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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中国古代足球的历史 , 分析了中国足球的经济基础, 阐述了中国古代蹴鞠历史带给人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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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代足球的历史

1 .1  黄帝时期  传说黄帝时期就有了“蹴鞠”。汉代经学

家、目录学家刘向整理汉朝宫廷藏书 , 编辑的《别录》中曰 :

“蹴鞠者, 传言黄帝所作, 或曰起于战国之时。踏鞠, 兵势也 ,

所以练武士, 知有材也, 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我国古代足球游戏起源于公元前475 年至前221 年的战

国时代 , 到了汉代( 公元前206 ～公元220 年) , 蹴鞠不仅是民

众的娱乐活动, 而且成为当时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

1975 年, 阿尔道台夫·齐鲁曼指出: 众多资料表明, 中国

古代足球出现的比欧洲及美洲要早得多, 早在公元前的黄帝

时代, 足球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其名字叫做“蹴鞠”。在周

代结束前, 这一球类形式不仅在士兵中, 而且在一般民众中

也广泛流行了。

蹴鞠是否为黄帝所作 , 暂不考究。然而, 距今3 000 多年

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关于踏鞠的记录,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

类似于足球的蹴鞠游戏已十分流行。

1 .2 秦汉前后  蹴鞠在秦时曾一度被冷落, 到汉代又得以

快速普及。与战国时一样, 汉代的足球最初流行于民间。

《盐铁论》里记述贤良丞相辩论时, 贤良描述了当时的社会风

气:“里有俗, 党有场, 康庄驰遂, 穷巷蹋鞠。”按汉制,25 家为

一里,250 户为一党。这说明汉代的足球在民间的里党穷巷

都很普及。汉代宫廷也盛行足球, 这与汉高祖刘邦有很大关

系。刘邦即位后, 即把父亲接到了长安。然而, 刘父住在豪

华的皇宫中, 尽管锦衣玉食却没有了“里党穷巷”那种斗鸡蹴

鞠的情趣, 因而整天闷闷不乐。于是, 刘邦把父亲家乡的朋

友都请来, 在长安仿家乡丰邑校样 , 建成“新丰”, 陪父亲踢足

球。影响所及, 汉历代皇帝皆喜爱足球。武帝的姑母陶馆公

主丧夫后 ,“近幸董偃”, 一时“天下莫不闻, 郡国狗马、蹴鞠、

剑客, 辐凑董氏⋯⋯”。这种“皇室蹴鞠”现象一直影响到汉

武帝及以后的献帝、明帝。上层权贵们受这股风气的影响 ,

自然也都喜欢足球, 他们“临水钓鱼, 放犬走兔, 降豺鼎力, 蹋

鞠斗鸡”。汉代以后 , 随着蹴鞠进入军旅 , 其人数和场地便趋

向规范化。民间的自由玩法, 一仍其旧。蹴鞠之所以受到军

事部门的青睐, 是因西汉以后, 战车减少, 而步兵大量兴起 ,

为了锻炼士兵体魄, 蹴鞠随之受到器重。《汉书·艺文志》列

有“蹴鞠二十五篇”, 将其归入“兵技巧十三家”合并计算, 并

作了这样的描述:“技巧者, 习手足, 便器械, 积机关, 以立攻

防之胜者。”刘向也指出 :“蹋鞠 , 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

材也, 皆因嬉戏而讲习之。”《史记》记载霍去病“其在塞外, 卒

乏粮 , 或不能自振, 而骠骑尚穿域蹋鞠”( 穿域, 指穿地为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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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相当于球门) 。东汉的李尤曾写了一首《鞠城铭》, 描述的

就是蹴鞠比赛时的情景:“圆鞠方墙, 仿象阴阳, 法月衡对, 二

六相当, 建长立平, 其例有常, 不以亲疏。不有阿私, 端心平

意, 莫怨其非, 鞠政犹然, 况乎执机”这表明了汉代足球已将

竞技和娱乐融为一体, 体现了体育比赛的公平和公正, 从而

使我国古代足球———蹴鞠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1 .3 唐宋时期  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政治和上层建筑, 也决

定着体育、娱乐等社会风气和时尚; 经济的繁荣昌盛必然带

动文化娱乐活动的普遍流行和发展。唐朝是我国封建经济

发展的鼎盛时期, 也是蹴鞠运动盛行的朝代。唐朝沿用两汉

以来的“蹴鞠”运动规则 , 并在场地和器材、运动形式等方面

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在场地题材方面, 用“气毛球”代

替了“毛丸”。“气毛球”是一种动物尿胞制成的胆, 外面包上

八片皮革缝成的球皮, 并出现了专门冲气的鼓风箱来打气 ,

称作“打揎法”。同时,“球门”代替了“鞠室”。“球门”是用2

根高数丈的柱子, 中间挂网 , 类似于现在足球比赛的球门样

式。唐时, 还出现了女子“蹴鞠”。《剧谈录·潘将军》中就讲

述了一个妙龄少女高超的“蹴鞠”功夫, 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女

子踢球的最早记录。自唐代开创女子足球风气以来, 以后历

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女子足球运动。宋时, 蹴鞠盛极一时。蹴

鞠到宋代有两大变化: ①不用球门, 但讲究花样。蹴鞠在技

巧上比唐代提高了许多 , 形成了利用身体部位的10 种基本

踢法, 即“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 称为“十踢”。

另外, 还有针对各种踢法技术要领的“古十字诀”。元代钱选

画的《蹴鞠图》逼真地再现了宋太祖、宋太宗与几位大臣踢球

的英姿。据《水浒传》记载, 宋徽宗是个出名的蹴鞠迷, 他曾

说:“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 孤欲索此人做亲随。”这一时

期, 兴起单球门踢球。其比赛规则是 : 双方队员脱离接触, 不

能进入对方场地, 只能在自己一边传球颠球, 玩弄球技。这

使得蹴鞠运动进一步娱乐化, 对抗性明显减弱。②宋代有类

似现代足球俱乐部的组织出现。不少城市设有齐云社。各

地圆友们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外地圆友来访 , 需要“撞案”,

即对来访者进行蹴鞠技能测试, 或脚头或解数或十踢或成套

数或截滚数。技艺不佳, 就不能取得与当地圆友比赛的资

格。“撞案”的标准很高, 如“脚头”一项 , 即用脚颠球, 要求左

右脚分别颠百下, 双脚不得相杂, 不得忽高忽低。可见, 宋代

的齐云社与当今的足球俱乐部, 在性质上基本相同。

1 .3  明清时期 蹴鞠自明代开始走向衰落。明太祖洪武22

年, 为防止军士沉醉在玩乐之中 , 制定了严格的军纪 : 下棋者

断手, 鞠圆者卸脚。尽管这种酷刑军纪并没有从根本上禁止

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的蹴鞠运动 ,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

人们对蹴鞠的兴趣, 阻碍了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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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封建统治阶级将原有的足球运动形式改为冰上游戏 ,

作为训练王室军队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 这使得传统的蹴鞠

运动逐渐衰落。这一时期, 由于女子裹足盛行, 女子足球也

随之销声匿迹。

2  中国足球的经济基础

15 世纪是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世纪。欧洲在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启蒙之下 , 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开始

走向开放文明的政治体制。而这时, 中国正处于大明王朝的

封建统治之下, 正在执行闭关锁国的反动消极政策。朱元璋

发明的特务组织( 东厂、西厂等) 秘密监视臣民, 不让他们到

处走动。15 世纪欧洲经济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飞速发展 ,

而中国仍然是闭关锁国政策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2 .1  普通百姓的经济水平不允许其参加蹴鞠活动  古代中

国的农业是自给自足和相对封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前, 平整土地、兴修水利都是困难的事情, 更不用说娱乐活

动和体育交流了。普通的良民百姓一生就生活在自己的小

圈子里面, 很难走出十公里之外, 他们除了自给自足的衣食

住行外, 很难拿出多余的闲钱来做一些额外的消费, 一般家

庭恐怕连一个足球也买不起; 还有一些普通的良民百姓为生

活所迫, 无暇参与这种比较高贵的运动, 这都决定了蹴鞠不

可能在古代中国得到长远发展。

2 .2 古代蹴鞠活动缺乏必要的组织和交流  经济的落后 ,

使古代蹴鞠的活动缺乏必要的组织; 加之统治阶级的排斥 ,

又不去组织蹴鞠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小农思

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跟上时代潮流, 人们忙

于发展经济。古代蹴鞠就这样慢慢地不受大家的注意和关

注, 开展的越来越少, 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3  中国古代蹴鞠的历史带给人们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进步 , 人类交往日益容易和频繁, 中国传统

的小农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要想跟上时代潮流 ,

必须不断发展国民经济, 使开展足球运动成为可能。体育全

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同时推进的。而欧洲的资本和军事扩

张相对较早, 当欧洲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并随着军事扩张的

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时, 欧洲的体育文化思想也随之

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并逐渐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 引导

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足球运动被西方人广泛接受的

同时形成了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功能, 这些附加功能的不断增

强又促进了足球运动在一定时期内的迅速发展。现代奥运

会的蓬勃发展也为足球运动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助力。

几千年来在中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武术至今还没能

进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而起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则在我

国蓬勃发展。此外,NBA 等具有浓重西方体育文化特色的运

动项目的大批量倾销, 不仅是对我国财富的大肆掠夺, 而且

“掠夺”了我国青年人的热情和体育爱好, 威胁了我国民族体

育文化的主流地位。相关文献资料及客观事实均表明 , 随着

西方体育文化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体育需要。

在种种思潮和文化涌动中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

力, 以面对世界对中华民族各项活动的挑战。①吸取西方体

育文化精华。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过程中 , 采取

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 勇于吸收西方体育文化中的精华, 使

西方体育文化为中国民族体育文化服务。②保护民族体育

文化。我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保护, 比

如承办奥运会就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 而

“人文奥运”的提出更是说明了我国主动迎接西方体育文化

挑战的信念。③对本民族的体育活动进行发掘、整理、改革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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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特殊性, 对农民就业培训专业设置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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