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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与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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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才子北方将，所以陕西的状元与
南方相比少得可怜。整个明清两朝也就
出现了三名状元，一个是明朝武功人康海
和高陵人吕泾野，还有一个就是清朝韩城
人王杰。

明孝宗时，28岁的康海进京参加
会试，他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
是，会试第一名还是被鲁铎夺去了，
他仅得了第四名，康海有点不服，对
众人说：“会试时让了鲁铎，殿试时
决不再让他人！”殿试时，康海果然
发挥出色，一举夺魁。其文章令主
考官拍案叫绝。送皇上审阅时，孝
宗也赞不绝口，声称：“我大明一百
五十年来，无此佳作，此卷变今绝
古！”遂朱批康海为状元。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这
次自然有人不服康海，第二名孙清
便对人说他的文章比康海的强。待
等到他看到康海及第时的文章，非
常叹服。跑到康海家里，对着他拜
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

皇上、首辅和同年的赞誉，使康
海名扬天下，朝野景慕，争一睹其风
采。能与康海家沾上点边的，都引
以为自豪。康海的祖父曾在南京做
过官，南京人便声称：“康状元乃南
京风水所出。”

整个清朝 268 年，陕西就出了个
独苗状元王杰。还传说是当年乾隆
皇帝认为陕西无状元，于是将王杰由
第三名移至第一名的，而原定状元江
苏人的赵翼只好屈居探花。

还另有一说，说是王杰进京考
试，取得第一，但有一位南方人担任主考
的考官，在殿试前奏报乾隆皇帝说：“自古
南方才子北方将，王杰如当状元恐怕南方
才子不服。”乾隆皇帝一听便说：“那就殿
前比一下吗？！”于是，考官们要考上前几
名的南方进士们出上联，让王杰应对，殿

试当日，南方的进士们出的上联是：“半日
唯雨，天珠万点，波长江之巨浪，润河之
光，湖之光，海之光，一片之光；登龙风楼
观五百乘名山，展星展斗展日月，德配天
地。”王杰从容不迫马上应道：“一介书生，

七斟八斗，读圣贤之遗业，众会之源，
状之源，介之源，三字之源；入翰林
院，统十八大学士，安国安邦安天下，
道冠古今。”乾隆皇帝听后连称妙联，
赞叹不已，钦点王杰为状元。这一
下，南方才子们也不得不服了。

据载王杰考中状元后，山东籍的
举人们也不服气，出了一副对联想来
难为王杰，上联是：“孔子圣，孟子
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不加思
索，立即对道：“文王昭，武王穆，而
今道统在西秦。”那些山东举子闻后
不禁佩服的五体投地。

从此，陕西籍的清代唯一状元王
杰声名大震。王杰更为令朝野震动
的是，当大贪官奸臣和珅事发锒铛入
狱时，因迫于其内外的势力，竟无人
敢担任主审，这时，大学士兼礼部尚
书王杰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担此重
任。和珅在狱中仍然目中无人，倨
傲不服，王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按照和珅所犯事实，判处其死刑，并
没收了其家产。面对如此的审判结
果，朝中的大小官员没有不敬服的。

韩城市博物馆的大成殿里，珍
藏着两块烫金的匾额，上面分别书
写着“赞元锡嘏”和“福绥燕喜”，
分别是清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赐
给王杰的。嘉庆五年为内阁首辅，

被朝野称为“真才实学的宰相”。王杰
79 岁辞京还乡之日，嘉庆皇帝赐给他一
把乾隆御用玉鸠手杖和御制诗两首，以
表器重。诗中写道：“直道一身立廊庙，清
风两袖返韩城。”盛赞
王杰。 □ 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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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马球运动的鼎盛时期。其实早
在东汉，就有马球运动。三国时期曹植的
《名都篇》就有“连骑击鞠壤，巧捷推万端”之
诗句，击鞠即打马球。这是我国古文献中最
早出现的“击鞠”一词，生动描写了击鞠之人
出神入化的技艺。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
马球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
到了唐朝，玩马球已经成为人们最喜欢的体
育运动。唐朝人玩马球一般分成两队，每队
有 10 人左右，球门就安放在球场中间。就
是把一块大木板竖着埋在泥地里，埋一半，
留一半，木板当中挖一个直径不到半米的圆
洞，马球穿过圆洞才能得分。

唐玄宗李隆基还是临淄王时，就是马球
健将。唐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
载了李隆基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李
隆基 4 人对吐蕃 10 人，力量对比悬殊，但是
李隆基毫无惧色，他驰骋球场，往来如风，挥
动球杖，所向披靡，连连洞穿球门。《题明皇
打球图诗》中说：“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
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
来。”唐穆宗李恒更是爱球如命，因为玩马
球而丧命。他的继任者唐敬宗李湛，对马
球的迷恋有增无减，从各地选拔一些马球
选手，不分昼夜地打球，甚至不理朝政。宝
历三年，敬宗与球员们玩完马球一起喝酒
时，竟被醉酒后的苏佐明所杀。

唐朝的马球运动由于打球者不戴头盔，
比赛起来自然非常危险。唐朝著名学者韩
愈在《上张仆射第二书》中就说：“小者伤面
目，大者残形躯。”《新唐书》也有这方面的记
载，如唐宣宗时，金吾将军周宝玩马球被打
瞎一只眼，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
跟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时，

李宝正的马受惊，把田维撞死了。《新五代
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唐朝末年，大将朱全
忠的儿子朱友伦陪着唐昭宗打马球，朱友伦
不幸摔落在地，当场身亡。玩马球的危险程
度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玩马球十分危险，但是唐人仍乐此
不疲。据说唐朝的皇帝中大多喜欢玩马
球。马球运动不仅在帝王与文武百官之间
流行，而且还普及于民间，全国上下球场林
立，玩者如云。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
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
代妇女打球图铜镜，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
彩绘打马球泥俑，都反映了当时马球运动的
普及情况。唐代
的女子是历代最
豪放的，玩马球也
成了她们的娱乐
运动。唐朝诗人
王建《宫词》中的

“ 新 调 白 马 怕 鞭
声，隔门摧进打球
名”之诗句就是描
写皇宫内宫女打
球的情景。唐朝
盛世，都城长安是
世界经济、文化交
流的中心，马球运
动也在对外交流
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据文献记载，
当时相邻的渤海、
高丽、日本等国都
有与唐王朝进行
过马球竞技活动。

纵观唐人玩马球，无论是皇室贵族，还
是黎民百姓，没有能玩过唐宣宗的。唐宣
宗李忱玩马球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论是
球技，还是姿势，堪称一流。《唐语林》描
述过唐宣宗玩马球的情景：“每持鞠杖，
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
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
能。”唐宣宗打起马球来精神抖擞，斗志昂
扬，骏马加鞭，奔驰腾跃，空中击球连打数
百杖，球在空中飞舞快若流星。其控球技术
之高让人目瞪口呆，叹为
观止，不知其中有多少夸
大之词。 □ 郑学富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马球图》壁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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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中说：“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
是中国古代数个朝代的建都之地，而唐长
安更是作为昔日鼎盛时期的都城，曾经以
东方最大最繁华都市的身份，尽享历史荣
耀，美誉千年。

改大兴建长安改大兴建长安

西安曲江的大唐芙蓉园如今上演的大型
歌舞《梦回大唐》，激光五彩，管弦齐鸣，霓裳
曼舞，让人在转瞬之间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大
唐盛世，回到集豪华与威严为一体的太极
宫、大明宫和兴庆宫。

实际上，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之
上兴建而成的。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因沿袭下来的汉城
城区狭小，无法适应新建的大隋王朝之需，
而且“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在公元 582

年 6月 18日这一天，隋文帝下令宇文凯在原
汉城的东南侧修建新城。

宇文凯参考了北魏洛阳和北齐邺都的建
筑布局，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新的隋大兴城
便竣工了。

唐长安城是集隋唐两代建筑的艺术杰
作。武德元年（618 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
朝，对首都进行扩建，改大兴城为长安城。

唐朝基本保留了旧城的布局，但后来在
郭城、街坊、道路及东西两市进行了改造和
扩建，以适应这个东方大帝国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
的日益繁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
长安城经济繁华一时，人口也不断增加，盛
唐时期，唐长安俨然成为世界东方的经济文
化中心。

东方大都会东方大都会

唐长安城为东西略宽的长方形布局，东
西长 9721 米，南北宽 8651 米，周长为 36700
米，总面积达 84 平方公里，大约是现存明西
安城的8倍左右。

根据最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结果，唐长
安城为版筑城墙，高10.3米，墙基厚18米。

长安城共有 12 座城门，即东面的延兴
门、春明门、通化门，南面的启夏门、明德门、
安化门，西面的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北
面的玄武门、方林门、光化门。其中明德门
为南面正门。考古调查中基本明确了唐长
安城的四边走向，大体是：东城墙在今兴庆
公园东墙位置南北方向的直线上；南城墙在
今陕西师范大学老校区南墙内侧的东西直线
上；西城墙在今沣惠路之西、陈家庄之东位
置，与土门商场所连之直线上；北城墙位于今
北关外之自强路北十米处，东西连一直线。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由
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西
方联系了起来；航海事业蓬勃发展，有三条
路可以去日本，还有从广州、泉州等地越南
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
通。因此，唐帝国在那时的世界舞台上威名
四播，是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东方中心。

通过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而来的西
域、西亚乃至欧洲、非洲的客商或官员，来自
日本、朝鲜半岛的客商及留学生、留学僧们，
在长安的大街上散步。当时在朝廷做官的
外国人也不少，有些还负责朝廷一些重要部
门，这也体现了唐朝对外开放、包容的态度。

据记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多达
70 多个，外国贵族委派子弟到长安的太学

学习中国文化，不少僧人在唐长安的寺院
里学习佛学。

唐代的长安城中究竟有多少人口？唐
代诗人的吟咏中常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
的说法，唐人杜佑撰《通典》载：“唐京兆府户
口数为三十三万四千六百七十户，九十二万
人”，说明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应在 100 万左
右，其中不少是来自异国的宾客。

每年的元旦，朝廷都要举行“正旦朝
贺”，百官上朝，万国来贺，尽显天朝威
仪。太宗皇帝一高兴，便写下了这首《正
月临朝》：“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
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赫奕俨冠盖，纷
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
练挥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
愧抚遐荒。”

宫阙巍峨宫阙巍峨，，巷陌相连巷陌相连

韩愈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写
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
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天百花盛开，绿草如茵，大唐的长安
城是美丽的，春雨会洗涤人们的烦恼。长
安城里，宫阙巍峨，街道宽广，巷陌相连，烟
雨蒙蒙之中，让人尽赏都市美景，平添不少
欣慰。

长安城坐北向南，布局极为规整，正南
正北，左右对称。正如白居易所写：“千百家
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外郭城中包括有皇城和宫城。唐长安延
续了汉代“左祖右社”的制度，即祖庙在宫殿
左侧（东），社稷在宫殿的右侧（西）。城内分
为 110 个坊，东西共 14 条大街，南北共 11 条
大街。城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长安城分为
东西两半，街西辖 55坊，归长安县管；街东辖
55坊，归万年县管。朱雀大街宽达 150米，南
北走向，宽广平坦，展现出大唐帝国都城的
博大气势。

唐代朱雀大街，基本在今西安朱雀大街
的位置。而长安宫城在靠北中央位置，经考
古调查，其周长为 8600米，占地面积约 4.2平
方公里。

宫城内有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太极
宫是唐高宗、唐太宗当年理政之处，“贞观之
治”的很多诏令都出自太极宫，这里也有不
少唐太宗和魏征君臣之间进谏和纳谏的故
事，后来高宗时将理政移至大明宫。东宫是
太子的住处和读书处，内设崇文馆，也是一
处皇家学校。掖庭宫则是宫女的住处。

诗人卢照邻的《咏长安》真实记述了当

年长安城的皇家气象，诗曰：“皇灵帝气瑞弥
空，片片祥云处处宫。 朗月寒星披汉瓦，疏风
密雨裹唐风。巍然城堡姿如旧，卓尔新区靓
似虹。胜水名山千载傍，匠师岂敌自然工。”

从隋文帝杨坚建大兴城，到唐高祖李渊
在其基础之上建长安城，五代之后的宋、元、
明、清几朝，长安的基本布局并未改变，只是
因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之后，城
市的规模有所缩小而已。

五代之后，直至民国，由“长安”到“西
安”，这座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已无法与昔
日的唐长安相比了。

八水绕长安八水绕长安

在长安城的周边，有八条河水萦绕流
过，堪称一道美丽的风景，自汉代以来就有

“八水绕长安”的说法。
这八水分别指的是泾水、渭水、灞水、浐

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泾水、渭水在
城北，灞水、浐水在城东，潏水、滈水绕过城
南后折向北，沣水、涝水流经城西。八水之
中，唯泾水由北而南，其余七条则由南而北，
全部流入渭水，最后向东注入黄河。

渭水是八条河中水量最多的，上游有多
条河流由秦岭北下注入渭水。渭水和泾水
都发源于甘肃六盘山，交汇于长安北部的高
陵。因两条河水清浊不一，这里历来就有

“泾清渭浊”和“泾渭分明”之说。
沣水发源于终南山中的沣峪，向北汇入

渭河，全长一百多里，据记载，大禹曾经来此
治理过沣河，西周的丰、镐二京建在沣河东
西两岸。汉长安位于沣河、渭河交汇处，汉、
唐时最大的人造湖昆明池，便是引入沣水和
涝水（亦称涝峪河）形成的。沣河和滈河为
长安西部的用水提供了极大便利。

灞水和浐水在长安城东侧，都是出自终
南山。灞水下游的河上，有长安东去大道上
的灞桥，近年发掘出的唐代灞桥遗址，规模
很大，构建做工也极为精美，不愧是唐代桥
文化的典范。距离灞桥不远，就是当年刘邦
和项羽举行鸿门宴的地方。项羽一时心软
放了刘邦，最后自己落得个痛别虞姬、自刎
乌江的惨痛下场。

浐水东侧的半坡村，是新石器时期先民
们选择的聚居村落，这里留下了丰厚的仰韶
文化遗存，今已建有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

八水中流量最小的是滈水和潏水。两水
出自终南，在长安城南会和，流入沣水，最后
入渭水。

宫城轶事宫城轶事

唐长安的主
要宫殿是太极宫、
大 明 宫 和 兴 庆
宫。前两宫在城
内北侧。太极宫
在长安正中偏北，
皇城之内，沿用了
隋代的大兴宫。
大明宫在长安城
东北角，唐高宗之
后一直是历代皇
帝理政和居住的
地方，大明宫也是
历代长安城里最
大最雄伟的一座
宫殿。

太极宫、大明
宫和兴庆宫，是天
子坐朝议事的地
方，也是居住和休
闲享乐之处。

在唐王朝的 289 年中，只有唐高祖李渊
和唐太宗李世民多在太极宫。武德九年
（626 年），李世民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发动
政变，斩杀兄长建成和四弟元吉，逼迫父亲
李渊退位，不久便开创了流传青史的“贞观
之治”。唐高宗李治之后，历代皇帝一直在
大明宫理政和生活，只有唐明皇是个例外。

大明宫建于贞观八年（634 年），后因高
祖李渊逝世而停工。常年体弱多病的高宗
李治患有风湿病，因这里地势较低，阴雨潮
湿，李治颇感痛苦。到了龙朔二年（662年），
朝廷再次动工营建大明宫。翌年，唐高宗李
治和武则天迁入大明宫理政，太极宫的地位
也被大明宫所取代，直至唐末。

大明宫在城北的龙首原上，地势较高，
“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大明宫的正门是丹
凤门，门前是宽达 176 米的丹凤门大街。丹
凤门正北方向是大明宫的中轴线，由南向北
依次建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
含凉殿、玄武殿几座大殿。丹凤门和含元
殿、紫宸殿建在龙首原最高点，高大雄伟，长
安城内远远可以望见，展示了唐王朝的威严
和强大。

大明宫中由龙首渠引水入内，修太液
池。这样不但解决了宫内吃水问题，也大大
改善了环境园林。后来高宗皇帝令增修麟
德殿，在大明宫北部偏西，另建有殿和观、
亭、楼诸如拾翠殿、跑马楼、斗鸡台等设施 30
余处，供自己和后宫享乐。

兴庆宫也是唐长安城内三大宫殿群之
一，当时成为“南内”，位于长安城外郭东城
春明门之内。兴庆宫建有兴庆殿、南熏殿、
大同殿、花萼相辉楼、沉香亭和勤政务本楼
等多处建筑。这里原来是唐明皇李隆基做
藩王时的府邸，李隆基登基之后，在原先基
础上大规模扩建，成为与太极宫、大明宫并
驾齐驱的三大内之一。他与贵妃杨玉环在
此享乐，也常常召集大臣和一些文学才士前
来应对诗文，据说李白羞辱高力士让其脱靴
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时间跨越了一千多年。1955年，交通大
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教授们如何适应这大
西北的风沙干旱？三年之后的 1958年，在西
安交通大学的对面，即当年的兴庆宫旧址
上，出现了一个占地 930亩、环境清幽的兴庆
宫公园。公园里的沉香亭、南薰阁、花萼相
辉楼等建筑，建在当年的原址上，同时保留
着唐兴庆宫内各个楼台设施的旧名。

经过考古勘察，勤政务本楼旧址上的圆
形石柱础依然保留在原地，东西排列，一言
不发，似在默默彰显着大唐王朝当年的辉煌
和过往。虽说公园不到当年唐兴庆宫 2016
亩面积的一半，却也碧波粼粼，绿草如茵，亭
台相望，四季花开，俨然已是西安城内一个
绝佳的休闲去处。

□ 雒长安

永宁门夜景永宁门夜景 刘强刘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