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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经济、社会空前发展，体育也随
之繁荣。当时的体育项目众多，各种类型的体
育社团纷纷成立。据记载，杭州有体育相关行
当近二十个，射弓、蹴鞠、相扑、举重、武术、龙
舟等项目都很受欢迎，见于古籍记载的知名体
育艺人超过150名。穿过800年的时光隧道，
如果让南宋人组队参加奥运会，他们会参加哪
些项目，又会派出哪些著名选手呢？
射箭代表队，由军队将士和民间高手共同组队

弓箭是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武器，南宋一
朝又始终有北方政权的威胁，军中将士射箭
高手不在少数。在宫廷举办的射箭比赛中，
士卒有“招箭班士”、武将有“伴射武臣”参
加，他们中的优胜者，除了能得到皇帝“闹
装、银鞍、马匹、衣帛、金银器物”等的物质赏
赐，还可以享受“迎迓还舍，观者纷然”，招摇
过市，万众瞩目的精神奖励。

射箭作为一种休闲运动，在民间也相当
普及。在杭州，爱好者们成立了射箭“俱乐
部”，如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锦标社等，
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举行比赛。这些俱乐
部的入会门槛不低，比如射弓踏弩社的要求
是：“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要
有相当的实力才能加入。在史料中留下名
字的“射弩儿”，有周长、康沈、杳大、林四九
娘、黄一秀等，都是个中高手。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林四九娘是一位
女中豪杰，这样，南宋的射箭代表队既有男
运动员，也有女运动员，能够角逐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以及女子个人比赛的桂冠。

足球代表队，齐云社运动员是主力
现代足球出现的时间较晚，与之有渊源的

“蹴鞠”，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

在我国很多地区流行了。到了南宋，蹴鞠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一是比赛用球更轻便。皮球用
十二片皮革缝制而成，表面规整圆滑，宋代词
人在《满庭芳·十二香皮》中就曾写道：“十二香
皮，裁成圆锦，莫非年少堪收。绿杨深处，恣意
乐追游。”二是蹴鞠运动更加普及，宫中有“球
场”，街巷中有“瓦舍勾栏”，都可以作为比赛、
表演的场地。就连乡间的少年，也经常踢球娱
乐，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诗句：“语燕似催春事
去，游丝不似客愁长。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
喧呼蹴鞠场。”描写了春末夏初，乡村少年们在

“蹴鞠场”中呼喊比赛的场景。
齐云社（又称圆社），无疑是“蹴鞠俱乐

部”中的豪门，组织健全、管理规范、规模较
大。它制定的《齐云社规》类似于运动员行
为准则，其中规定“不许入步拐，不许退步
打，不许入步肩，不许退步背”“任风起不踢，
酒后不可踢”，对成员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齐云社还编写了《蹴鞠谱》，不遗余力地宣传
蹴鞠运动，其中有“世间子弟千般艺，只此风
流最夺魁”“万种风流事，圆社总为先”的诗
句，虽然不无夸张，但在吸引更多人参与、关
注蹴鞠运动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

南宋的“国家男子足球队”，应该以齐云
社的优秀运动员为班底，吸收全国其他蹴鞠
打球社的尖子球员共同组成。参考《武林旧
事》的记载，他们中的明星球员有黄如意、范
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相信他们能不负
众望，取得好成绩。

摔跤代表队，名字就很“拉风”
相扑，也称角抵，“相扑争交，谓之角抵

之戏”，类似现代的自由式摔跤。北宋民间
还有小儿相扑、乔相扑、女子厮扑。在京城
的瓦舍里，相扑表演是最受欢迎的，相扑艺
人也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

宋代的相扑比赛在当时已有正式的规
则，叫“社条”。社条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
双方公平的竞争，不准施行不正当的手段。
在比赛中执行规则的裁判叫“部署”，他的职
责是签生死文书、检查服装、宣布社条、主持
比赛。在宋代相扑比赛中最重要的条文是不
许暗算，所以比赛时，双方都赤身裸体，比赛
前都要张开手臂，抬腿以示没有携带暗器。

一些相扑擂台公开赛，当时叫“露台争
交”。这些擂台赛一般都在庙会期间举行。
南宋临安城护国寺南的露台就是一个相扑擂
台，经常举行全国性的相扑锦标赛，登台竞技
的相扑选手都是各州选拔出来的好手。获胜
者可得到奖金、奖杯、锦旗等相应的奖励。

宋代诗人周文璞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有时挟弹暮云表，有时蹴鞠春风前。有时
却自着绛帕，走入药市寻神仙。”当时宫廷中
举行宴会时，常有称为“等子”的相扑手分成
左军、右军进行表演赛。民间也有“角抵社”
等社团，著名的相扑运动员很多，如撞倒山、
铁板沓、周黑大、曹铁拳、王急快、韩铜柱等，
从这些艺名，就能想象出他们在比赛中威风
凛凛的样子。不出意外，南宋摔跤代表队员
将从上述人中选出。
水上项目，游泳队、花样游泳队实力都很强

南宋首都杭州，西有西湖、东有钱塘，水
网纵横。这里的居民从小就谙习水性，各类
水上项目玩得很溜。每年中秋节前后的钱
塘江大潮，是游泳健将们一展身手的时候，

《梦粱录》中这样描述他们“伺潮出海门，百
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
手持装饰华丽的彩旗，还能在怒吼的波涛中
上下翻腾；有的甚至“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
而戏弄”，在水中手脚并用，舞动五面小旗。
当时的人们对“弄潮儿”很推崇，《酒泉子·长
忆观潮》中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
不湿”的名句；《看弄潮诗》描述市民欢迎弄
潮归来的健儿：“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白旗
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可
见，“弄潮儿”们不仅水性了得，也深受市民
喜爱，游泳队和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从他们
中选拔准没有错。

此外，还有举重代表队。由擅长击石球
的天武张、掇石墩的花马儿，以及郭介、端
亲、王尹生、陆寿等大力士组成。他们虽然
没使用过现代的杠铃，但有一把力量在手，
摘金夺银不成问题。

仅仅列举出上面几个项目，我们已能发
现南宋代表队的不俗实力。如果南宋人真
的穿越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你猜在金牌榜上
能排第几位？ 本报综合消息

唐代，考生们在科举考试中第之后都做
些什么？让我们从唐诗中一探究竟。

首先当然是看榜。唐代科举的科目繁
多，有明经、俊士、明法、明算等，但最为世人
看重的是进士科。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前
一年冬天就从各地齐聚长安，经过诗赋、帖
经、时务策等数场考试之后，终于在春暖花
开的时节，盼到了成绩公布的那一刻。

礼部将中第者的姓名用大字抄写在榜
文上，天微微亮的时候，就张贴在南院的东
墙之上。此时众多考生早已围了个水泄不
通，一个个踮起脚尖，期望在金榜上找到自
己的名字。855年，诗人袁皓就是幸运儿之
一，他挤在人群中，先看到榜上一个“袁”字，
又看到一个“皓”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金榜高悬姓字真，分明折得一枝春。”那一
刻，他觉得自己从耕钓客，一跃成为神仙侣，
十年的寒窗苦读得到了回报。唐末的徐夤，
在《放榜日》中描写了名次公布后的热闹场
面：长安城里车马喧天，人们争相来到礼部
看榜；考中的进士气宇轩昂地走在长安的大
路上，皇城南北七街、东西五街的百姓们，都
卷起门帘，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新科进士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要
参加，可谓累并快乐着。

谢师恩，即向座主（主考官）致谢。816
年中进士的周匡物，在《及第后谢座主》中，
将感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盼
望及第已经十年，幸亏座主您的赏识，我才
榜上题名。我夜里对着影子暗暗发誓，就是
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报答您的恩情。”

然后是过堂。众进士在座主的带领下，
到中书省拜见宰相，有“为国献才”之意。唐
末考生韩偓在《及第过堂日作》一诗中，描述
了他参加的一次过堂仪式：大清早，天上的
星星还没有隐去，他就和同年们在宫门外集
齐等候；等到宫殿和楼台逐渐镀上晓日的光
辉，他们鱼贯走向中书省。一路上，官员肃
立在道路两旁，敛容看着他们走过。那一刻
的荣光到了极点，韩偓感觉自己已经“凡骨
升仙籍”。

谢师恩和过堂之后，是一系列的宴游活
动。据《唐摭言》，进士参加的大小宴会有大
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宴、樱桃宴、月灯
打球宴、牡丹宴、看佛牙等。其中以杏园宴、
关宴最为重要。

杏园宴在长安曲江池西南的杏园举
行。831年，李远与新及第的进士，一起赴杏
园宴，写下了《陪新及第赴同年会》：“今日杏
园宴，当时天乐声。满座皆仙侣，同年别有
情。”同样把进士比作神仙；晚唐诗人皮日休
在寒食（清明前一两日）这一天，作为新科进
士也参加了杏园宴，在《登第后寒食杏园有
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中，他写道：“雨洗
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可见杏园宴
的热闹。

雁塔题名，是在长安慈恩寺塔（雁塔）
上，题写进士的名姓，在杏园宴之后进行：

“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郑谷在
一首祝贺友人骆用锡及第的诗中，不无感叹
地表示，骆进士前后花了两纪（24 年）的时
间，才考中，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不禁泪满衣
襟。但能将姓名题写在雁塔上，再多的等待
也是值得的，正所谓：“题名登塔喜，醵宴为
花忙。”

接着，进士们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合
格后才可以授予官职。打个不很恰当的比
方，进士试类似于如今的高考，而关试如同公
务员考试。关试之后要举行关宴，在长安城
南的曲江亭举行，因此又称曲江宴、曲江大
会，又由于很快就要各奔东西，也称离宴。

曲江宴场面盛大：“曲江之宴，行市罗
列，长安几于半空。”参加曲江宴，是值得铭
记的事情，很多新科进士都会在诗中记录这
份荣光。796年春天，孟郊和同年约30人，参
加了曲江宴，会上“高歌摇春风，醉舞摧花
枝，乐声韵参差”，歌、舞、音乐动人。在这种
类似全民狂欢的宴会上，作为主角的进士，
很少有能保持清醒而不陶醉的，孟郊不觉也
豪气干云：“永与沙泥别，各整云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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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被认
为是“千古隐逸之宗”。他有五个儿子，最开
始生下大儿子的时候，他下了好好教育的决
心，打算让儿子在官场里卷一卷。

得子之初自然是喜悦与期望相伴的。
他的大儿子字求思，取自孔子的孙子子思。

陶渊明三次娶妻，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他对孩子们的期望就更大了，三十岁左右的
时候，他写了一首长诗《命子》、悠悠我祖，爰
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
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然而许多事总是事与愿违，陶渊明也曾
经想过光宗耀祖，一度出仕做官，却因为受
不了社会的腐朽黑暗不想随波逐流而弃官
归隐田园，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生活。因为不擅长农活儿，辛苦之外落了
个草盛豆苗稀的结局——靠自己种地吃饭
大概是吃不饱的，他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日子过得很艰难，别说读书了，吃饱饭都不
容易。儿子们呢，肯定也要跟着回归田园，
过起穷苦清贫的日子，田园生活辛苦，却又
快乐，上树抓鸟，下河捞鱼，田野里追兔子，
奔跑跳跃，广袤的大地是天然的游乐场。

至于好好学习，算了吧，没时间，也没那
环境。

孩子们在田野里撒欢，围着他们夫妇嬉
戏笑闹，五个儿子都活成了随心所欲的样
子，离世俗的“优秀”越来越远了。

陶渊明做了啥呢？他写了一首《责子》
诗来控诉儿子们的行径：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
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
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
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他写的依次是五个儿子的小名：舒、宣、

雍、端、通。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如实描述了几个儿

子不争气的状态，说自己已经老了，白发丛
生，身体不好，可是这五个儿子都不喜欢读
书，都不是那块料，大儿子都快成年了，还是
无比懒惰，天天躺着，二儿子倒是不懒，但不
喜欢学习，三儿子四儿子也过了十岁了，连
数都不认识，几乎就是笨蛋，小儿子九岁，天

天就知道吃！
眼看着几个儿子不会有世俗意义上的

出息了，更别提什么光宗耀祖，那怎么办
呢？他对自己说，这就是命啊，一醉解千愁
吧。

宋代黄庭坚看了陶渊明这首《责子》诗，
说道：“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
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
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虽然表面上是责子，言语间却充满了宠
溺和诙谐，一幅任由小孩自由发展，看着他
们快乐奔跑的天伦之乐图画。

也许是远离世俗日久，在归田园居的
平淡轻松时光里，陶渊明早就放弃了让儿
子们去官场里卷，在仕途里扑腾，从而折腾
出点名堂，获得一个世俗身份的期盼，他爱
上了这种田园生活，自然也希望儿子们能
快快乐乐，不去追求什么虚假的“名利”。

为孩子奉献一切的父母值得歌颂，像陶
渊明这样想得开的父亲，却温馨可爱，我不
逼你去按照普世价值活着，你懒也好，不爱
读书也好，是个吃货也好——快乐就好。

本报综合消息

如果让南宋人组队参加奥运会

想开点吧 陶渊明也教育不好孩子

谢师、过堂、宴游、题名……

唐代考生中第后很忙

《《蹴鞠图蹴鞠图》》南宋南宋（（传传））马远马远

《宋画全集》第四卷第六册《骑射图》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