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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今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陕
西将举行第十四届全运会。全
运会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
赛事，包含了田径、游泳、射击以
及各种球类运动和传统武术等
运动，赛事规模之大、项目之多，
足以媲美奥林匹克运动会。今
天，我们就来看看唐朝的宫廷拔
河赛是如何进行的。

拔河，起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不过在
那时不叫拔河，而称为“钩强”或“牵钩”，后
演变为荆楚一带民间流行的“施钩之戏”。在
唐代，拔河成为一项很普及的体育活动，不仅
在民间流传，在皇宫中也有举行。

唐中宗李显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热衷观
看拔河比赛，并加以提倡，而且还是参赛者越
多越棒，场面越大越好。他让宫女之间比赛，
也在百官之间比赛。

《资治通鉴》载：“唐景龙三年二月己丑
（709年 3月 17日），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
女拔河。”唐中宗在韦皇后的怂恿下，带着爱
女安乐公主，组织了几百名宫女开展拔河
赛，他担心宫里地方太小施展不开，就把赛
场移到玄武门外，唐中宗与韦皇后、公主、妃
嫔，以及宠臣在玄武门楼观看宫女拔河。并
且允许参加比赛的宫女们在赛后换上平民
的服装出宫，去附近的街上逛灯市，看热
闹。结果一些久居宫中，与世隔绝，见惯了
太监嘴脸的宫女们，早就对枯燥无味的宫内
生活非常讨厌，此时四顾无人监视，便溜之

大吉了。待到太监一清点，宫女逃走了十之
五六。虽然心疼，但怕声张出去有损颜面，唐
中宗也只得不了了之。

第二年，唐景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710年
4月2日），正是清明节期间，逢朝廷大臣入宫
贺节，预祝今岁丰收。唐中宗在皇宫内召见
百官，命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文武三品以
上，供奉官五品以上的官员从芳林门进入，至
梨园（位于长安太极宫西、禁苑之内）球场，
参加分朋拔河，供他和韦后欣赏。

韦皇后当场指定：中书令萧至忠、仆射韦
巨源、唐休璟三位大臣，以及五位将军组成中
书门下省队，为西队，共八名队员，还大多是
年迈的官员。

由七宰相二驸马，组成尚书队，为东队。
队员中有中书令宗楚客、侍中纪处讷，驸马武
延秀等人，有九名队员，大都年轻力壮，且均
为韦皇后亲贵。

中书令萧至忠眼见西队人数较东队少一
人，又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急忙奏请
重新排序分队。安乐公主护夫心切，因为夫

婿驸马武延秀在东队参赛，
便抢先表态，死活不肯变
动。中宗李显见爱女坚持，
也就不许更改，萧至忠只得
遵旨比赛。

一声鼓响，参赛双方齐
力拉绳。比赛双方情绪高
涨，争夺十分激烈。

比赛开始后，双方僵持
不一会儿，结果可想而知，
毫无悬念，最后西队输了。

这次宫廷官员的拔河
赛，表面上声称是为了预祝
丰收，但拔河的两队人数不

等，参赛队员年龄差距大，这显然是一场不公
平的比赛，不是在比赛实力，而是在比亲贵，
只是为了供韦皇后高兴而已。

中宗之后，唐玄宗李隆基也喜欢观看
拔河赛。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多次在皇宫组织拔
河比赛，其中有一次，参赛队员有上千人，场
面可谓壮观。皇后、公主、宫女以及大臣都前
来观看比赛，唐玄宗还特地邀请外宾和各国
使节前来观看。

有一位叫薛胜的进士，曾目睹了这次千
人拔河赛的盛大场面，被其气氛感染，写下了
有名的 500 余字的《拔河赋》，记录下了当时
的热烈场景。

这次千人拔河活动开始后，鼓声震天，
“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

拔河者分作两队，所用的“巨索”拉长了
有千尺，大绳居中，立大旗为界，相对而拉。
大绳上面密密麻麻拴着几百条小麻绳，队员
们拔河的时候便把这些小麻绳挽成圈套在
自己的身上，这样就更易施力，而且参与的

人数更多，场面和规模也更大，也更加热闹
有气势。

拔河比的是在倒退中拉垮对手，也是唯
一以退为胜的体育项目，规定“以却者为胜，
就者为输。”

李隆基组织的拔河比赛，不仅规模大，还
很注意展示拔河运动的文化内涵，他特命朝
臣赋诗庆贺。

大臣张说《奉和圣制拔河》诗曰：“今岁好
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
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
天意在宜秋。”诗中描摹了这次千人拔河赛
的盛况，表现了拔河参赛者的勇猛意志。

玄宗李隆基喜不自禁，也专门赋诗《观拔
河俗戏》：“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
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齐山芨嶪，气作水腾
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可见帝王对
拔河的关注与喜好。

军中开展拔河比赛，也是具有练兵的作
用。拔河运动，还考验着团队的凝聚力、向心
力。较量的是体力，拼搏的是耐力，磨炼的是
毅力。

其“喧呼动地”的场面，导致“蕃客、士庶
观者，莫不震骇”。显而易见，这样的拔河活
动，与显示国威有关。

“于是匈奴失筯，再拜称觞曰：‘君雄若
此，臣国其亡。’”观赛的匈奴使节，因受惊而
失落手中的餐具，震惊得一拜再拜，并说，君
主强大如此，这种精神是我们所缺乏的。

玄宗在《观拔河俗戏》诗序中写道：“俗传
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动用
军队千人拔河，名为祈求丰岁，而实际上正如
薛胜所言：“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为了
在胡人面前训练士兵、炫耀唐朝强盛的国力，
才是此次拔河赛的真实意图。 □权伦

唐朝的宫廷拔河赛 往 事

听老腔里的华山故事

华阴老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
于奇险俊秀的华山脚下，是中国最古老的音
乐之一。起始于西汉，发展于隋唐，鼎盛于
明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华阴老腔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
石”。听华阴老腔，嗓音里像揉进了黄土的
尘粒，沧桑无限，有人形容华阴老腔“黄土地
上一声喊，人间世上十分情。”华阴老腔，有
前朝的烽火连城，更有民间的烟火红尘。他
们把祖祖辈辈的智慧都融会贯通在老腔里，
同时也表达着他们的道德正义、人情练达。

老腔发源于华阴双泉，一口地道的华阴
地方语也许让你听得云里雾里，想学唱两句
都不知从何学起，可看着唱词细细地品味，

一切的疑云就迎刃而解，唱词里的华夏文
化，你是否有所发现？

“华阴老腔要一声喊，喊得那巨灵劈华
山呐”。

“巨灵劈华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华山
是一整块花岗岩巨石，又怎能从中间劈开呢？

在很久以前，西岳华山与山西首阳山连
在一起，为一条山脉。传说天庭王母娘娘一
次蟠桃宴会上，老寿星因孙大圣一句玩笑的
话，倾倒了半盏玉浆，酿成了人间洪祸。霎
时间，一条大河自西向东而来，河水一路奔
腾怒吼，横冲直撞，摧毁了庄稼，淹没了房
舍，华山脚下因大山阻挡，顿成汪洋大海。

白帝少昊看到子民们流离失所、叫苦不

迭的悲惨景象，心急如焚，请求玉帝派遣生
的头如笆斗，眼似铜铃，毛发直竖，腰阔十
围，貌似笨拙，行如猿猱的巨灵神来华山治
水。华山和山西首阳山之间有一条窄狭的
峪道，只见他左手托着华山石壁，右脚蹬着
首阳山根，使尽全身力气，大吼一声，巨响震
天，两山开裂，百丈高的黄浪汹涌澎湃从两
山之间奔腾东去。这便是巨灵神徒手劈华
山的由来了。如今在山西首阳山根有巨灵
神开山时的脚印，华山东峰崖壁上有五指分
明的巨灵仙掌。

“天王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成黄河……”
“天王老君犁地”？神仙还需要犁地

吗？犁的又是哪里的地呢？
原来老君犁的地便是华山三险之一的

老君犁沟。（千尺幢、百尺峡与老君犁沟并称
华山“三险”）每当游客们步行至自古华山
路，经千尺幢、百尺峡一路往上爬去，临近群
仙观到猢狲愁之间的一段沟状险道便是老
君犁沟。

古时候，华山下有家大财主，大家都叫
他“活阎王”。活阎王打着“乐善好施”的幌
子，到处招摇撞骗。有一年，活阎王想了个
新花招，说是要给华山上的神修路，骗来不
少银钱。他又逼着那些交不起租子的穷苦
佃户们来华山修路，指明要在北峰下那段光
石坡上修出一条路来。长工们来到山下一
看，天哪！这么险恶的山，连站脚的地方都
没有，怎么修路！不修又不行，没奈何只得

整天凿呀！开呀！由于工程艰难，开山凿石
时打伤手的、闪坏腰的、跌断腿脚的、不慎掉
下深渊丢了性命的不计其数！长工个个敢
怒不敢言，满肚子怒气、怨气无处诉说。

不料这股怒气凝得多了，直冲上空。一
天，玄元教主君骑着青牛路过华山，被这股
怨气拦住了，老君动了恻隐之心，便想替这
些穷苦人开这段山路。

老君神通广大，他把如意一吹，如意就
变作一铁犁，丝绦解下作为缰绳。又吸口气
向空中一吹，霎时满山云雾弥漫、风吼雷鸣、
山摇地动。把开路的人吓得惊慌失措，急忙
躲藏起来。老君驾上青牛，扶着铁犁，朝这
片光石坡开犁了。一直犁到群仙观才收了
犁。然后他让牛卧在一边休息，自己把犁挂
在北峰后的石壁上，就驾云去了。

待到云开雾散后，修路的长工们发现，
一条新凿成的石沟直通北峰，喜出望外，跪
在地上—个劲地磕头，感谢神人搭救。后来
大伙为了感谢老君，便把这条路叫作“老君
犁沟”以示纪念。

现在，“老君犁沟”的石壁上的条条纹
路，犹如新翻出来的一道道温土，犁痕也还
在，而老君的青牛化作一块巨石，就是现在
的卧牛石。

听着老腔里的华山故事，遍寻故事发生
的地方，发掘未发现的，发现更经典的，吼一
嗓子老腔，回味故事的始末，意犹未尽……

□杨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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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乐器“复活记”
2019年，在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上，琵

琶、箜篌、筚篥、胡琴、鼓、琴、瑟等来自敦煌的
声音回响在市政大厅礼堂。身着彩裳、手持古
乐器的演奏者们仿佛穿越时空，将敦煌壁画中
描绘的音乐盛宴带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这些乐器正是莫高窟壁画中所描绘的乐器。

据统计，在敦煌莫高窟有壁画的 492个洞
窟中，240个洞窟的壁画绘有乐舞场面，出现
乐器 4000余件（次），乐伎 3000余身，不同类型
的乐队500余组。而将这些壁画上的乐器大规
模“复活”的人，是一名扎根西北的“海归”——
甘肃丝绸之路文化创意工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成虎，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份使
命与光荣。

“留学人员大都既具有国际视野和经验，
又满怀报国情怀和愿望，祖国和家人培养了我
们，我们应该肩负使命，报效国家。”经过深思
熟虑，赴英学成之后的马成虎决定回国，“走得
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马成虎立志在
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做出成绩，让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闻名遐迩的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
精妙绝伦的壁画让各国游客流连忘返，壁画上
的乐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数千件乐器
见证着古代音乐的繁盛，记录着10个朝代丝竹
绕梁的音乐盛况。编号为 220的洞窟之中，28
身乐伎手持各种管弦乐器，奏响了天籁之音。
这个洞窟拥有敦煌乐舞的经典之作，也开启了
人们对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千年之久的音乐
世界的探索。

历经千年，这些乐器早已消失于市井宫苑

之中，只存壁画中的影像，记录着曾经的辉
煌。1986年，敦煌研究院乐舞工作室成立，乐
舞专家郑汝中数十年来一直研究壁画上的乐
器，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敦煌研究院、甘肃
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的指导下和郑汝中的研
究基础上，马成虎和团队成员决心让这些壁画
上的乐器大规模“复活”，不仅外观要与壁画相
似，还要能够演奏。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首先是
空间的转换，要制作的是三维空间实物，但壁
画是二维空间，只能看到乐器外观，看不到内
部结构。这些乐器又与现在的民族乐器有很
大不同，在设计制作上很难找到参考。

其次是虚实的转换。“壁画不是摄影，所呈
现的也不是百分百真实，这是形式上的虚。这
就导致壁画上的乐器与现实乐器不一致。比
如，琵琶一般是 4根弦，壁画上也有画 6根弦
的。”马成虎说，确定律制也是一大难题，我国
古代各种乐器的律制并不一致，而壁画无法告
诉我们律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成虎和团队成员来
往于全国各地的乐器厂之间，并与郑汝中和制
作师多次沟通，确定尺寸、结构、选材、定音等
具体工艺，终于将壁画上的乐器“搬”到现实当
中。最终，复原制作了 2套 245件（套）乐器，包
括弹拨、拉弦、吹奏、打击四大类，共97种，基本
涵盖了壁画上的各种乐器。包括著名的“反弹
琵琶”壁画图像中出现的“方头琵琶”，形似花
瓣的“花边阮”，古代画师想象的乐器“弯琴”，
以及葫芦琴、龙凤笛、雷公鼓等。

敦煌壁画上的乐器，是音乐史上伟大而独

特的珍藏。沉睡了千年的宝藏，如今逐渐被唤
醒，它们身上镌刻着历史的辉煌，饱含着今人
创新探索的精神，让画中的繁荣走下墙壁，让
往昔的辉煌再现。

2018年 9月，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文
化博览会上，第四批敦煌壁画仿制研发乐器首
次公开亮相。100余件乐器齐聚敦煌，乐器奏
响，声声旋律穿越时光，为中国民族音乐注入

了新的活力，使得中国古代灿烂的音乐文化重
现于世人面前。

“从斑驳陆离的图画变成可以触摸、演奏
的乐器，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组建乐队，让古老
文化走到大众身边，这不仅是对敦煌文化的保
护，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型传承，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成虎说。 □宋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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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第三人称代词是不分
男女的，一律用“他”。如《西厢记》
中张生眼中的莺莺：“怎当他临去
秋波那一转。”《红楼梦》曲子中的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
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
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总虚话？”

到 19 世纪，因中外文化之交
流，在译英语第三人称的阳性“He”
和阴性“She”时就出现了问题。
1823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
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英文语法书
《英国文语凡例传》中，译“He”“She”
“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
物”。五十年后，中国人郭赞生翻
译出版的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
阶》中，创造性地用“伊”字，使之获
得了指代女性第三人称的含义。

“伊”，取自《诗经·秦风·蒹葭》：“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
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这个
人或那个人，指诗人所思念追寻的
人。这“伊”字，在新文化运动前后
的一段时期的，用来专指女性，鲁
迅先生的小说中，亦是如是用法。

但这种“伊”的称呼，并不符
合中国人的习惯，于是在 1918 年，中国新文
化运动的先驱——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
刘半农，第一个提出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
女性。

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发表了《她字问题》
一文，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
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
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她’字……我
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
再取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
文》）

随之在 1920年 9月 4日，刘半农将“她”字
付诸实践，写了首著名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
她》，经赵元任谱曲后广为传唱，其歌词第一
段是这样写的：“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
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
不想她。”

有人说：“她”字系刘半农首创。这话对了
一半，需要说明的是，“她”字古已有之。《玉篇》
云：此乃古文“姐”字。《说文》：“蜀谓母曰姐。”
刘半农借此字而赋以新音与新义，此种“旧瓶
装新酒”，功不可没。到1932年，教育部最终通
过了刘半农的这个“她”字，将“她”字纳入新华
字典中，意思是用于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而
且被定义为常用字。故《辞源》解释：“她”字有
二音二义，一音曰 jiě，义同“姐”。二音曰 tā，义为
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

尽管在刘半农推出“她”字后的十余年
间，一些男女平权运动者对此反对，认为是对
女性人格的公然侮辱，却是青山遮不住，毕竟
东流去，因为与“伊”字相较而言，“她”字表
现形式更明白，白话色彩亦很浓，故而被广
泛使用，这是新桃换旧符的革新和创造，也
是时代的进步和包容。 □杨乾坤

1968 年夏，我由西安市 56 中
学抽调到立新公社搞党建工作。
一天早上，蔡洪青书记在公社院子
里布置工作说：“志安、忠实今天在
毛西、龙湾村搞调研。”于是我与陈
忠实骑着自行车先到毛西村调研，
结束后推着自行车到龙湾村。在
龙湾村党支部书记屈恩五陪同下
先走访党员，后走访群众，了解干
部的工作情况、社员的劳动生活情
况。不觉到了饭时，村支部书记屈
恩五把我们领到一户人家吃“派
饭”。“派饭”就是村干部指定一户
人家为工作组做饭吃。

这户人家没有院墙，崖下有两
间厦房，旁边有一小间厨房。可能
知道中午有工作组来吃饭，将小院
子收拾得很干净。这家男主人不
在家，女主人是位中年妇女，家里
有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在院子里
独自玩耍。

我俩坐在院子里的小桌旁，不
一会儿，饭就端上来了。小桌上摆
着盐、醋，还有一碟辣子。主食是一
人一碗汤面条，面条很稀，似乎一条
一条都能数出来。主人还烙了饼，十分薄，都没
有筷子厚，切成窄窄的四片儿，摆在碟子里。

我们开始吃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停止玩
耍，靠在房门的门框上，一双大大的眼睛直直
地看着我俩吃饭。中年妇女叫了小女孩几次
也没有叫动。

趁中年妇女离开，忠实悄悄跟我说：“咱俩
回公社机关灶吃吧。”我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遂起身告辞，主家妇女挽留说：“你们
没吃好吗？”

忠实说：“我们吃好了，下午公社还有急事，
要回公社去。”说着我们留下钱和粮票就离开了。

在回公社路上，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忠实
说：“咱们在机关，好歹有点工资，吃好谈不
上，吃饱没问题。龙湾是生活最困难的一个
村，全是旱地，群众不够吃太普遍了，好多人
家要骑车到渭河北边买粮吃。小孩子连黑馍
都吃不饱，哪能吃上白馍。人家给咱公家人
管饭，也是竭尽了全力，但力不从心。谁能知
道她家面瓮里是不是都底朝天了。你看那个
小女娃可怜不？”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日后我们
见面时还提起过那顿吃“派饭”的事。 □杨志安

我
和
陈
忠
实
吃
﹃
派
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