《唐仕女马球图》、彭先诚的 《马球
图》等。

其中，《唐人马球图》挂毯是一
幅大型艺术挂毯，在1984年洛杉矶
奥运会期间由中国奥委会赠给国际奥
委会。挂毯图案设计者为中央美术学
院张世彦，挂毯由河北省保定地毯厂
编织制作。

《唐仕女马球图》 为罗远潜于
1993年创作，画中描绘5名仕女打马
球的场景。彭先诚擅长没骨点染破墨
法，善画鞍马人物，绘有多幅马球主
题画作，其作品《马球图》曾获全国
体育美展一等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研
究助理）

文物中的中国现代马球传奇
王婧婵

本文作者经过多年努
力，寻访到带有龙纹图案
的马球比赛奖杯、首支中
国人马球队照片、第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文物等等诸多一手资
料和珍贵的口述史材料。
全面且细致地展现了中国
现代马球的发展状况，具
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史料
价值。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浙江省龙泉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在主城区，有一处面积达两平方公
里的江洲，名留槎洲，古称灵洲。花木
掩映中，有一高阁巍然矗立，气势雄
伟，匾额上苏轼手书“留槎阁”三字熠
熠生辉。

据清乾隆时期《龙泉县志》载，北
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任杭州
太守，他常与同僚及好友游宴，寄情山
水之间。

某天，苏轼与何子奇（字才翁）等
朋友泛舟西湖，欣赏美景，苏东坡说：

“才翁兄，西湖乃人间天堂，何不迁来
颐养天年？”何子奇说：我的家乡龙泉
有一景比西湖更佳，江中有一小洲，洲
上有亭阁，四周遍植桃柳。此小洲，形
如木筏，传说是仙人乘槎留下的。”苏
东坡举杯赞叹说：“得非张骞所乘之槎
乎？”张骞乘槎是指张骞奉汉武帝之
命，去寻找黄河的源头，乘槎溯水而上
来到天河的神话故事。

听了苏东坡的回答，船上众人纷纷
拍手，苏东坡即兴说：“尔家乡之洲，
何不曰‘留槎洲’？洲上之楼阁，应为

‘留槎阁’。”何子奇回答道：“如此，眉
山先生何不书名？”苏东坡欣然提笔，
写了“留槎阁”三个大字。

何子奇拿到题字后，捐资刻匾高挂
于阁楼上。当时，船上还有一位诗人陈
舜俞，他素与苏东坡、欧阳修等交谊深
厚，有感于两人同被排挤，于是作诗一
首：“闻说欧川似沃洲，一溪分作两溪
流。长桥跨岸虹垂地，高阁凌空蜃吐
楼。浩荡乾坤供醉眼，凄凉风雨送行
舟。凭谁为问槎边客，未必无人犯斗
牛。”

也有人说，此事发生在熙宁四年
（1071 年） 至熙宁七年 （1074 年） 期
间，苏轼时任杭州通判。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 （1158 年），

邑人季南寿 （绍兴五年进士，曾官至礼
部侍郎）撰写了《留槎阁记》一文：“突
然有灵洲特起，溪分左右，虽支流有满
除，而此不与之增损，隐如鳌负，其广
袤未易以寻丈许。佳木修篁，林矗乎其
上；渔舠贾舸，徙倚乎其侧；烟霭出
没，鸥鹭伏见，望之若瀛洲然。”当时的
人把楼阁的雄伟、题字的遒劲和内容的
巧思合称为“三绝”，留槎洲的名声越来
越大。

元末，匾额毁于战火。后来，亭阁也
数兴数废，清末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夏至，龙泉遭受特大洪灾，水满城内与屋
檐平，洲上建筑物与树木荡然无存。

2002 年始，龙泉市以建设“山水古
城，精品城市”为目标，兴建了留槎洲水
上公园，延续了这段故事。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主任）

苏轼题榜留槎阁
陈小龙

屐痕
处处

LVHENCHUCHU

青龙纹瓦当是汉代文物，直径18.5
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

瓦当为筒瓦之头，是中国古代建筑
构件中的一种。其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
作用。古人以各种动物、植物纹样，图
案、文字等装饰当面。

青龙是瓦当中常见的一种装饰纹
样，是主管东方的神灵，其通常与白虎、
朱雀、玄武共同组成为“四神”。这件汉
代青龙瓦当外缘宽厚，中心有一乳钉状
圆钮，青龙双翼飘动，龙尾翘起，腿爪奋
力蹬踏。整个瓦当构图匀称均衡，设计
巧妙新颖。

汉青龙纹瓦当

留槎阁 （章福泉摄影）

▲ 1984 年 制
作的挂毯《唐人马
球 图》 张 世 彦 绘
河北省保定市地毯
厂制作

周源摄影

▶ 20 世 纪 60
年代马球赛

李仲魁摄影

▼王士斌本人
中文和俄文签名的

《赛马、马球竞赛
秩序册》

郭磊藏

▲汉代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