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文化之窗

14 文化记忆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蒋 寒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whjy@kepu.gov.cnwhjy@kepu.gov.cn

余生趣潭余生趣潭

相传四千多年前，黄帝与蚩尤大战
于涿鹿，蚩尤作大雾弥漫数十里，黄帝
茫然不辨东西。于是，黄帝造指南车，
终于化险为夷，大获全胜。

我们在这儿要谈的是中国四大发
明之一的指南针。指南针和指南车都
有指南的特性，“针”和“车”虽一字之
差，却不可混淆，它们是具有不同原理
的两件东西。

指南车是利用机械齿轮结构设计
制造的一种双轮独辕车辆，它在行进中
无论怎样东转西弯，车上木人伸出的手
臂始终指向南方。

指南针则是利用磁针在地球磁场
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造的一种指向仪
器，它比起指南车来，应用要方便和广
泛得多。

指南针大约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
经出现了，它最初的名称叫“司南”。《韩
非子·有度篇》称“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的意思。《鬼
谷子·谋篇》里说“故郑人之取玉也，载
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就是说郑国
人外出采玉，要带上司南，以防迷失方
向。东汉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

“司南之构，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可见
司南是利用天然磁石的一只勺，它可以
在平滑的地盘上自由旋转，等它静止
时，手柄就会指向南方。

古代的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经人工
琢磨而成的。据《古矿录》记载，它最早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磁山（今邯郸武安）
一带。但是，司南的磁性弱，准确性差，
效果不太好。所以，人们还不断地寻找
更理想的指南器具。到了晚唐，有人用
磁石将铁针摩擦磁化，制作水浮式指南
针。如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记载：“有
松堪系马，遇钵更投针”“勇带统针石，

危防丘井藤”。指南针与方位盘组合，
演变成磁罗盘，用于堪與，即看风水，测
方位，观宅相。

北宋初年，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介
绍了人工磁化薄铁叶得“指南鱼”的方
法。沈括的《梦溪笔谈》则称“方家以磁
石磨针锋，则能指南”，于是有了简便实
用的指南针。

从司南到罗盘到指南针，是一次又
一次的飞跃。用人工磁体代替了天然
磁石，用磁针代替了磁勺。人工磁化方
法的发明，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宋沈括对指南针的制造和使用，
做了科学的说明和分析，他还亲自试验
了磁针的4种装置方法：把磁针横贯灯
芯浮在水上、把磁针架在碗沿上、把磁
针架在指甲上，以及把磁针用缕丝悬挂
起来。沈括记载的水浮法指南针，与方
位盘相结合，便成了水罗盘；而支点旋
转法指南针，与方位盘相结合，则成了
旱罗盘。沈括根据实验，还发现指南针
所指的方向不是正南，而是稍微偏东，
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作磁偏角。在西
方，直到1492年，哥伦布使用指南针横
渡大西洋，才发现了磁偏角，这比沈括
晚了400多年。

沈括的发现为人类科学使用指南
针奠定了基础。指南针的最大功绩，是
应用在航海中，引发了航海技术的重大
变革，开创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新纪元。

1119 年，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
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
阴晦观指南针。”可见那时中国已使用
指南针导航，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有比这更早使
用指南针航海的记录。

1123年，北宋使节出访高丽国（今朝
鲜）乘海船时使用了水浮法指南针，此见
于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国经》。南宋吴
自牧在《梦粱录》中曰，“风雨冥晦时，惟
凭针盘而行。”针盘，即指南针。

早期使用指南针导航，还要借助天
文导航和地文导航知识，后来将船舶航
向的变动与指南针变动的对应关系总
结出来，就成为航线的针路。有了针
路，海船才脱离了天文导航而只依靠指
南针导航。

1295 年，元代周观达以随从身份，
出使真腊国（今柬埔寨），往返皆走海
路，他在《真腊风土记》中详细记录了沿
途航行的针位。元代的《海道经》《大元

海远记》等都有罗盘针指路的记载。
司南、磁针、罗盘到指南针的发展

历程，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国作为指南针
原创国度所具有的技术创新力，之后常
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重
要方面，成为世界称誉的中国古代重要
科技发明创造中早期的“四大发明”
之一。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指南针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三十六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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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毽子，是我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体
育活动，被誉为“生命的蝴蝶”。

毽子，古籍中也称鞬子、箭子等，为
“杂戏”“博戏”“百戏”的一种，由古代蹴
鞠演变而来。

我国踢毽子历史悠久。考古发现，
汉代画像砖上已有踢毽者形象，由此可
见，踢毽子最晚起源于汉代。到南北
朝，人们已能熟练、巧妙地踢毽子了。
唐代释道宣的《高僧传》载，高僧跋陀到
洛阳去，路遇12岁的惠光在天街井栏上
反踢毽子，连续踢了500次，观众赞叹不
已。跋陀是南北朝北魏时人，河南嵩山
少林寺祖师，他非常喜欢惠光，便将他
收为弟子。12 岁的孩子一口气踢毽子
500次，可见其熟练程度，这也说明这种
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

宋代开始出现鸡毛毽子，据高承的
《事物纪原》载：“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

装以鸡羽，呼为毽子，三四成群走踢，有
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
刀、拐子各色，亦蹴鞠之遗事也。”既指
出了当时毽子的形式，也说明了踢毽子
与蹴鞠的渊源关系。这时还出现了专
门制造毽子的手工作坊，周密的《武林
旧事》就有“毽子、象棋、弹弓”等作坊记
载，“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籍以为衣食
之地”。说明当时买毽子的人不少，也
反映出踢毽子活动的普遍。

到了明清时期，踢毽子得到进一
步发展，成为人们喜爱的民俗游乐活
动。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有载：

“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
子。”明清时已有正式的踢毽比赛，屈
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每年正月十
五日，广州举行踢毽子大会，男女老少
云集在五仙观进行比赛。北京民间踢
毽子的艺人还发展为四个流派，各有
绝活，风格不一，时常摆下擂台，较量
技艺。据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记
载，当时江湖艺人踢起毽子来，手舞足

蹈，连贯流畅，毽子在他们的头、脸、后
背、前胸和脚上盘旋飞舞，妙不可言，
足见其功夫高超。踢毽子也成为女子
的闺中游戏，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
中描述：“缚雉毛钱眼上，数人更翻踢
之，名曰‘攒花’，幼女之戏也。踢时，
则脱裙裳以为便。”

毽子分为毽铊和毽羽两部分，毽铊
多用圆形的铅、锡、铁片或铜钱制成，毽
羽多用羽毛。毽子制作简便，以布或皮
缝裹小铜钱为底座，上插一束色彩艳丽
的鸡毛。其基本踢法有盘、磕、拐、蹦四
种。盘，主要指用两脚内侧交替踢；磕，
主要指用膝盖将毽子弹起；拐，主要指
用脚外侧反踢；蹦，主要指用脚尖踢。
踢毽子水平高的人，不仅能运用脚尖、
脚背、脚跟和脚底踢出种种花式，就是
头、胸、肩、背、臀和腿可也踢出上百种
花样，令观赏者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古代称为“佛顶珠”的踢法，就是把毽子
踢起来以后，用头顶把它接住。

踢毽子场地不分大小，室内外均可

进行，人数可多可少。竞赛形式多样，
可以比次数、比连踢时间、比花样技
巧。踢毽子时，腿、足、腰、髋、膝、踝等
部位均可得到充分活动，能加速全身血
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加肺活量、改
善内脏机能，还能锻炼关节的柔韧性和
灵活性，使骨骼、身躯都得到很好的锻
炼。除了锻炼灵活性和身体的协调能
力，还可以减肥。

1963 年，踢毽子同跳绳等一起，被
列入国家提倡开展的体育活动，并被编
入了小学体育教材加以推广。从此，踢
毽子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1984年，原
国家体委正式将踢毽子列为全国比赛
项目；2011 年，踢毽子被列入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五彩鸡毛制成的毽子宛若彩蝶
般上下翻飞，美妙绝伦，娱乐和艺术功
能俱全，有益健康又有趣。更重要的
是，它植根于民间，千年不衰，至今仍是
男女老少皆喜爱的体育活动。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踢毽子：舞动生命的“蝴蝶”
□ 高桃芝

图①：南宋·执罗盘
陶俑。 （作者供图）

图②③：指南针纪
念封及内插页。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
供图）

图④：沈括《梦溪笔
谈》记载的四种磁针使用
办法。 （作者供图）

图⑤：“司南”篆刻章。
（马国馨院士刻）⑤⑤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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