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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是全民健身月，随着西安市首届社区运动会的开展，市民们的运动热情也十分高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是否也开过运动会呢？那时的运动会都有哪些项目？今天就来看
看古人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吧！

《校射图》（局部）。 唐仕女打马球俑。 清《冰嬉图》（局部）。

蹴鞠

蹴鞠又称踏鞠、塌鞠或蹙鞠
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
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民间
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而从汉
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
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
代开始流行冰上蹙鞠。2004 年 7
月，国际足联宣布：中国古代蹴鞠
就是足球的起源。

射礼

射箭为中国古代君子六艺之
一。射礼又称礼射，西周时期以射
箭比赛为重要的礼仪活动和教育
手段，射礼按等级可分为四类：大
射、宾射、燕射、乡射。射礼有详细
的竞赛规则，有缜密的组织分工和
专职人员，有名次和奖励等。

投壶

投壶亦称射壶，是由射礼演化
而来的一种投掷性竞赛游戏。春
秋时期，贵族士大夫模仿射礼的规
则制度，将射箭变为掷箭，以酒壶
代替箭靶，在宴会酒席上竞赛。投
壶虽然是一种娱乐游戏，但始终伴
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
割断同“礼仪”的联系。

马球

马球，又名击鞠、打毬等，发明
始于汉代，兴盛于唐代。在东汉后
期，曹植《名都篇》中就有“连骑击
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来描写
当时人打马球的情形。

马球在古代曾作为练武“习
战”的方法之一。天宝六年（公元
747年），唐玄宗专门颁诏，将马球

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至唐
代后期，马球中娱乐的比重逐渐增
大。宋元时期，有关马球的实物资
料亦多有所见。至明清，马球运动
仍较流行，但已从原来的竞赛项目
变为击球表演的一种娱乐活动。

捶丸

捶丸，源于唐代的步打球。步
打球由唐代马球演变而来，是将马
球的打法规则与技术变为地面比
赛的游戏，类似于现代的曲棍
球。根据《丸经》记载，捶丸的玩
法是在空旷地上画一球基，离球
基七步至百步做一定数目的球
窝，旁树彩旗，用棒从球基击球入
窝，以用棒数少或得穴数多的一
方为胜者。除了规则相似以外，
捶丸的打法与高尔夫球也有高度
的一致性。捶丸的击打方式分为
侧旋球、内旋球、外旋球等。而
且，除了站着击球，还有跪着击球
等各种击球姿势。

角抵

角抵一词来源于“以角抵人”，
是一种类似现在摔跤、相扑一类的
两两较力的活动。商、西周时期被
称为角力，是军队的训练课目之
一。春秋战国时期，角力成为观
赏性体育活动，汉时称蚩尤戏、角
抵戏等。魏晋南北朝时，角抵发展
为摔跤。唐代一般称角抵，宋代习
惯称相扑，明代摔跤沿用唐代旧称
角抵，清代称为跤子。角抵、相扑
等双人赤身相搏的娱乐活动在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其观赏
性极佳，流传到了很多地方。还
有诸如马术、棋类运动、滑冰等
项目。 □之也莫高窟290窟窟顶人字西坡上段摔跤或相扑。

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蹴鞠图。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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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圣 旨鉴 藏

胜 迹

年代：清代
收藏单位：延安市宜川县博物馆
乾隆圣旨，长 285 厘米，宽 30.5 厘米。圣旨用

汉文和满文两种文字书写，其中，汉文行款从右至
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两种文字均由两端向中间
延伸，合于中幅。正文部分为白色锦缎，用宣纸做

的底衬，开头和结尾有黄色锦缎。
圣旨正文中，汉文用楷书书写，内容为对陕西

省同州府教授郝鹏圻父母的封赠，赠其父郝炅为文
林郎，其母为孺人，满汉两文最后有年号落款“乾隆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并加盖有满汉两语的“敕
命之宝”朱文方印。 □宋延龙

钩 沉

日前，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
榆林举行，其会徽是以榆林标志性建
筑——镇北台为原型，简化的镇北台三
道飞虹的笔触，代表着运动健儿的形象
和三秦儿女拼搏跨越的运动精神，引起
人们关注。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 4公里的红山
之上，是明代长城中气势最为宏大、最为
磅礴的建筑之一。万里长城东有山海
关，西有嘉峪关，中有镇北台，是中国长
城“三大奇观”之一。其地势险要，依山
而建，居高临下，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
之要口，为古长城沿线现存最大的军事
要塞，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美誉。

镇北台为长城中一座雄伟的高台建
筑。秦灭六国后，在榆林地区设置郡县，
修筑长城，镇北台长城即为其中的一
段。明初，延绥镇由绥德迁至榆林。明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延绥镇巡抚涂
宗浚为加强边关，对长城原有墩台进行
了扩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建成，成为明
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
已有400多年历史。

镇北台略呈正方形，共有 4层，逐层
内收，外砌砖石，内夯黄土，高 30余米，
占地面积 5056平方米。一层为基座，北
长 82米，南长 76米，东、西各 64米，外墙
高 10.5米，内墙高 5.5米，东墙南侧设城
门。二层高 15.6米，台南设砖石踏步和
券洞，拾级而上可直通三层，南墙上镶
有“向明”二字石匾，北城墙有“镇北台”
石匾。三层高 4.1 米，台东外砌砖石踏
步，可直登四层。四层高 4.4米，顶层为
255平方米台面，四周墙体设有垛口，可
向外瞭望。

镇北台粗犷大气，古朴庄重，巍峨壮
观，站在如此宏伟的建筑面前，不由得
让人精神焕发，浮想联翩。遥想当年，
塞北大漠，狼烟四起，铁马金戈，奔腾如
虎，无数将士用热血捍卫了边关的安
宁。抚摸着这里的城砖，再看看墩台上
的基石，确实有一种沧桑之感。镇北台
作为古代一座军事设施，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虽经
历数百年风霜雨雪，但仍完整地屹立于
红山之上，以其雄浑奇特的造型、深沉
凝重的风貌向世人展示着无穷魅力。

在镇北台东侧有一方形小砖城，周
长668米，占地约2公顷，名“款贡城”，是
当年蒙汉官方敬献贡物、赠送礼品、洽谈
贸易的场所。台西南 800米处，有明代
易马城遗址，面积约 6.5公顷，是蒙汉民
间自由贸易的城池，也是蒙汉民族和睦
相处的历史见证。当年“易马城”蒙汉互
市期间，“万骑辐辏”，蒙古牧民赶着牛、
羊、驼、马，驮着各种皮毛；各地汉族商人
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烟酒，从四面
八方来到红山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帐
包鳞次，驼叫马嘶，人声鼎沸，一派蒙汉
贸易热闹景象。对此，清初文人杨蕴在
《镇北台春望》中写道：“关门直向大荒
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
游人指点赫连台。”盛赞当年的情景。

经过岁月的洗礼，这里已失去了烽
火传讯、集结驻兵、观察、作战、指挥、边
贸等功能，现已成为一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具有边塞风光的旅游景点。
今天，登上镇北台顶部，举目向北眺望，
昔日的荒漠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
一望无际的绿洲，远处广阔的林海翻着
绿浪，大地一片郁郁葱葱，隐约中还可
看见一列列火车正将陕北的能源运往
各地。视线稍稍收回，不远处的榆溪河
静静地流淌，天上的白云，地上的绿海，
组成一幅美丽的塞北画卷。

再回首看看榆林城，一座座高楼如
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古老的驼城焕发
着青春，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勤劳的榆林人民正用自己的双手将这
里建设成能源之城、生态之城、文明之
城、美丽之城。 □王雄文

在西府孩子们的记忆中，麻花是个挺稀
罕的零嘴儿。旧时，只要是大人们外出赶
集，带回来慰藉小孩子的食物，大多是麻花，
其主要原因便是好带。但是，为何西府流行
此食，而东府少见，就不知其缘由了。

可以说，在缺乏油水的年代，麻花是不
可多得的味觉改善。以前的小孩子吃麻花，
不是大口饕餮，而是用手将麻花拆成小小的
节段，那样，不仅可以拉长味觉满足的时间，
也可以欣赏用面粉搓成的“花儿”。人们对
于稀欠之物，总是格外怜惜。

以我生活的经验来看，以前的小孩大多
喜欢观看食物的制作，这不仅是味觉酝酿性
的等待，也是手艺欣赏的契机。在制食者的
指尖上，面团会魔幻般变形，从臃肿的剂子
到翻飞的白面绳，然后在熟练地搓捻下，不
断合股，成为形似麻绳的样子。这不仅是塑
形的过程，也是面粉逐渐被激发，从而更加
增进韧度的环节。面粉在人们的指尖上绽
放，“麻花”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若论麻花在关中地区之普遍，已今不如
昔，它并非一个家常的食物，而是更多依赖
庙会集市而存在。90年代之前的关中，庙会
集市接连不断，制作麻花的手艺人则各处赶
场，为百姓带去平日不多见的美味。在西府
人的心里，麻花的味道总是与熙熙攘攘的人
群、耀眼的阳光、蓝天白云以及铿锵豪迈的
秦腔相关联。

可如今，庙会集市少了，麻花自然也就
少了很多。好在麻花制作简单，在如今西府
地区的县城小镇，都还可以看到制作麻花的
小摊贩。一个不大的案板，小桌支起，用来
揉搓麻花，还有自制的火炉，小鼓风机吹着，
平底锅盛着菜籽油，金黄的麻花在高温中绽
放，那是孩子们迫不及待的欢心和喜语。

制作麻花的主要原
料是面粉，而其工艺的独
特之处在于先将面粉与
菜籽油相合，然后用手
搓匀，油与面粉的比例
很关键，油若多了，后面
揉搓拉伸的环节则不好
操作，待不断揉搓而使
面油渗透后，再加水揉
成面团，制作麻花的面
团不可太硬，以利于后
面的搓形，面团揉好后，
刷油盖湿布阴置，醒面
约 20 分钟。接下来，将
醒好的面团拿出再次揉匀，制成二十多公
分的面剂子，盖湿布再放 10分钟。经过再
次醒放的面剂子，更加柔软韧劲，这时，就
到了真正搓麻花的时候了。面剂子扯开，
用双手按搓摔打，面剂子很快成为均匀的
细长条，然后双手一边不断按搓，一边将两
端抻，这时的圆柱形面条，已经有了螺旋状
的纹理，经过几次拉扯，面绳已有近一米
长，这时，面绳被迅速双折回绕，然后用手
摁在案板上按搓，然后再反复扯扽，使之复
长，然后再次双股合绕，这时，麻花的雏形
已经出来了，最后还需一个微妙的动作，即
将麻花用双手捏住，往一起搐，使之紧凑，
这样做，是为了在油锅里煎炸的时候，麻花
能够吃上劲儿。

小时候，我没少看庙会上那些搓麻花的
巧手，真是有些眼花缭乱。也正是通过手
艺的技巧和力道，麻花除了油炸所激发的
面油相合的香味，还增添了劲韧的口感和
富于韵律的形态。

炸麻花的油温很重要，通常在油烧至两

成热时下入麻花生坯，约炸八九分钟左右，
并不断用筷子翻弄，使其颜色金黄，待面坯
炸透，便可捞出。西府麻花的吃法，通常有
脆麻花和软麻花两种，脆麻花炸得久，面粉
里的水分便去得多，故而干脆爽口。软麻
花油炸的时间短，颜色黄亮，口感柔韧，更
受青年人的喜欢。

在西府人的习惯里，麻花可以干吃，也
可濡在羊肉泡、大肉泡、豆花泡和油茶里来
吃，还有一种锅巴炒肉，也常以麻花为伴侣，
再加香菜佐味。还有如麻辣香锅、串串香和
火锅等，也常离不开麻花的身影。

麻花对于西府人，就像月牙饼之于东府
人，是已成惯性的味觉依赖。相较于天津大
麻花而言，关中地区的麻花要小很多，大者
不过一尺，小的十公分余，最粗者也要以方
便入口为宜。西府地区的麻花以“香、酥、
脆、鲜”而闻名关中。油炸的大麻花不好运
输，多为当地人所享用，但在关中各地的超
市，均有一种袋装的小麻花，十分酥脆可口，
作为零食，甚是可人。 □张西昌

五味什字为东西横街，东起西安南院门，西
至五星街，长 290 米。元《长安志图》将今南广
济街称为药市街。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初年，这
里药业汇集，清《西安府图》将南广济南部称为
五味什字。

史载，五味什字在原隋唐长安皇城宗正寺、
御史台处，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形为居
民街巷。元代时这里因药店密聚，故十字口与
今南广济街统称为药市街。明清时期亦因这里
药店集中，遂以中药之甘、辛、酸、苦、成五味而
称五味什字。明天启二年（1622年）所建著名药
店藻露堂即设于此。

相传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五味什字药业
汇集，生意兴隆，曾有万年堂、树仁堂、复元成等多
家中药店，尤以藻露堂、敬元堂（在西大街桥梓口
另设有“西敬元堂”）和敬信堂等历史悠久，最负盛
名。各大药店销售种类丰富的中草药、丸散及珍
贵药材，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遵古炮
制”的招牌，若干年内一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

源茂盛达三江”。藻露堂中药店（在这条街北侧
的东头）距今已有近 400年的历史。这个店的创
始人名宋林元，湖北省荆县人，于明朝天启二年
（1622年）来五味什字设堂治病，研制了专治妇
科病的“培坤丸”，疗效较好，在妇女患者中有
很高的信誉。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宋氏资金发
展到 10万两白银。到民国初年，“培坤丸”已誉
满海内，南洋诸国药商汇款邮购。据《大唐新
语》《唐两新记》记载：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的
晚上，长安城里都要放大花灯。五味什字的灯
市是唐代以来长安城最有名、规模最大的灯
市。相传，汉代的长安城已有元宵张灯风俗。
元宵节，唐代称上元节。上元节为唐代长安之
盘节，最主要的活动为观灯。平素长安城宵禁
甚严，上元节前后三天，金吾不禁，所有市民可自
由出入街巷，通宵达旦观赏花灯。游人如云，摩
肩接踵，甚至有足不履地、摄足而行者。玄宗时，
为杨妃曾建一百五十尺高之灯楼，辉煌壮观，韩
国夫人则置八十尺高之百枝灯树，竖立高山，光
明夺目，百里皆见。玄宗还曾于上元夜率群臣在
兴庆宫设宴观灯，作长夜之饮。张说写诗道：“花
尊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
焰，鸡踏莲花万树春。”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曾在安福门外布
设彩灯五万盏，最高的灯轮达二十丈，选长安、万
年两县少女千余人，于灯下踏歌三昼夜。玄宗和
容宗率殡妃宫女登安福门楼观赏，欢乐至极。中
宗时，也曾数次于上元节同皇后微服出行，至坊里
观灯。由于上元夜禁卫松弛，有不少宫女不堪幽
禁生活而趁机逃走。上元节夜，唐长安城民间已
有食汤丸（又称粉果，即今之元宵）的习俗。今之
元宵节食元宵、观花灯，即由此沿而来。 □草青

五味什字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