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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启

不久前，万众瞩目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期举行。其
实，唐朝有些官员就是通过“公考”选拔的。

科举始于隋文帝时期，它是一种不分出身和民族、
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的制度。隋炀帝时期，科举制
度得到了推广和普及。不过，科举制度还是在后来的唐
朝才成熟完善起来。通过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
为进士。普遍的认识是，只要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
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士本身不是官员，更类似于
今天的学位，还要等待朝廷的具体册封与安排才算正
式做官。

在唐朝，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
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科举成功，算
是取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而幕府是一些有势力的官
僚为自己政治团队选拔后备力量的一个途径，如果幕
僚表现出色，或者得到了官僚的赏识，可以被举荐成为
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
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除掉上述两种途径，还有一种有点像今天的公务
员考试。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参加了类似于今天的“公
考”。李大诗人的前身也是一“草根”，10岁左右，父亲
去世。父亲一死，李商隐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
乡，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象，靠亲戚接济过活。李商隐是
长子，因此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少年时代的李商
隐没别的什么特长，只能为别人抄书挣点钱，以贴补家
用。困窘的家境，使他分外地想考取功名、早日做官，改
变贫穷的局面，并光宗耀祖。于是，他和许多寒门弟子
一样，踏上了漫漫考试路。

开成二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这算得上是惊天大
喜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立刻做官。在考取进士之前，
李商隐参加过好多次殿试，都是无一例外地失之交臂。
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李商隐还只是一普通百姓，要当
官，还得考。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复
审没通过，使他获得朝廷正式授职的时间又推迟了。开
成四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虽说是一
个低级的官职，但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没过多久，
他被调任弘农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
但有了点实权。 （《西安晚报》）

唐朝公务员亦需“公考”

汉语博大精深，许多看似很简单的成语往往有着
很深的文化沉淀。譬如“背井离乡”，其中这个“井”字就
很有学问，以下就是关于“井”的三种说法。

背井离乡里的井就是字面意思的井。这大约是我
们最直观的感觉。俗话说：“美不美，故乡水。”这个故乡
水，可以是河水、湖水、泉水，但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井
水。我国有些地方缺水，尤其在北方。掘出井水，使人们
和牲畜有了饮用水源，农田灌溉也有了保证，人群就很
自然地聚集起来，这才逐步形成了村社和城镇。可以
说，井就是故乡的代名词。

井同丼，是一个古代行政单位。《说文》曰：“八家一
丼。象构韩形。”就是说古代以八家为一井，后借指人口
聚居的地方或乡里。陈子昂在《谢赐冬衣表》里说：“三
军叶庆，万井相欢。”市井也是从井这个单位而来的。有
意思的是，丼这个汉字还流传到了日本，不过它的意思
大变，成了一种类似盖饭的美食。

井代表井田制。熟悉先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井田
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
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谷梁
传》里讲：“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到了商鞅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井田制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已
经刻在古人记忆里，某种程度上它就代表了家乡。

（《北方新报》）

背井离乡 说“井”字

□水草

蹴 鞠 是 一 项 在 中 国 流 传 了
2300 多年的传统体育运动。很多
人都知道蹴鞠是世界足球的起源，
却很少有人知道蹴鞠的历史文化
渊源和具体规则。

蹴鞠历史源远流长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
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
蹴、蹋、踢之义，“鞠”为外包皮革，
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
是指古人以脚蹴、蹋、踢皮球的活
动。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
鹊仓公列传》，书中记载：西汉时身
为“安陵阪里公乘”的项处，因迷恋

“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
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

据史料记载，蹴鞠起源于齐国
故都临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
间就已流行起娱乐性的蹴鞠游戏
了。在史学文献《战国策》和《史记》
上，都曾这样描述当时临淄的富
实：“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
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
蹋鞠者。”这里的“蹋鞠”就是“蹴
鞠”，这也是中国开展“蹴鞠”活动
最早也是最明确的记载。

到了汉代，蹴鞠得到大规模发
展，不仅娱乐性蹴鞠得到继承，还
出现了表演性和竞赛性蹴鞠。也是
在这一时期，蹴鞠开始用于军中练
兵。刘向《别录》中就曾记载：“蹋
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
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意思是
说，蹴鞠除象征“兵势”、有训练武
士的作用外，也用于丰富军中生
活，使战士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情
绪。

蹴鞠到唐宋时期最为繁荣，不
仅出现了蹴鞠组织，更有专门从事
蹴鞠的艺人，规则、场地、设施等也
更为完善。比如出现了充气球（一
说南朝以后就出现了充气球）、球
门，“白打”的踢法也逐渐规范。从
汉唐时期，蹴鞠开始传到西亚、日
本和朝鲜，后来又远播埃及、希腊、
罗马、法国和英国等地，并在英国
发展为现代意义的足球。

辽金元时蹴鞠是朝廷节庆节
目之一。明朝，蹴鞠仍在广泛流行。
但随着朱元璋称帝，军人蹴鞠就被
明令禁止。到了清代，史籍上有关
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只
知道满族人曾将其与滑冰结合起
来，出现了“冰上蹴鞠”的运动形
式。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
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
就开始慢慢被取代，并渐渐没落。

蹴鞠玩法其实并不难

古时的蹴鞠与现代的足球方
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了解后会发
现，蹴鞠玩法其实并不难，共有直
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
式。而区分方法也很简单，主要是
看球门：没有球门的被称为“白
打”，双球门的为直接对抗，单球门
的为间接对抗。

直接对抗 进行直接对抗比
赛时，设鞠城即球场，周围有短墙。
比赛双方都有像座小房子似的球
门。场上队员各12名，双方进行身

体直接接触的对抗，就像打仗一
样，踢鞠球入对方球门多者胜。直
接对抗也是汉代蹴鞠的主要方式，
被用于军事练兵。

间接对抗 间接对抗的蹴鞠，
球门放在场地中间，双方没有身体
接触和激烈的对抗，隔球门而战，
更像是一种表演赛。单球门的间接
对抗是唐宋时期蹴鞠的主要方式，
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
竞赛表演。比赛时，球门中间有一
个两尺多高的“风流眼”，双方各在
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
鞠球穿过风流眼多者胜。

白打 无球门的散踢方式称
作“白打”，历时最久，开展得也最
为广泛。相较于直接和间接对抗，
白打更像是蹴鞠的花样技巧赛，亦
称比赛“解数”。每一套解数都有多
种踢球动作，如拐、蹑、搭、蹬、捻
等，古人还给一些动作取了名字，
如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摆
荷、佛顶珠、旱地拾鱼、金佛推磨、
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

中国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

虽然世界上对足球的起源众
说纷纭，但这些争论最终于 2004
年被国际足联一锤定音。

2004 年 7 月 15 日，国际足联
主席布拉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
际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世界
足球起源于中国，并表示“足球起
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不
仅是你们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
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
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的自豪。”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随后也
在由中国足协和淄博市政府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淄博临
淄是世界足球发源地，并向淄博市
颁发足球起源地纪念杯和证书。

如今，在足球的发源地淄博，

蹴鞠运动和蹴鞠文化正在慢慢复
兴。近年来，临淄一直在认真研究
和挖掘蹴鞠历史和文化，让以蹴鞠
为典型代表的齐文化充分融入城
市建设与发展中，不仅建设了宣传
蹴鞠文化的足球博物馆、蹴鞠公
园，临淄蹴鞠小镇也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为了让蹴鞠文化更
好传承和“走出去”，在各方的努力
下，蹴鞠已经“踢”进了临淄乃至山
东多所学校的校本课程。每年临淄
的齐文化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中，也
会举行仿古时蹴鞠的活动和比赛，
让市民和游客能够近距离地了解
蹴鞠运动，也让独特的地方文化濡
染城市，将“蹴鞠”打造成为临淄的
一张鲜亮的体育文化名片。

历史上的“蹴鞠粉”

●诗人也是“蹴鞠粉” 不仅
是皇帝，很多诗人也是蹴鞠的“粉
丝”，其中不乏李白、杜甫、刘禹锡、
韦应物、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
为了喜爱的蹴鞠，李白高歌“斗鸡
金宫里，蹴鞠瑶台边”；白居易吟唱

“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王维
惊叹“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
垂杨里”；杜甫则写道“十年蹴鞠将
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这一
行行文采飞扬的诗句，描写出蹴鞠
的魅力，更表达了诗人们对蹴鞠运
动的热爱。

●“蹴鞠将军”霍去病 汉武
帝时青年英雄霍去病就是一个喜
爱蹴鞠的将军。霍去病出身贫苦，
少年时沉浸于街上蹴鞠，练就了健
壮的躯体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成年
后，霍去病出征塞外，蹴鞠也是他
行军路上的最大爱好。《汉书·卫青
霍去病传》中记载，霍去病即使出
征在塞外，粮草有断绝的危险，仍
然率领兵士们在草地上筑起球门
来比赛蹴鞠。 （《中国体育报》）

中国“蹴鞠” 源远流长

▲蹴鞠▲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纪念币

▲古人踢蹴鞠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