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4日，北京冬奥会顺利拉开帷幕，各

项赛事正在展开激烈角逐。我国古代亦有

着丰富的冬季冰上运动，如故宫博物院藏清

代宫廷画家张为邦、姚文瀚合画的《冰嬉

图》，就记录了清乾隆年间的一次皇家“冬运

会”。据清代官员张廷玉等人所撰《清朝文

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之“散乐百戏”记载，

每年农历十月，于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

领等管辖的兵丁中，挑选 200名滑冰能手进

行表演或竞技，总队员人数可达 1600 名。

当年冬至后，皇帝会到瀛台（位于北海大桥

以南）等处观看冰上运动。所有参与队员均

按八旗颜色顺序列队，在冰面滑行，并作出

各种展示性动作，其技巧水准丝毫不逊于现

代滑冰运动员。《冰嬉图》里的“冬运会”项目

主要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上射箭等。

速度滑冰是以冰刀为运动工具的冰上

竞速运动。清代官员吴振棫所撰史料笔记

《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载有“冰鞵（xié，同

鞋）以一铁直条嵌鞵底中，作势一奔，迅如飞

羽……至有先后，分头等二等，赏各有差”。

该部分内容描述了类似于速度滑冰的比赛

场景：参与比赛的队员们穿的冰鞋，由木制

的鞋板，以及板底的单片铁条组成，以减少

冰上滑行的阻力；队员们穿上冰鞋后，站在

距离皇帝御用的冰床二、三里处，该位置为

比赛的起点；比赛的终点则设在皇帝坐的冰

床附近。比赛开始时，终点附近鸣炮一声，

起点附近亦鸣炮一声，以示回应。随后，队

员们争先恐后地滑出起点，奔向终点。整个

比赛过程不计时，先到者为胜。皇帝根据参

赛队员的成绩由高至低，赐以头等、二等奖

赏。队员的上述比赛过程，被称为“抢等”。

《冰嬉图》里绘制的内容与《养吉斋丛录》中

上述记载有着相似之处：皇帝坐在冰床内，

观摩队员们竞速。尽管整个场景有表演赛

的氛围，但是单人滑行的队员，一个个飞驰

而行，犹如做“抢等”之举。而乾隆帝在《冰

嬉图》卷尾所作《御制冰嬉赋有序》中，亦有

“闪如曳电，疾若奔星”的描述，可反映队员

们滑冰速度之迅疾。

花样滑冰即队员通过脚底的冰刀，在冰

面上划出图形，并表演出跳跃、旋转等具有

难度的动作。《冰嬉图》作为清代宫廷大型冰

上运动的记录，图中表演者不仅能滑出优美

大型的图纹，而且还展示出了丰富多样的滑

冰方式，如单人滑、双人滑、多人滑等。单人

滑的队员，或作各种舞姿，如金鸡独立（单腿

站立）、鹞子翻身（身体后仰，做侧向翻身

状）、凤凰展翅（身体前倾，双臂张开）等；或

作杂耍表演，如舞刀、挥剑、耍棍、张弓、掷

枪、扬旗、弄叉等。双人滑的队员，或一人斜

伸长矛，矛端部立一小队友，做上下向平衡

状；或一人竖举竹竿，竿顶有小队友侧靠，做

左右平衡状；或一人平举长棍于头顶，棍中

立一小队友，做摇旗动作等。多人滑的队

员，或两名队友相互搂肩，并滑前行，第三名

队友立于二人肩膀之上，双手摇旗；或一名

队友前后向伸臂滑行，左右肩膀各有一名小

队友站立，单手摇旗；或一名队友双手向两

侧伸平，左右手臂上各坐一小队友，第三名

队友与之头顶相对，做倒立姿势等。所有表

演者动作和谐有趣，团队成员配合默契，而

队员们娴熟稳健的滑冰动作，也反映出其精

湛的冰上运动技艺。

冰上射箭在古代被称为“转龙射球”。《养

吉斋丛录》卷十四载有“又继以转龙射毬

（球）……一射天毬（球），一射地毬（球），中者

赏”。即转龙射球比赛人员分为若干组，每组

包括成员 3名：1名成员背部插着旌旗，在前

面带路；2名成员手持弓箭，跟在后面。参加

比赛的小组可达 200个，他们按八旗的颜色

顺序走队，在冰上做盘旋曲折状滑行，远看犹

如一条蜿蜒游动的巨龙。排在队伍最后的是

一名手执彩旗的小队员，远看恰如龙尾。另

在皇帝冰床的前方不远处安有木制门架，门

架横梁正中悬挂2个毛皮球，上面的称为“天

毬（球）”，下面的称为“地毬（球）”。当转龙队

伍行进至门架附近时，其滑动速度加快，2名

射手分别瞄准天球和地球，张弓射箭，射中者

会得到皇帝的奖励。射者所用的箭多为“骲

（bào）箭”，即用木或骨做成的箭，且箭头带

孔，射箭时可发出声音。《冰嬉图》所绘内容类

似于此，但表演赛的氛围更浓：每个小组包括

1名旗手、1名射手和 1—3名表演人员，且门

架上仅悬挂天球；转龙队伍在行进过程中，既

有射球人员，又有表演冰上杂耍的人员，呈现

出热烈有趣的生动场景。

综上可知，《冰嬉图》里的古代皇家“冬

运会”，呈现出丰富的冰上运动类型，集竞技

性与欣赏性为一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浓厚的

冰雪运动文化内涵。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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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调侃《西游记》中众多妖怪之所

以命运不同，与其是否有“背景”相关。那些

没有“后台”的妖怪，大多难逃被三兄弟兑换

“功果”的下场。那么，哪个妖怪结局最惨烈

呢？在我看来，大概没有哪个妖怪比几个蜘

蛛精更悲催了。《西游记》第七十三回是这么

描写的：

行者却到黄花观外，将尾巴上毛捋下七

十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七十个小

行者；又将金箍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

做七十个双角叉儿棒。每一个小行者，与他

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边，将叉儿搅

那丝绳，一齐着力，打个号子，把那丝绳都搅

断，各搅了有十余斤。里面拖出七个蜘蛛，

足有巴斗大的身躯，一个个攒着手脚，索着

头，只叫：“饶命，饶命！”此时七十个小行者，

按住七个蜘蛛，那里肯放。行者道：“且不要

打他，只教还我师父师弟来。”那怪厉声高叫

道：“师兄，还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从

里边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

你了。”行者闻言，大怒道：“你既不还我师

父，且看你妹妹的样子！”好大圣，把叉儿棒

幌一幌，复了一根铁棒，双手举起，把七个蜘

蛛精，尽情打烂，却似七个暧肉布袋儿，脓血

淋淋。

妖怪不但被扯着肚脐倒揪出来，成为人

质后还遭遇师兄背叛，其绝望可想而知。在

为原著里蜘蛛精的命运嗟叹的同时，从科技

史角度看这一段，也有不少值得发掘之处。

从纺织工具中获得的灵感

在道观外，悟空是第二次面对把物品遮

盖得密密实实的蛛丝了。之前在盘丝洞外

他就已思索过采用何种对策对付蛛丝。当

时他按着包裹洞府的丝绳，即举棒道：“这一

棒，莫说是几千层，就有几万层，也打断了！”

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断，

这个软的，只好打匾罢了。假如惊了他，缠

住老孙，反为不美。”

对直接动手可能导致的后果，悟空颇为

忌惮。在随后“不半晌”时间里，该难题一直

萦绕于他的潜意识中，故而此次他几乎不假

思索地得到答案：求助于一种新工具“双角

叉儿棒”。由这个名称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其

形状，就是一端如牛羊角那样分两股尖叉，

另一端为棒状，便于手握。它的使用方法类

似于用叉子吃意大利面，叉起丝绺后旋转，

乱糟糟的丝网总能追根溯源。可以想象悟

空和 70 个小行者，每几个人最终可追索到

同一源头，把那个对应的蜘蛛精拉出来。这

时双角叉儿棒又起到把蜘蛛精身躯叉紧并

控制住的功能。

悟空用来搅丝的双角叉儿棒在现实生

活里可追溯到什么样的原型呢？

春蚕吐丝作的茧，并不会全部变成美

丽的丝绸。除一部分上等蚕茧用于缫丝

纺织外，次等或野生蚕茧则要经过缫煮，

去除表面的丝胶，再扯松后制成丝绵。虽

不像丝绸那样华美名贵，绵在中国历史上

也很重要。它们可以塞进袍子或被褥，解

决保暖御寒这个大问题。这类织物在战

国两汉时期墓葬中多有出土，并与绢等丝

织品在后世并列为征税品种。而且丝绵

加工工艺简单，在中国以外缫丝技术发展

滞后的区域，丝织原料都以绵为主。由于

纤维形态相近，宋元木棉和草棉逐渐传播

后，绵也经常指代它们。

丝绵和双角叉儿棒又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翻开元代王祯（1271—1333 年）所著

的《农书》，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许多纺织

工具，其中有一种把绵捻成绵线的工具叫

“捻绵轴”。它由下方插在木头或石头底座

上的轴，以及竖立的叉组成。操作者把绵挂

到叉头，用手捻成连续不断的绵线后，将线

缠于轴上。这一工具在明清时期仍很常见，

我们不但能从《三才图会》《农政全书》里看

到从《农书》中摘引的对捻绵轴的描述，还能

从《桑蚕提要》《蚕桑辑要》等 19世纪的蚕书

里看到更详细的记载。

到了清代，这种工具又称“绵叉”，“以铜

为 之 ，叉 下 镶 木 干（长 约 二 三 尺 ，粗 如

指）”。 《桑蚕提要》的插图里还进一步说

明：“干长则竖立地下，干短则柱立腿上”。

叉枝上挂丝绵，绵线下方连于“坠梗”之上。

坠梗用竹制，一头留出空间穿过十余枚铜钱

以使其下坠，钱外套长约六寸的芦管，坠梗

另一头刻有较深的螺旋纹。

纺线时，操作者以左手拇指、食指和中

指捻绵向下抽扯，右手拇指和食指接过左手

所抽之绵，像搓纸捻那样将其捻成线，待其

长尺余时，将线下端缠绕到芦管上，上面一

截缠到螺旋纹里，继续边捻线边转动坠梗，

就能把绵线越引越长，坠梗的位置也越来越

低。待坠梗接触地面，即把螺纹上的线解

开，缠到芦筒上。芦筒上的线缠成一大卷

后，再换另一芦筒。可见这一工具虽简易，

但巧妙运用下坠的重力和螺旋纹提供的摩

擦力，可实现较高的效率。故王祯称赞它可

助劳动者们“代纺绩之功”。

前面提到的蚕书涵盖着江浙和两湖等

广大区域丝绸生产的情况，其富有特色的形

态或许也为《西游记》的作者所知，并给他提

供了灵感，让他想象出双角叉儿棒这样奇特

又应景的工具。

古人对蛛丝用于纺织的期待

从这两回对蛛丝的描写，我们是否能窥

得《西游记》作者对蛛丝这种纺织的潜在材

料抱有期待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蜘

蛛精吐丝缠住物体后，从远处看，“那一片如

雪又亮如雪，似银又光似银”，从细处看，“看

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穿穿道道，却似

经纬之势”。蜘蛛精擅作瞒天大丝篷罩人，

悟空反应敏捷，能“打个筋斗，扑的撞破天篷

走了”，粗夯的八戒则见识过丝篷内部的景

象：忽抬头，不见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

里举得脚步！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

绳。据悟空观察，“那怪丝绳幌亮，穿穿道

道，却是穿梭的经纬，顷刻间，把黄花观的楼

台殿阁都遮得无影无形”。似乎在作者看

来，蜘蛛精专长女红，手脚甚为巧慧，经纬穿

织极快。

沈括《梦溪笔谈》里记载了广西和浙江

一带可使人中毒的天蛇，并推测它可能是

“草间黄花蜘蛛”。这种蜘蛛学名迷宫漏斗

蛛，其网就以密厚杂乱而著称，法布尔形容

它“到最后就织成一种密实的塔夫绸”，恰与

此相应。可以说，《西游记》的作者和法布尔

两人，虽时间相差约 300 年，地理位置也一

东一西，但将蜘蛛结网与纺织相联系却似心

有灵犀。

在中外古籍里，“唯虫能虫”，蜘蛛的禀

赋 常 与 蚕 并 称 ，如 宋 代 洪 迈（1123—1202

年）列举了“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

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等动

物的“工艺”天性。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

著作里对蜘蛛的介绍也是紧接在科斯岛野

蚕之后。另一方面，又常有人从纺织的实用

功利角度，认为蜘蛛结网价值远不如蚕吐丝

结茧，如汉代扬雄《太玄经》说“蜘蛛之务，不

如蚕之緰。测曰，‘蜘蛛之务’、无益人也”。

中国拥有数千年养蚕史，故对蛛丝几无

所求。尽管蛛丝和蛛网在人们生活中极为

常见，但由于蜘蛛难以大规模养殖，且蛛丝

很难收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蛛丝仅有

少数纺织以外的用途。直到 18 世纪以后，

才陆续有个别追逐奇巧之人发明抽丝装置，

把蜘蛛腹中丝线卷出，耗费大量人力收集到

足够数量的蛛丝，织成手套、床罩、披风等

物。和孙悟空除妖不同，织造蛛丝衣物几乎

是毫无必要的，近年来人造蛛丝技术得到发

展，我们还是让这种小动物待在草丛、屋角，

安静地等待它们的猎物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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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迎立春。

“春者何？岁之始也。”“泥牛鞭散六街

尘，生菜挑来叶叶春。”

在我国的传统习俗里，二十四节气之

首——立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古人对春天寄予

厚望。立春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周朝，《周

礼》记载，每逢立春，周天子亲率公卿、诸侯、

士大夫在东郊举行迎春大典，赏赐群臣并施

惠于民。东汉以后，朝野普遍在立春举行各

种迎春活动。唐宋时，立春日，宰相以下群

臣要入朝致贺。明清宫廷，无论“迎春”还是

“鞭打春牛（打春）”，礼仪均极隆重。

迎春：迎接春神到
来 祈祷五谷丰登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旛判醉倒。”

南宋诗人陆游在《木兰花·立春日作》中就描

写了立春日里的迎春习俗。

自古以来，人们重视立春，有迎春之

仪。据民俗专家刘孝昌介绍，这一仪式十分

隆重。早在先秦时期，立春之日，天子就要

率领三公九卿到郊外迎春。后来，这成了官

民共同遵守的礼俗。

“比如，在旧时成都，立春的头一日为了

迎春，会将春牛和芒神一起放在县衙门口展

示，表示官府注重农耕。立春当天，官员们

率众出东门，到春场祭祀春牛、芒神。春场

一般设在牛王庙前的空坝上。并按选定好

的时辰开始祭祀活动，仪式很隆重。”刘孝昌

说：“立春前一天，官吏们要斋戒沐浴，身着

素衣，坐轿子出东门过府河，步行三四里到

牛王庙前空坝春场上去，焚香、逐词、祷告，

祝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鞭春：打掉身上懒
惰 望来年勤奋努力

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

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

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

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

时代的遗风。

“打春是春耕开始，目的是打掉人身上

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

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

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

绅人等，先围绕春牛走一周，再由知县或春

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

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

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贴春牛图：憧憬未来
丰收 祈求风调雨顺

在鞭春之外，还有一项立春时的民俗，

那就是贴春牛图。

春牛图是中国古时一种用来预知当年

天气、降雨量、干支、五行、农作收成等资料

的图鉴。

一家之长接到春牛图后，将其恭恭敬

敬地贴在堂屋的上方，图上印有一年二十

四个节气、黄道吉日、何日播种、何日收获

等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图中更印有一头

健壮的牛，和眉目清秀的放牛娃，而放牛

娃就是芒神。

“当年的收成好不好，关键是要看放牛

娃的脚上穿不穿鞋。”刘孝昌说道，若图中的

芒神打一双赤脚，说明要发大水，农家则一

定要做好防涝的准备；若穿一双草鞋，说明

要大旱，农家要做好抗旱蓄水的准备；若一

脚穿鞋，一脚打赤脚，说明今年又不涝又不

旱，是一个大好年。

“在农耕时代，春牛图可以说是农家一

宝。有张春牛图便是对未来丰收的憧憬，也

是对风调雨顺的祈求与期盼。”刘孝昌说。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鞭散六街尘，，生菜挑来叶叶春生菜挑来叶叶春

在乡下，鬼针草随处可见，是一种极寻

常的野草。母亲把它叫作婆婆针、鬼圪针，

她念叨着童谣：“婆婆针，一根根，不缝衣裳

不绣花，专粘小孩的脚后跟。”

鬼针草，菊科鬼针草属一年生草本植

物，以种子繁殖，每年春末夏初发芽出苗，不

断地抽株、开花、结果，一直蔓延夏秋两季。

它是田野里的杂草，生命力非常强大，不择

水土，不论土地肥瘠，都能繁茂地生长，哪怕

被人折断，被风刮倒，照样能生发出须根、枝

丫，蔓成茁壮之势。它生来强势、霸道，植株

窜得一人多高，与各种作物争阳光、夺养分，

盘根错节，风光占尽。所以农谚云：“田内莫

有‘勾人草’，地头别种‘推不倒’。”说的就是

鬼针草，它是农作物的大敌，农人对它恨得

牙根儿痒痒。

不仅如此，鬼针草的种子还特别会粘

人，这从人们给它起的诸多诨名里可见一

斑，什么小鬼针、一包针、索人衣……不一

而足。深秋时节，花褪果出，鬼针草结出

了一圈圈种子，尖尖的硬硬的，狭长若针，

顶端举着尖爪，尖爪生刺，刺芒上有倒钩，

一撮荚果即是一包针。人畜只要从草稞

丛中走过，它就悄悄粘在人畜身上，抖也

抖不掉，揪也揪不尽，而且让粘上的人畜

刺痒难耐。

鬼针草种子这种让人头痛的特性，却

让有心之人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特别的

“纽扣”——尼龙塔扣。

当年瑞典发明家马斯楚吃过鬼针草

的 亏 ，那 次 他 带 着 心 爱 的 狗 儿 到 郊 外 散

步，回来时发现自己的裤腿上和狗身上，

都粘满了鬼针草种子。马斯楚一边费劲

给自己和狗摘刺儿，一边寻思：是什么东

西这么粘人，而且粘得这般结实？仔细观

察研究之后，他灵机一动，突发奇想，我们

为什么不能模仿鬼针草种子，制作出粘贴

自如、方便实用的纽扣或别针之类的用品

呢 ？ 经 过 反 复 试 验 ，一 项 新 的 发 明 诞 生

了，它就是由钩带和绒带两部分组成的尼

龙塔扣，两者轻压，即能产生较大的扣合

力和撕揭力，很难分开。

这 种 产 品 广 泛 用 于 服 装 、背 包 、帐

篷、窗 帘、沙 发 套 以 及 航 空 领 域 ，比 普 通

的 拉 链、揿 钮、纽 扣 等 更 胜 一 筹 。 可 见 ，

鬼针草的小“恶”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大益呢。

别看鬼针草的种子不受人们待见，但

它的花却白瓣黄蕊，清丽婉约。更主要的

是，鬼针草的花还是一种优质蜜源，从晚

春一直开到深秋，连绵不绝。在大多数植

物的花凋零之后，鬼针草依然繁花似锦，

一片素白。

鬼针草极尽其能，通过“粘”这一优势，

将种子传播到各个角落，蛰伏一冬，“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年又是一轮蓬蓬勃

勃，生生不息。

粘人的鬼针草种子和尼龙搭扣

《冰嬉图》里的各种冰上运动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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