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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宋代的蹴鞠，不可绕
过的一个人是宋徽宗赵佶。赵
佶还在当端王的时候，就是个
蹴鞠高手，端王府里组建了一
支蹴鞠队，专门陪他踢球。《水
浒全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
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里有
一段文字描写：“见端王头戴软
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
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缚
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
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
相伴着蹴气毬。”

宋徽宗登基后，宫女们被
组织起来在宫内蹴鞠，他的《宫
词》(其四十五）描写道：“韶光婉
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
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角
输赢。”

《水浒全传》栩栩如生地描
绘了高俅的蹴鞠上位史。高俅
在《水浒全传》第二回出场（先于
梁山好汉出场）：“且说东京开封

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
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
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
好脚气毬。……这人吹弹歌舞，
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也胡乱学
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
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
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按照《水浒全传》的描述，高
俅以帮闲为生，操一脚蹴鞠技
术。他因惹祸被发配，在淮西寄
人篱下，三年后因宋哲宗大赦天
下，得以回到东京，先后在董将
士、小苏学士（苏轼）、小王都太尉
（王诜）府里当差。某日，高俅按
照王诜的吩咐送镇纸玉狮子和玉
龙笔架到端王府上，正巧碰上端
王赵佶和亲随在蹴鞠，高俅使个

“鸳鸯拐”，把滚来的蹴鞠踢还端
王。端王大喜，邀请高俅踢球。
高俅的运气就此来临，得到了端
王的赏识。宋哲宗因无子，其弟
端王赵佶（宋徽宗）即位后，高俅

不久晋升为殿帅府太尉，成为掌
握兵权的高官。

在高俅之前，宋真宗时期，
宰相丁谓的蹴鞠水平更高，文
学家司马光赞颂他蹴鞠时的神
态：“鹰鹘胜双眼，龙蛇绕四肢，
蹑来行数步，跷后立多时。”北
宋史学家刘邠的《中山诗话》记
载了一段丁谓的轶事。知名词
人柳永之兄、秀才柳三复为入
仕绞尽脑汁，得知当朝宰相丁
谓非常喜欢蹴鞠，就整天待在
丁府墙外，竖起耳朵倾听着墙
内的筑球声，守株待兔。某日，
机会终于来临，一个“鞠”飞出
墙外，柳三复抱上“鞠”，恭敬地
进府献“鞠”，丁谓一看，这小伙
子挺秀气的，让他表演一下“白
打”。柳三复把“鞠”抛在空中，
然后用肩、背、头颠“鞠”玩了好
一阵。丁谓看这小伙子技术不
错，将其收在门下，不久就给了
他一个官职。

清代黄慎《蹴鞠图》，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水浒全传》通过端王赵佶
之口提到了“齐云社”。端王道：

“好！你便下场来踢一会耍。”高
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
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
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

这“齐云社”其实就是宋代
的“足协”，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
动协会。

“蹴鞠”起源于战国时期齐
国国都临淄（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置县，今山东淄博临淄区）。

据学者考证，齐云社成立于
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南宋时
社址在首都临安（今杭州）御街
（今中山中路）。

“齐云”，一是形容足球踢得
触及“云端”、高入“云霄”；二是
意含足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齐
国都城。宋时讲究谁踢得高，踢
到云霄，“齐云”是每个“蹴鞠”人
的梦想。

“齐云社”是正式名称，它还
有一个俗称“圆社”。球是圆的，
蹴鞠艺人处理人际关系也要圆
润，“因圆情而识之”。国学大师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考证

“则圆社为齐云社无疑”。
明朝中后期的著作《蹴鞠

谱》，汇集了宋末、明初的几部文
献《事林广记》《蹴鞠图谱》《戏毡
场科范》的史料编辑而成，系世
界上最早的足球专业书籍之一，
记载了“齐云社”许多宣传词：

“天下称圆社，人间最美称”“不
入圆社会，到老不风流”“万种风
流事，圆社总为先”“天下风流
事，齐云第一奇”“世间子弟千般

艺，只此风流最夺魁”“四海齐云
社，当场蹴气毬，作家偏著所，圆
社最风流。”

齐云社还制定了蹴鞠管理
制度、比赛规则，宣传推广蹴鞠，
维护蹴鞠艺人的利益，倡导互助
精神。《齐云社规》内容详细，有

“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
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
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
有“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
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
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
色；还有“十不赛”“十不许”。《蹴
鞠谱·校尉职事》列出了部分职
事的名称：都部署、教正、社司、
知宾、正挟、副挟、解蹬、骁球、挟
色、主会、守网、节级、骁色、会
干、都催、左军、右军、出尖、斜
飞。齐云社还有属于自己的社
歌，如《紫苏丸》《缕缕金》《好儿
女》《大夫娘》等。

齐云社的蹴鞠水平高超，
拥有众多球迷粉丝。每年都要
进行一次定级大赛，称之为“山
岳正赛”。赛前会发出通知：

“请知诸郡子弟，尽是湖海高
明，今年神首赛齐云，别是一般
风韵。来时向前参圣，然后疏
上挥名，香金留下仿花人，必定
气球取胜。”比赛收取报名费，
称之为“香金”。比赛分出输赢
之后，“赢者得名旗下山，输者
无旗下山”。“名旗”即取得校尉
等级的证书。

宋代蹴鞠分为直接“筑球”、
间接“筑球”“白打”三种打法。直
接“筑球”，球场四周有矮墙，每边

设有鞠室，场上分两队比赛；间接
“筑球”，中间隔着球门，球门柱高
三丈二尺，球门称“风流眼”，直径
二尺八寸，两队各在一侧，在球不
落地的情况下度过风流眼数多者
胜；“白打”，不用球门，表演球技，
类似于今天的花式足球，有一人
场户至十人场户，采取失分制，即
未按比赛规则踢、踢出的球不到
位，均要失分，达到规定的失分便
输一局。无论哪种打法，蹴鞠者
的双手都不能碰球，须用足、腿、
膝、肩等部位接球、定球或击球。
故《蹴鞠谱》说“脚头十万踢，解数
百千般”。

《蹴鞠谱》强调了蹴鞠的诸
多益处：强身健体，释放压力，

“蹴鞠成功难尽言，消食健体得
安眠，本是遵演神仙法，此秒千
金不易传”“运动肢节，善使血脉
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
五禽之戏”“健体安身可美，喜笑
化食堪夸，更有一事为佳，肥风
瘦痨都罢”；尊师重道，规范礼
仪，“鞋袜须要整齐，更要衣冠济
楚，容仪温雅”；培养品德，陶冶
性情，“能令公子精神爽，善诱王
孙礼仪加”“能令刚气潜消，顿使
芳心软美”。

上下一千年，弹指一挥间。
2024年6月30日，中国首个学生
蹴鞠社团在广东省汕头市月季小
学成立，名为“月季齐云社”。总
教练谢华表示，“月季齐云社”之
名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致敬，

“希望孩子们可以把球踢得高入
云霄，与云同齐，掌握高超球技，
把中国蹴鞠文化传承下去。”

蹴 鞠 人 物 宋徽宗与高俅

蹴 鞠 社 团 齐云社

《仕女蹴鞠图》是明代画家杜堇创作的绢本设色长卷，为《仕女图》十米长卷中的第二段。通过描绘贵族女子在园林中蹴鞠的场景，展现了古代女子体育运动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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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蹴鞠盛行，风靡大街小巷。无论宫廷、文人雅士之间还是市井，蹴鞠都是
招人喜欢的运动项目，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甚至北宋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单项运
动协会——“齐云社”。

古
运风
华

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齐云社
石维明/文

《蹴鞠图谱》是明代汪云程编纂的蹴鞠技术专著，系统收
录了唐宋至元明时期蹴鞠运动的规则方法、球场形制、球门
规格等技术细节，详细记载了十种踢法技法及四十余种球类
品牌名录。

蹴鞠牵动诗人神经
石维明/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个春天，唐代诗人兼山水画家王维
体验着长安的宁静闲适，目睹朝气蓬勃少男少女搭伴郊游，
写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寒食城东即事》：“清溪一道
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
水。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
不用清明兼上巳。”诗人细腻地展示了长安人蹴鞠的技艺，洋
溢着清新、灵动、热烈的气氛。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唐代大历四年（769年）
春，自夔州出峡后，漂泊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遇清明节，有感
于节日气氛、异域风物、个人际遇，写下《清明二首》(其二）：“此
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
左书空。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旅雁上云归紫
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春
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诗人倾诉说，万里他乡的人
们都在蹴鞠、荡秋千，那风俗和习惯与故园相同，就是在这样的
日子里，他却带着子女一天比一天流落得更为遥远……诗中浸
透了漂泊无定、苦闷彷徨、报国无门的悲凉心境。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诗人韦应物，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
人，少年时狂放不羁，安史之乱后，进士及第，历任滁州、江
州、苏州刺史。他的《寒食后北楼作》收入《全唐诗·卷192》：

“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简
洁，恬淡，描绘了军营中蹴鞠为乐的场景，飘舞的花瓣、雄健
的击鼓声，浸透出时代的生活气息，也透露出诗人对美好时
光的珍惜。

比韦应物小30余岁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和韦应物一样也
作过苏州刺史。白居易诗《洛桥寒食日作十韵》称：“上苑风
烟好，中桥道路平。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乡国真
堪恋，光阴可合轻。三年遇寒食，尽在洛阳城。”他的诗回顾
了自己在洛阳城上苑度过的三年时光，蹴鞠的美好记忆却深
深留在心中。

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是忠实的蹴鞠粉丝，他写
下了众多蹴鞠诗。《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其一）：“路
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未论日远长安近，且喜南
山天际横。”这首七绝系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年）担任四川
宣抚使司干办公事期间，巡视边防途中所作，折射出陆游的
军旅生活与家国情怀。梁州即今陕西汉中，为宋、金对峙前
线，绍兴和议（1141年）后，成为南宋西北边防重镇，南山指终
南山，横亘于汉中与关中之间，既是地理屏障，又象征“王师
北定中原日”的理想，寄托“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北伐壮志。
荡秋千、蹴鞠则是南宋民俗意象和军民生活场景，为研究南
宋边防与士人心态提供了鲜活文本。

陆游的七绝《春晚感事》：“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
豪华。犊车轣辘归城晚，争碾平芜入乱花。”也创作于他入蜀
任职期间。“犊车轣辘归城晚”再现了军事重镇的车马喧嚣，

“秋千蹴鞠尚豪华”揭示了宋人两大特色活动。诗中“豪华”
与“归城晚”张力十足，凸显南宋士人“报国欲死无战场”的郁
闷和焦虑。

下面这首七律《三月二十一日作》系陆游于淳熙五年
（1178年）四月东归临安（今杭州）途中撰写：“蹴踘墙东一市
哗，秋千楼外两旗斜。及时小雨放桐叶，无赖余寒开楝花。
明月吹笙思蜀苑，软尘骑马梦京华。欢情减尽朱颜改，节物
催人只自嗟。”“蜀苑”指成都合江园，陆游任蜀州通判时多次
游览此园。此时的陆游东归后面临边缘化，将任福建提举常
平茶盐公事，远离抗金前线，与其“上马击狂胡”志向背道而
驰。这首诗交织着江南现实与蜀中记忆，展示了诗人从热血
青年到暮年志士的心路历程。

《宣宗行乐图》（局部）是明代中早期的传世宫廷绘画，记录了
明宣宗游乐观赏蹴鞠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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