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唐体育文化的突出特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戴俭慧　 　 司马昊翔

　　摘　要：汉唐体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

性。 汉唐体育文化突出的“连续性”坚实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道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

底；突出的“创新性”塑造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底；突出的“统一

性”决定着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坚定信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疆域根底；突出的“包容性”确保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底；突出的“和平性”体现出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美

好夙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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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
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１］ 中华文明是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深刻影

响着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

求［２］ 。 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文明

的核心内容，代表着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

中的共有智慧结晶和文化传统［３］ 。 习近平总书记

也曾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

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

华民族悠久历史” ［４］ 。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保证了中华民族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５］ 。 因此，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来

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疆域、文化和发展。
目前从体育文化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研究，聚焦在三个维度。 第一，文化记忆维度。
体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

的载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培育

作用［６］ 。 第二，文化自信维度。 体育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７］ 。 第三，文
化认同维度。 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能够促进不

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８］ 。 虽有研究者认为古代体

育文化蕴含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９］ ，以及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根

底［１０］ ，但从体育文化来探究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关联性研究还不多。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也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１１］ 。 汉唐

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从汉唐体育文化这一载体出

发，解读其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探究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底作用， 有助于增强中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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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体育文化自信。

一、汉唐体育文化的“连续性”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从横向上看有丰富多元的文化形

态，从纵向上看又有一个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具
有突出的“连续性”。

１．起源与变迁：汉唐体育文化的形成

汉唐体育文化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产生

的，其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无序到

有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它的起源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人类就生产

出能够投掷的石球、砍砸的石锤和狩猎的鱼叉等工

具，这些工具的使用显著提高了狩猎效率。 随着人

类打制和磨制技艺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

器时代出现大量的能够远射的石镞、飞石索、弹丸、
标枪等狩猎工具，形成原始形态的体育活动［１２］５。

汉唐丰富多样的体育运动项目是在历史发展的

过程中不断变迁形成的，如竞走、长跑、投掷、举重、
攀登和拔河等身体体能运动脱胎于生产实践，击剑、
角抵、斗兽、手搏、拳术、刀术、枪术、射箭、骑射、赛
马、兵器械斗等军事武艺运动是由战争演化出来的。
在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融合中，汉唐时期还出现了

蹴鞠、马球、步打球、捶丸、木射等球类娱乐活动，以
及围棋、象棋、弹棋、六博、双陆、樗蒲等棋类博弈运

动和龙舟竞渡、秋千、击壤、登高、拔河等民俗体育运

动［１３］ 。 这些运动项目涵盖不同的运动技能和表现

形式，不仅强调力量、速度、耐力、敏捷等体能方面的

锻炼，也注重技巧和心理素质的培养，追求形式美和

艺术性的表现，彰显了古人在体育领域的兴趣和

才能。
２．继承与发展：汉唐体育文化的丰富

汉唐体育文化不断继承先秦体育文化形态，呈
现一脉相承和薪火相传的特质，先秦时期关于体育

教育的射箭和御车，祭祀礼仪中的乐舞、武舞等，形
成古代体育文化的雏形［１４］ 。 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致

使“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形气亦然”的养生

体育思想产生［１５］ ，人们开始通过导引来保健身体，
致使“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导引行气

之术盛行［１６］ 。 军事训练装备的剑、戟、戈、矛、殳以

及战车等的改良和演进，围棋、六博、投壶等休闲体

育活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汉唐体育文化在继承先秦

体育和引入外来体育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文化

而创新。 西域传入的乐舞百戏和杂技表演开始兴

起，崇武尚勇的社会风气衍生出角抵、搏斗、击剑、斗
兽、蹴鞠等活动的盛行。 １９７３ 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的西汉帛画《导引图》 ［１７］ ，以及华佗编创出的“五禽

戏” ［１８］２７４０，呈现出单一的导引动作演变为成套体

操动作的发展轨迹。 隋唐时期，体育的竞技功能和

娱乐功能不断发展，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女性

能广泛参与乐舞、围棋、狩猎、射箭、剑术、马球等体

育活动。 汉唐体育文化萌芽于史前人类的生产实

践，形成和发展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二、汉唐体育文化的“创新性”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彰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意志品质，又展示不畏艰险、与时俱进的精神气

质，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塑造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

进取精神。
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

质，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

的历史进步过程［１］ 。 球是体育活动的重要工具，古
代球类运动的演变，始终是其创新性的形态重

塑［１９］８２。
从旧石器时代狩猎的石球到新石器时代进行娱

乐游戏的陶响球，再到由踢石球演变而来的蹴鞠运

动，球也变成毛和皮所制。 唐代马球运动兴盛，修建

有专用竞赛场地便于马球运动的开展。 １９５７ 年考

古发现西安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写有“含光殿及

球场”字样，说明修建含光殿的同时也修建了马球

场［２０］ 。 马球在宫廷中也相当流行，创新出以性格

相对温顺、体型较小、速度较慢的驴代替马的“驴
鞠” ［２１］１５２。 从马上或者驴上击球逐渐演化成便于

开展的徒步击打球的“步打球”，又演变为以棒击球

入穴的“捶丸”和抛球击柱的“木射” ［２１］１５３。 汉唐

体育文化在创新中广泛普及，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汉代统治者多带头参加体育活动，举办各种竞

技比赛和节日庆典来发展体育活动。 受统治阶层的

影响，普通百姓也以“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
走犬、六博、蹋鞠”为乐［２２］ 。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
时期，蹴鞠受到上至帝王贵族，下至民间百姓的喜

爱，出现了 “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

鞠” ［２３］的景象。 六博由于完美地结合了游戏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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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性和科学性，成为老少皆宜、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

活动［２４］ 。 唐代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市井百姓，不管

男女老少无一例外都爱打马球，如《封氏闻见记》中
“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 ［２５］ ，描写唐

玄宗打马球的高超技艺。 《全唐诗》中“君不见淮南

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 ［２６］３２３，描述唐人对

马球运动的热情，还有“千群白刅兵迎节，十对红妆

妓打球” ［２６］３４１９，描写女性打马球的激烈场景。
２．守正创新，积极进取

汉唐时期人们通过体育活动提高自身健康强健

的体魄、顽强不息的意志和自我超越的品质，人们也

通过体育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激励人们不断积极

进取、顽强拼搏。
汉代体育活动被视为培养身心健康和意志品质

的途径。 １９７１ 年河南省唐河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中的兵器技击画像［２７］ ，河南省新野县发现的东汉

斜索戏车画像砖［２８］ ，还有现藏于洛阳汉画艺术博

物馆的西汉画像石中的驯虎画像砖［２９］ ，都体现出

古代体育参与者们奋进勇往、无畏艰险、敢于挑战的

体育精神。 汉代发展角抵百戏，许多表演项目都是

创新的动作，如人走索，在索上倒立；鱼跃钻过刀圈、
火圈，空翻筋斗；在竿上、马上、叠案上做倒立，在七

星盘上跳舞；在前后两辆飞速奔驰的马车上做各种

高难度的技巧表演等。 这些创新的身体娱乐表演，
无论是在动作难度上，还是勇敢精神上，都超越时

代，影响后世［２４］ 。
《汉书·艺文志》载，蹴鞠为兵家技巧类，蹴鞠

者要“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 ［３０］１７６２，通过蹴鞠训

练出身体强壮、勇敢顽强的战士，以获取战争胜利。
摔跤也是古代久盛不衰的项目，最早名为“角抵”，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汉铜鼻钮角觝图案玺印就刻

画着二人两两相当的角抵形象［３１］ ，《汉书·武帝

纪》 解 释 为 “ 角 者， 角 技 也。 抵 者， 相 抵 触

也” ［３０］１９４，后又称之为“相扑”。 摔跤既是一项崇

尚勇武、斗智斗勇的实战搏斗运动，又一种是祭祀表

演活动，烘托娱乐气氛。

三、汉唐体育文化的“统一性”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疆域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始终秉持民族团结的执着坚守和

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１．秉持民族团结的执着坚守

汉唐体育文化既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与南方水

域民族文化特点的体育活动，又有盛行于中原民间

的民俗体育活动。 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

规模的民族迁徙，引发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成为增

强中华文化共性与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时期。 在此

阶段，体育文化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及其他民族

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互动与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

化也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不断变迁和传承创新。 中原

地区的蹴鞠、围棋、投壶、武术、杂技、秋千等活动进

入江南，北方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进入中原，
带来骑射、摔跤、举重、叠案等活动［３２］ 。 ２００１ 年山

西省雁北师院（今大同大学）出土的北魏胡人缘橦

杂技俑和胡人伎乐表演俑，能够看出魏晋南北朝时

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３３］ ，《魏书·乐

志》载，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六年（４０３ 年）冬“诏大

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造五兵、角抵”，“长 、缘
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 ［３４］ 。

２．祈求丰收幸福、国泰民安的坚定信念

汉唐体育活动与中国传统节日活动相结合，在
锻炼身体和培养意志的同时，又有祈求长寿、丰收、
幸福、国泰民安的深层含义。 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

开展龙舟竞渡，以悼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既有祭祀

意义，又兼具夺标的竞技性和表演的娱乐性。 隋唐

时期，九月初九重阳节的登高习俗，人们在锻炼身体

的同时，也抒发怀念故乡、思念故人的情感。 秋千活

动有祈福国家千秋万载的含义，汉武帝祈千秋之寿，
故后宫多秋千之戏［２４］ 。 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中
提到“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每到寒

食节多开展蹴鞠和秋千活动［２６］１２５９。 唐代民间非

常流行拔河活动，李隆基《观拔河俗戏》诗序云：“俗
传此戏，必致年丰。 故命北军，以求岁稔。” ［２６］３２看

出举办拔河比赛的目的是祈求粮食丰收，国泰民安。
汉唐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在体育领域得到

了相互借鉴和融合，体育成为促进不同民族交流和

团结的重要纽带。 在同一个文化系统里，少数民族

与汉族体育文化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昭示着“国土

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

家国情怀，逐渐形成多元一体、国家统一的中华民族

体育文化系统［１］ 。

四、汉唐体育文化的“包容性”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形成了海纳百

川、兼容并蓄的体育活动，汇聚为多元融合、凝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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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体育思想，保持着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体育交

流，确保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

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同其他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３５］ 。
汉唐体育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优

秀体育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

体育文化的精髓而来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文

化特征。 现藏于山东沂南汉墓博物馆的东汉百戏杂

技汉画像石上刻画有跳、倒立、七星盘舞、顶杆杂技、
鱼龙曼衍的盛大场景［３６］ 。 “跳丸”是在外来文化影

响下丰富起来的抛接球杂技表演，《后汉书·西南

夷传》载，永宁元年（１２０ 年），缅甸掸国王派使节到

汉朝，进献了善于幻术的艺人，还有“又善跳丸，数
乃至千” ［１８］２８５１的杂技艺人，后来又衍生出“跳剑”。
“五案”是安息（今伊朗）人在叠案上单人和多人的

倒立表演杂技，汉代又创新出能在车上、马上的倒立

表演。 《西京赋》记载汉代丰富的百戏活动，有“乌
获扛鼎，都卢寻橦。 冲狭燕濯，胸突铦锋。 跳丸剑之

挥霍，走索上而相逢” ［３７］７５之语。 “寻橦”是一种顶

杆表演杂技活动，由都卢（今越南等）传入中原内

地，而后创新出另一种高空走索技艺———高 。 这

些包罗万象的古代体育活动，促进了汉代体育文化

的兴盛与繁荣，逐渐发展为中华体育文化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２．多元融合，凝聚共识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
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

识［１］ 。 古代体育文化也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在
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共融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丰富发

展。 比如养生体育，从最早的“熊经鸟申”，到华佗

的“五禽戏”，到葛洪的行气术、房中术、辟谷术、导
引术，再到孙思邈的“天竺按摩法”等，其发展融合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文化，创造一种动静结合、内
外双修的训练体系，也融合了阴阳五行、身体锻炼、
生理学和医学等知识，表现出古人对自然规律、生命

活动、改造自身的认识，形成了独特的养生体育思想

文化体系［１９］２９。
３．开放包容，美美与共

中国与东亚交往密切，一些体育活动也向外传

播，如《旧唐书·东夷列传》载，高丽人“好围棋投壶

之戏，人能蹴鞠” ［３８］５３２０，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又将

舞蹈技艺“高丽乐”带入中国。 日本在唐时先后多

次派遣使者学习体育文化，相关史书也记载由中国

传入日本的射箭、棋艺、马球、蹴鞠、养生等。 《三国

志·倭国传》载，徐福东渡日本后，使“其人寿考，或
百年，或八九十年” ［３９］ 。 《隋书·倭国传》载：“每
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 好棋

博、握槊、樗蒲之戏。” ［４０］可知日本民间与中国一样

流行着饮酒射箭、下棋博弈的习俗。 《旧唐书·宣

宗纪》载，唐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 年）“日本国王子入

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最终顾师言取胜［３８］６２０。 日本宫廷宴会也会举行马

球活动，公元 ８２２ 年嵯峨天皇在欢迎渤海靺鞨使节

的宴会上，观看王文矩等使节的一场马球表演赛后，
赋《早春观打球》一汉文诗：“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

乘时出前庭。 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

星。” ［１２］２８８

唐代狩猎之风盛行，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狩猎活

动，帝王贵族们在仲冬季节举行的大型狩猎活动已

成为军中之礼的一部分。 唐人把狩猎当作重要的军

事体育项目，认为狩猎能够培养军人们的骑马、射
箭、阵列、号令以及行进能力，《全唐文》载：“大凡古

者天子诸侯，四时皆畋，因畋以理兵。 先视其礼仪，
次察其号令。” ［４１］周边国家的猎师也来参与狩猎活

动，《新唐书·百官志》载，西亚和南亚的天竺、波
斯、大食（阿拉伯国）等国家向唐代进献猎豹、猞猁、
猎犬和猎鹰等动物，这些动物由“闲厩使押五坊，以
供时狩” ［４２］ ，唐人将其驯养用于狩猎活动。 从 １９９１
年西安市东郊灞桥区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有

“胡人”骑马携犬狩猎俑、“胡人”骑马携猎豹俑、“胡
人”擎举鹰鹖俑、“胡人”携猞猁狩猎女俑，其中不乏

出现猎师和胡服女性猎师的形象［４３］ 。 １９７２ 年考古

发现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道的狩猎壁画

中，还有“胡人”正在驯猎鹰、猎豹、猎犬的场景，与
“胡人”狩猎陶俑相呼应［４４］ 。

五、汉唐体育文化的“和平性”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讲究公平正义，崇尚团结友爱；主
张和合共生，反对暴力对抗；倡导平等对话，主张协

和万邦。 所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也是中华民族与生

俱来的美好夙愿。
１．讲究公平正义，崇尚团结友爱

汉唐体育活动始终秉承公平正义、团结友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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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一的精神和品格。 在汉唐体育竞技中，也用公

平公正的规则和礼制进行约束和制约。 汉代蹴鞠有

军事蹴鞠和表演蹴鞠两种形式，军事蹴鞠是一种直

接对抗的形式，有裁判执法，有规则可循，《鞠城铭》
中明确记载，比赛球场天圆地方，球门如月相对，一
队各十二人，赛场上正副裁判执法，规则条例是有法

章的， 裁判制裁大公无私， 球员被罚也无可抱

怨［３７］５３３。 同蹴鞠一样，马球也是一项团队项目，非
常注重团队协作和战术配合，讲究人、马、球和杖的

协调统一，蔡孚《打球篇》中“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

讯走满先筹”，反映出唐人敢于对抗、勇于争胜、团
结协作的运动精神［２６］８１６。 同时，要尊重和保护球

手，进行比赛时有着严格的规则，进球称之为得筹，
以得筹多少判胜负，进球后更是能“入门百拜瞻雄

势，动地三军唱好声” ［２６］３７２６，赢得全场观众的呐喊

和助威。
２．主张和合共生，反对暴力对抗

古代体育思想讲究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和合共

生，注重内外兼修、身心一体的和谐发展，注重团结、
平等、友爱，反对暴力对抗。

以和为贵，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止戈为武，是中

华儿女的和合之道。 汉唐体育有着尚武的精神，但
也崇尚和平。 击剑对抗时的刺击动作时而伤人，斗
兽搏斗时也十分容易受伤，戏车表演活动也十分冒

险，唐代也出现过马球比赛时持杖击人的事件。 无

论是练武还是娱乐活动，参与双方都是要做到“点
到为止”“勿轻易击其要害”，要有仁爱之心，“切戒

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之举”，出现伤害行为都是不

被提倡的，所以到汉末击剑出现了代用真剑的替代

品，唐代蹴鞠活动也逐渐将直接身体对抗改变为间

接宫廷娱乐的形式［１９］７６。 中华武术也蕴含和合共

生的思想，要求习武者遵循自然规律，例如形意拳的

十二型是模仿十二种动物的姿势和形态而来，有着

道法自然的意蕴。 少林拳术秘籍中的养生练气功

法，可以看出中华武术蕴含着天人合一的观念。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道德准则，也是唐

代人们参加十五柱球活动的必备要求和行为准

则［２１］１５３。 儒家“中庸”“仁爱”的思想，要求习武之

人须文武兼修，不为争强斗恶，而为防身自卫、修身

养性。
３．倡导平等对话，主张协和万邦

汉唐体育交流倡导平等对话，体育活动不仅是

展示古人身体和技能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交娱乐活

动的重要平台，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承和发扬的过

程中传递体育文化价值观。 《汉书》载，汉武帝“设
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
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３０］３９２８，举行大型百戏

和角抵活动招待各国使节观看。 《封氏闻见记》记

载唐玄宗举办千余人的拔河比赛来供外国宾客们观

看，在座之人无不震撼，还有唐人与吐蕃人的马球交

流比赛，中宗令“四人，敌吐蕃十人” ［２５］ 。 ２００４ 年

考古发现陕西省富平县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上一名

身宽体壮、身着红袍、头顶幞帽的“胡人”打马球形

象［４５］ ，还有唐代朝廷赠与日本遣唐使的木画紫檀

双陆局和围棋局［４６］ ，都见证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之

间平等友好的体育交流。 古丝绸之路上不管是西域

体育文化的东进，还是东方体育思想的西传，始终是

和平的交流，最终中国的兵器武艺等技艺传入西域，
提高了西域各国工匠们的装备制造能力，而西域的

杂技技巧、音乐舞蹈、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华体

育文化交融，最终实现本土化。
综上，汉唐体育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不仅是

对历史演进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

精神标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

历史、精神、疆域、文化和发展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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