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只冰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郭超豪

冰壶有“冰上国际象棋”的美名。今晚8时05分，作为本届冬奥会的“揭幕战”，冰壶混合双人
赛将提前打响。中国队将对阵瑞士队，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

我们常常能从美称中直观地感受
到一些运动项目的特征，比如被称为
“冰上芭蕾”的花样滑冰。而冰壶，则享
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美名，因为它考验
着参与者的体能与脑力，尽展动静之美
感、取舍之智慧。

与许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
竞技体育项目不同，冰壶无论是项目还
是器材本身都堪称体育界的“艺术
品”。作为一项优雅、考验技巧与智慧
的绅士运动，它几乎适合任何年龄段的
人群参与，因此也被称为“9到99岁都
适合的运动”。

这幅名画，记录了400
多年前的冰壶运动

关于冰壶运动的起源，至今仍是一
个谜。事实上，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已
持续了一百多年。一种观点认为冰壶
运动起源于欧洲大陆，另一种观点认为
冰壶运动起源于苏格兰，并且两者都能
找到相关的证据。主张欧洲大陆起源
的学者认为：冰壶运动起源于欧洲大陆
某个地方，并且这方面可以通过欧洲著
名的古代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类似冰壶
比赛场景得到证实。

在世界冰壶联合会官方网站的资
料中，最早记录冰壶运动的图像是比利
时弗拉蒙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他在
1565年创作的作品《雪中猎人》（又称
《猎人归来》）中，描绘了深冬时节猎人
狩猎归来的场景。这也是欧洲第一幅
已知的大雪画，经常被认为是“小冰河
时代”的典型证据，因为1564年到1565
年的这个跨年冬天是欧洲人记忆中最
冷的冬天。画中天寒地冻，白雪皑皑，
前景处三个猎人在猎狗的陪伴下从丛
林归来，只是这次狩猎显然并不算成
功。其中一人携带着一只瘦弱的狐狸，
其他两个猎人都空手而归，说明猎物的
匮乏和生活的艰辛，而且在其中一位猎
人面前还有一串野兔的脚印，可能它已
经逃脱或者被猎人错过了。在画家的
笔下，猎人的脚步显得十分疲倦，而画
面给人的整体视觉印象是平静、寒冷和
阴郁。在画面的远端，池塘已经结了厚
厚的冰层，上面有人在嬉戏玩耍，一部
分人在用样式现代的冰球棒打冰球，另
一部分人则在另一块场地上玩着冰
壶。画作中的冰壶与现代的冰壶器具
十分相似，原型底座和细长的手柄清晰
可见。
《雪中猎人》属于老彼得·勃鲁盖尔

的一组系列作品，且是该系列中最著名
的一幅，现收藏于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
博物馆。这一系列目前只留存有五幅
画作，分别描绘了一年中不同月份的乡
间场景，据此，艺术史学家一般认为该
系列月份作品应该有12幅，与林堡兄弟
的12幅《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类似，
不过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六幅。老彼得·勃
鲁盖尔的长子小彼得·勃鲁盖尔在16世
纪末临摹了《雪中猎人》，这个临摹的版本
目前收藏于东京富士美术馆。

事实上，这幅《雪中猎人》在各个领
域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例如艺术史
学家马丁·坎普曾表示，《雪中猎人》是
他见过最受欢迎的圣诞贺卡图片之
一。剑桥大学知名考古学家布莱恩·费
根的著作《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
历史 1300-1850》中文版的封面也选用
了这幅画。当然，与《雪中猎人》渊源最
深的还是影视剧。它是罗伊·安德森的
电影《寒枝雀静》的创作灵感，画面左上
方的树枝上停着几只黑色的鸟儿正是片
名的来源，导演借此要表达“我们的所作
所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
部多国合拍的喜剧剧情片，在第71届威
尼斯影展上首映并赢得金狮奖，还获得
2015年欧洲电影奖最佳喜剧电影。此
外，这幅《雪中猎人》出还现在俄罗斯导

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1972年的电影
《索拉里斯星》和1974年的电影《镜子》、拉
斯·冯·提尔2011年的电影《忧郁症》和阿
兰·坦纳1983年的电影《白色的城市》中。

除了《雪中猎人》，勃鲁盖尔1565年
完成的油画《冬景》、杰克格瑞默1575年
完成的《冬天》，以及保当斯16世纪末完
成的雕刻作品，都记录了人们在冬季结
冻的冰上进行游戏的场面。游戏者在
冰面上向目标点投掷一圆形物体，并随
物体一起滑行，与现在的冰壶运动十分
相似。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中所
记录的游戏都没有擦冰动作，冰壶的重
量也不明确，更像是如今仍在奥地利民
间盛行的一种在冰上投橡木塞子的游
戏，并非是冰壶的“祖先”。

手工打造，冰壶石材只
来自苏格兰这座小岛

相比于“欧洲大陆起源说”，冰壶源
于苏格兰有着更多实物的证据。第一
部记载着冰壶的手稿诞生于1540年2
月，苏格兰人约翰·麦克奎林用拉丁文
记载了一名叫斯克莱特的僧侣与好友
汉密尔顿在冰面上进行挑战赛的场
景。而最早提及冰壶的印刷品则是苏
格兰诗人亨利·亚当森为纪念一位好友
所作的挽歌，其中提到了他对高尔夫、
冰壶等运动所作的贡献。

冰壶最重要的考古证据也来自苏
格兰。人们早年间在都布莱恩的一个
干涸的池塘中发现一块砥石（冰壶），砥
石明显经过精心打磨，略呈方形，并且
砥石的一侧有用来抓握沟槽，相当于现
代冰壶的壶柄。砥石重26磅，大约是现
代冰壶一半的重量。最重要是上面刻
有1511年以及所有者的名字的字样，这
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冰壶。

冰壶究竟起源何处如今还不得而
知，但无可争议的是苏格兰人发展了这
项运动。他们改进了冰壶的装备，发展
了冰壶的规则，并将这项运动输出到了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研究者普遍认为，
由于苏格兰冬天比较寒冷，人们不得不
放弃高尔夫球，转向这项冰上投石运
动，并且很快流行起来。邻居对邻居、
村庄对村庄，苏格兰整个冬天被火热的
冰壶运动所占据。当时每年举行全国
性的大型比赛，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比
赛场地，几千人在冰冻的湖泊上同时比
赛，场面异常壮观。

苏格兰Kilsyth冰壶俱乐部成立于
1716年，是世界最早的冰壶俱乐部。当
时为了进行冰壶活动，特意人工修建了
一个100米?250米的浅水池塘，专门用
于冬天的冰壶练习和比赛，并且作为历
史见证，这个池塘迄今存在。

尽管在20世纪传入北美后，这项运
动在加拿大等地的流行程度超过了苏
格兰，随处可见冰壶俱乐部——有人这
样形容：在加拿大最多的三个建筑物，
一个是邮局，一个是银行，还有一个就
是冰壶馆，由此可见冰壶运动在加拿大
的普及程度。但“发明之乡”之于冰壶这
项运动依然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因为
所有比赛级的冰壶石材都只来自一个地
方——苏格兰西部海面的克里格岛。

由于冰壶运动对材质有特殊要求，
一是要求其足够坚硬，二是要求其在低
温条件下不会因撞击破裂。前者在如
今的科技发展下不难实现，难办的是第
二个。在冰壶运动数百年的演变过程
中，人们发现，当花岗岩中的石英含量
趋近于零时，壶体在低温撞击时才不会
破裂，而在地球上已知的石材中，只有
克里格岛上的花岗岩不含石英，具备低
温抗击打能力。该岛距不列颠本岛只
有16公里，周长仅3.2公里，最高处海拔
338米。因其距本岛不远，从16世纪开
始，就有人在岛上活动，也为发现其石
材特性创造了条件。随着冰壶运动在

全球的发展，该岛每年的冰壶原石开采
量也从21世纪初的500吨上涨到了如
今的数千吨，好在距离耗尽还有一个漫
长过程，当地专家介绍，“按照现在的开
采速度，至少可以挖掘1000万年。”

虽然石材出于小岛，但冰壶成品
并非在岛上生产，而是运送到距该岛
50公里的南艾尔郡加工厂，再经由格
拉斯哥销往世界各地。在市场上，一
套（16枚）原产自苏格兰的高级冰壶价
格超过13万人民币，普通的也超过5
万元。之所以售价高昂，主要原因在
于人工成本。从原石到冰壶成品，一
共要经历开采、塑形、抛光、上彩、加柄
等多个环节，除开采环节外，其他环节
全部由手工完成。苏格兰凯斯石材公
司销售服务经理马克·卡伦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两块完
全相同的冰壶原石，因此在加工过程
中，需要借助工人的经验和手感，依靠
眼睛和手的完美配合。”马克说，生产
一套冰壶需要五名熟练工人，耗时三

天才能完成，其价格自然不菲。因此，
每一只冰壶，实际上都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艺术品”。为了北京冬奥会，
凯斯工厂生产了190多个冰壶，然后精
选出96个送上赛场。

摘金夺银，中国成为冰
壶世界后起之秀

冰壶运动第一次在亚洲现身是在
二战前的日本，日本奥委会为备战1940
年札幌冬季奥运会（后因第二次世界大
战取消），将冰壶运动引入日本长野县，
并利用从德国带回的冰壶器材在长野
县举行了一场冰壶表演赛。但由于战
争的原因，冰壶运动并没有因此得到很
好的发展。

中国开展冰壶项目较晚，但进步非常
快，是这一项目的后起之秀。1993年我国
开始接触冰壶运动，1995年正式引进这项
运动；同年3月，第一届冰壶讲习班成功举
行，冰壶运动第一次进入黑龙江省。

1996年至1998年，第二至第四届
冰壶培训班举行，在东北地区掀起了
一个学习高潮，并在1997年成功举办
了全国首届邀请赛。随着日本冰壶协
会与黑龙江省冰壶运动交流的深入，
进一步促进了黑龙江省乃至我国冰壶

运动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冰壶运动的
竞技水平，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冰壶运
动队代表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世
界比赛。

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
会。三年后，我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
锦赛上亮相并取得第七名的成绩；在
2008年世界冰壶锦标赛上，我国女子冰
壶队排名屈居加拿大之后，获得一枚宝
贵的银牌。同年，男子冰壶也取得世锦
赛第四名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冰
壶跻身世界冰壶强队之列。

2009年是中国冰壶项目最辉煌的
一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我国哈
尔滨举行，冰壶项目作为传统冬季项目
被列入其中，我国作为东道主参加男女
项目的比赛，并取得女子第一名、男子
第三名的成绩，这是我国开展冰壶项目
以来在国际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其后的女子冰壶队世锦赛上我国冰壶
健儿又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使中国
冰壶队一举为世人所瞩目。一垒周妍、
二垒岳清爽、三垒柳荫、四垒王冰玉几
位选手至今仍在中国体育迷中拥有极
高的人气。

凭借三年世锦赛的积分，中国男女
冰壶队也获得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的参赛资格，并在第一次冬奥之旅中获
得了女子冰壶的铜牌、男子冰壶的第八
名的成绩。

冰壶比赛的场地是一个表面铺制

了冰层的冰道，两端各有一个相同的营

垒（或称圆垒、垒圈），营垒在每一局后

（按掷壶区和标的区）交替使用。每一

队上场四名队员——一垒、二垒、三垒

和四垒（通常为队长）。每局比赛两队

队员交替掷壶，每名队员可掷两个壶，

共比10局。在圆垒中，位置比对方队
所有冰壶更靠近圆心的壶可计一分，比

赛结束后，总分多的一队获胜。

在两垒圆心线之间的冰道上，掷壶

后己方两名队员可在滑行的冰壶前两

旁刷冰，以控制壶的运行方向、速度和

距离。这种刷冰动作配上队员的喊叫

声，构成冰壶比赛的一个看点。但壶过

标的区的圆心线后，只准一名队员刷

冰，此时对方的队长也可以来刷冰，旨

在将冰壶引出垒圈，使其出局。

冰壶有一些独特的规则，如“最后

一壶权”——上一局落后的一队享有

此权，还能再掷一壶。再如有些犯规

可由对方队提出处理意见（视为有效

或出局）。

和不少同样起源于英伦三岛且不

以身体对抗取胜的运动一样，冰壶比赛

也具备绅士传统，一直被公认为“君子

的比赛”，比赛中必须体现“冰壶精神”

（或称“比赛文化”）：不能因对方的失误

而幸灾乐祸；不贬低对手；不干扰对手

发挥水平；发生非故意的违规后应主动

告知对方队长；如比分相差太大，落后

方应主动放弃比赛认输。还有一个友

好传统：比赛结束后，赢队向输队敬

酒。观看一场高水平的冰壶比赛，是一

种赏心悦目的享受。

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男女冰
壶终于作为正式的金牌项目出现，在

此之前，冰壶都是表演项目。在1924
年首届冬奥会上，英国队获得了男子

冰壶表演赛冠军，但当时并没有颁发

奖牌，在2006年才追加授予了奖牌获
得国。

“君子的比赛”

�▲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场地及比赛用壶 （视觉中国、新华社）

▲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由一垒周妍、二垒岳清爽、三垒柳
荫、四垒王冰玉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冰壶的铜牌 （视觉中国）

▲比利时弗拉蒙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雪中猎人》，是目前最早记录
冰壶运动的图像

�冰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借助工人的经验和手感，依靠眼睛和手的完美配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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