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冰嬉图》，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
朱红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

幅《冰嬉图》，由清代金昆、程

志道、福隆安等人绘制，描摹

了金鳌玉蝀桥（今北海桥）之

南的冰嬉情形。冰场上，旗手

和射手们间隔排列，盘旋曲折

滑行于冰上，远望之，蜿蜒如

龙形。另外在滑行队伍中还

有各项杂技表演，如舞刀、叠

罗汉及花样滑等。表演者的

各种姿态让凛冽的寒冬充满

生机。图为作品局部

当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火炬“飞

扬”熊熊燃烧的时候，立春节气里，鸟巢

上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飞扬的白

雪是节令的鼓点，也唤醒故宫数百年来

冰雪天地的记忆。

那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冰嬉图》中人

影穿梭的热闹画面：透明的冰面上，镶

黄、正黄、正白、正蓝、镶白、正红、镶红、

镶蓝八旗子弟依序排列，装束整齐的士

兵正在冰嬉，接受检阅。每旗各有十四

或十六人，二人一组，由旗手与射手交

错。细看这些冰上健儿，旗手背插彩旗，

射手身负弓箭，他们游走于冰上，或侧身

准备取箭拉弓，身后随之左右飘动的旗

帜，以及翻卷起来的衣服下摆，让人感受

到滑行的迅疾，仿佛有凛冽寒风扑面而

来。士兵脚下盘旋回环的滑道，呈现出

两个太极式的图案。而在两个滑道中心

及一侧等距处共立有三座红色的旌门，

上面悬挂着彩球在风中旋转。所谓“盘

旋弥络，悬球仰射，如凌虚振翼，自在游

行”，说的是接近中轴线处的射手们，各

自使出本领，一边滑行，一边抽出背后箭

支，奋力向彩球射去。冰上人影往来，身

姿矫健，极具动感，这一切都落在不远处

冰床中皇帝的视野之内……故宫博物院

所藏这幅《冰嬉图》，由清代金昆、程志

道、福隆安等人绘制，描摹了金鳌玉蝀桥

（今北海桥）之南的冰嬉情形。冰面上大

臣随扈颇多，亦有立于桥上远观者。湖

岸边树影丛丛，唯有枯枝，正是北国冰封

时节景象。

“形容镜舞鸾”，冰
嬉让人看见花样滑冰
之姿

冰嬉为清朝宫廷中冬令时节的冰上

活动，故宫所藏《雍正十二月景行乐图》

可以反映康熙雍正时期已有滑冰的娱乐

活动，也可见用于冰上交通往来的冰床，

但冰嬉为清朝旧制，据乾隆说，自他登

基，寒冬校阅已有六十年，由此可知当时

宫廷中冰嬉活动举办之频繁。每年冬天

西苑池水冰冻坚固，便选取善于走冰的

八旗子弟和内府的三旗兵丁训练，冬至

日到腊日之间在冰上举行掷球、悬的演

射等活动，并按等行赏，以旌勇习劳。这

一清朝旧制，在乾隆看来，并不仅仅为了

娱乐耳目，欣赏矫捷身姿，更重要的是藉

此奖励士兵，鼓舞士气，所以每到严冬，

他必定亲临太液池检阅颁奖。乾隆曾写

有《太液冰嬉十二韵》形容当日情形：“顺

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号令传河若，威

仪纪水官。光凝元玉浦，声咽碎珠滩。

散处云驰宇，纷来雪喷湍。端因智独胜，

奚必力俱殚。疾以徐斯疾，安其危乃

安。御风列应让，逐日夸无难。迅似岩

飞电，温知犀辟寒。超群殊闪 霍，作势更

媻珊。拟议弦催箭，形容镜舞鸾。一时

夸夺帜，独步早登坛。妙义韬钤外，凭人

着眼看。”一片白雪皑冰之中，阵仗的威

严、士兵争先的气势跃然可见。而以明

镜上的舞鸾形容澄彻冰面上滑行的健美

身姿与冰上倒影相映成趣的景象，尤为

生动，让人联想今日奥运会的花样滑冰。

冰嬉时除了装束利落，最重要的是

脚下的冰鞋。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冰

嬉图》上方，有大臣嵇璜书写的乾隆皇帝

《御制冰嬉赋》并序。洋洋洒洒一千余字

中，乾隆追溯了冰嬉的起源，阐明这一国

俗的重要意义，并分别描摹了速滑、抢球

等几种冰嬉活动的情形。而在序言的开

端，他首先说明了清代冰嬉的装备：“国

俗有冰嬉者，护膝以芾，牢鞋以韦。或底

含双齿，使啮冰而人不踣焉，或荐铁如

刀，使践冰而步愈疾焉。”所谓芾，指的

是古代衣服的蔽膝，防止滑倒时摔伤膝

盖起保护作用，现代护膝与之同理。韦

是熟制的皮革，将冰鞋绑在脚上加固

用。而赋中说明当时冰嬉活动所用冰鞋

分为两种，一为防滑，正如清人笔记称，

所穿之履，皆有铁齿，可以咬住冰面让人

不至跌倒；而另一种则为加速用，鞋底的

木板中嵌有钢片，如刀如剑，所以有冰刀

之名，目的在于冰上滑跑时减少阻力，速

度更快。从图像上来看，这种士兵穿着

的鞋子前端有一物如鸟喙向上翘起，可

以想象滑行之际抬脚向下一蹬，光滑的

冰刀接触冰面产生推力，的确如乾隆诗

赋中所说“驰骤冰上，来往如飞”，“闪如

曳电，疾若奔星”。

“名为嬉而实关巨
典”，带有礼制色彩的
冰上蹴鞠

乾隆在《冰嬉赋》中称这一带冰刀的

冰鞋，比起苏东坡记载的，更为轻利便

捷。《新唐书》中就曾经记录回鹘乘木马

驰于冰上的习俗，其具体做法是：以木板

绑于脚下，加之以弯曲的木杖支在两腋，

用于撑住冰面借以发力，这样可以“蹴辄

百步，势迅激”，恰似今天的滑雪板和滑

雪杖。回鹘为少数民族，主要活动于西

北地区，2005年，新疆阿勒泰敦德布拉

河上游的沟谷中，就有四处属于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岩棚彩绘岩画被考古发现，

其创作时间距今大约有1万年，岩画中

显示出“滑雪狩猎的人像”，可以视为古

代滑雪活动的依据。而东北少数民族

“骑木而行”，也见于唐代史书记载，同样

指的是利用冰雪滑行。

在清代乾隆年间西苑太液池中，脚

着带齿防滑冰鞋的，应该是《冰嬉图》上

抢球的士兵们。图中，在皇帝冰床及簇

拥的众臣随从的右方，可见整齐列有四

个方阵，各有首排十人分别穿着黄、红坎

肩，应为预备参加抢球比赛的士兵。仔

细分辨可以看出，与画面左侧滑道上的

旗兵射兵不同，这些士兵所穿的冰鞋前

端没有翘起的冰刀，只可见鞋面上有缚

带，鞋底之下应该缚有双齿，在冰面上奔

跑具有防滑功效。这一冰上抢球的竞技

项目，被称之为“革戏”，又称“圆鞠”。从

乾隆御制诗注来看，“分棚掷踘，健步争

先，意注手承”，“复抛掷圆鞠，令众捷前，

争取得者为隽”，这些均说明冰场上的抢

球比赛是双方各自争抢，用手夺球。在

《冰嬉赋》中，作者形容：“执事者中立而

不倚，争捷者有前而无回。珠球一掷，虎

旅纷来。思摘月兮广寒之窟，齐趁星兮

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从空兮下

回”，提到了球场上裁判的中允公平与队

员的奋勇向前。至于这一冰上抢球的具

体规则，据《文献通考》记载说，参与者兵

分左右，左队衣红，右队衣黄，双方列队

之后，由御前侍卫首发掷球到中间，众兵

争抢，抢到手的人复掷，继而复抢，规则

与蹴鞠相同。

蹴鞠，是我国传统的体育活动，历史

悠久。传说为黄帝时作，也有说起自战

国时期。在唐代，蹴鞠已成为上至宫廷

下至民间的体育娱乐活动。鞠原本是古

代以皮革制成并填充的一种球类，既有

用脚踢，也有骑在马上争抢的。现存敦

煌诗集中就有一首描写寒食清明时士女

打球的情景，所谓“青一队，红一队……

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球势使前飞”，正

是参赛者分成两队在马上挥杖击球的真

实写照。所谓“南北盘旋如掣电，东西怀

协似风云”，这是现存敦煌俗文学中对球

场上激烈赛况的形容。至于马球队的神

勇之姿，寻诸陕西各墓葬壁画人物和陶

俑，均有形象具体的表现。而在我国东

南一隅的福州，还曾出土有《球场山亭

记》石碑，为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所立，碑文记录了福州刺史裴次元在

冶山修建马球场的来龙去脉，庆祝马球

场的落成。这一唐代马球场遗址，即位

于今福州市中山路，有四百多平方米，球

场经考证应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石碑的

出土与遗址的考古挖掘，为这一流行的

体育运动增添了现场的实证。宋代有女

子宫廷马球队，而在《明宣宗行乐图》上，

亦可见这圆球的踪影——从西北大漠至

东南沿海，蹴鞠的欢乐曾经传播四方；从

奔驰的骏马背至晶莹的故宫冰场，都闪

过健儿们争先恐后的身影，蹴鞠这一体

育运动，在我国历久不衰。而乾隆时期

的冰上蹴鞠，则为这一传统体育娱乐活

动，增添了更多的礼制色彩：“顺彼月令，

以训以赉，勇者特旌，任者均赐，普被曰

仁，有差曰义，盖肄武习劳，不忘家法，且

寓以行庆施惠，资八旗度岁之计，用普国

恩，名为嬉而实关巨典也。”顺应时令，奖

励勇士，岁尾行仁，体现皇恩，看来，冰嬉

不仅仅可以娱目，在乾隆时期被视为对

传统礼义风俗的遵从，实在与国家典章

制度相关。

“如行玉壶中，亦
快事也”，雪车与冰床
享异曲同工之趣

历史上，这一冰嬉盛典曾多次举行，

据起居注统计，从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

十年，阅视冰嬉的次数即超过一百五十

次。而每次冰嬉活动内容还有所不同，

这从现存几幅《冰嬉图》的差异可以看

出。据史料记载，这些冰嬉图大多在盛

典之后，为画师呈上，可视为对冰嬉实景

的记录。在两岸现存的几幅《冰嬉图》画

作中，除了转龙骑射的内容，还有的名之

为抢等。据清代笔记说明，那是御座二

三里外的大旗下列队士兵，着冰鞋急驰

而来，滑到皇帝冰床前，由御前侍卫一

一拉住，以速度区分，按头等二等行赏，

名之为抢等。而有的冰嬉图中，还增加

了滑行中百戏的部分，据当时亲历者的

记载，冰嬉时八旗士兵“在冰上时而像

闪电，瞬间即逝;时而如戏水，跃上潜

下。同时拉注强弓，瞄准高悬的花束，依

次射去，花束中自动响起一串鞭炮声，令

人惊叹不已”。这种将百戏杂技性质加

入，既是滑冰水平高超的体现，同样也可

以看出冰嬉活动除了礼乐风俗以外的表

演性质。

在这宫禁深处的大典上，皇帝坐于

太液池中的冰床上检阅，冰天雪地之中，

彩旗猎猎，列队严整，而军士们争前恐

后，夺标心切，号令声、颁奖声在太液池

上回响。“球争武因习，旗逐赏分平”，乾

隆曾作《腊日观冰嬉因咏冰床》描绘了当

时的情景。而在御制诗原注中，还包含

了冰床历史的说明，称古无其制，其起源

为宋朝北方的雄、霸、沧、景各地，沈括的

《梦溪笔谈》中说因为遇到冰雪，舟车之

类交通工具都不可用，只有冰床可以渡

过，而且只用一人在前拖行，便可运载数

人，用力少而价钱廉，所以京城中一直都

有，很是便利。这种冰床，《燕京岁时纪》

称“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

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

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

也。”在清代末年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中还可以见到其形制，图上有云：“京都

城根护城河冬天冻冰时，其人以木做成

床，下安铁条二根，在河内放，有来往人

坐之，其人以绳拉之”。这种可以控制方

向的冰床，似乎与现在的冬奥会项目雪

车有异曲同工之趣。

故宫的冰嬉盛行于清朝，乾隆十年

后，冰嬉被写入官方典志，并为后来的嘉

庆道光等朝所延续，现在，我们从故宫的

《冰嬉图》、皇家的御制诗、地方的笔记风

俗志等等文献史料中可以见其仿佛。这

一宫廷冬令时期的活动固然曾经是历史

上礼乐典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白色天

地之中，因为冰雪而带来的乐趣，并不止

于宫禁。

当北京冬季奥运会圣火“飞扬”燃起

的那一刻，我们仿佛也看见故宫里的白

雪闪耀起光芒。那些太液池上抢等的图

像中有今天速滑的影子，皇城根下的冰

床上有雪车的样貌，人们可以在速度中

感受冬的气息，在晶莹澄澈的世界中看

到运动曲线的美好，在追求极致中挑战

人类的可能——这是现代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给冰雪天地带来的最好礼物。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

冰
嬉
图
》

▲ 金昆、程志道、福隆安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局部，八旗子弟正在等待参加冰上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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