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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已然落幕，众所周知，水上项目是我们每届奥运的金牌大户，此
次中国代表队获得的38枚金牌中有13枚来自水上项目，运动员们的水中风姿
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古人们也对水上运动情有独钟，早在唐代
就出现了类似高台跳水的运动，更是有很多游泳高手记载于史籍。如果古人也
有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金牌将花落哪家呢？

唐代就有
30米的“高台跳水”

中国的跳水队有着“梦之队”的美
名，古代虽然没有“跳水”之名，却很早
就有了和跳水动作、技术非常类似的运
动项目——水秋千。历史上第一位著
名“跳水运动员”为晚唐时人曹赞，他的
官方身份是水嬉艺人。水嬉，是古人对
各种水上表演和运动项目的总称，在古
代表演成分更多，竞技性远不如现代。
此人水上技艺之高超，有如开了特效一
般。唐朝文学家赵璘曾将自己一生的
见闻记录在《因话录》中，其中就有他游
历黄州时，亲眼目睹的曹赞在水中的精
彩表演。

书中这样说道：“黄州优胡曹赞者，
长近八足，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
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足樯上不解衣
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唐代，
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 30 厘米，此人身
高有两米多，当真是天赋异禀了。“樯”，
指船上的桅杆，足足有 100 尺的桅杆，
就相当于 30 米左右的高度，而如今奥
运会上跳台高度只有 10米。只见这人
穿着衣服从桅杆上一跃而下，当快要入
水的一刹那，一个华丽转身，端端正正
落在水面上，就好像坐在自己家的凉席
上一样惬意。曹赞的跳水在快到水面
时有一个翻转的动作，至于端坐于水面
上，很可能是一种障眼法，或者是作者
夸大其词也未可知。

水秋千出现于晚唐，在当时是比较
少见的水上运动，与龙舟竞渡经常一起
表演。这种运动的难度非常大，五代十
国时期，前蜀花蕊夫人所写的《宫词》有
云：“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
前。”意思是说，当那些宫女们听说有人
在皇宫内的湖上玩“水秋千”，便争先恐
后地拉开珠帘观看。

到了宋代，水秋千表演才逐渐多起
来。宋代孟元老所著的笔记体散记文
《东京梦华录》中对水秋千玩法和形式做
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又有两画船，上立
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侯监
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架荡
平，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在
鼓声的伴奏下，一名“跳水运动员”在竖
立着秋千的船上，荡起了秋千。只见他
越荡越快，越荡越高，一直把秋千荡到
与秋千架相平，才猛地双手脱开秋千
绳，纵身飞向空中，随即在空中完成高
难度翻筋斗等各种花式动作后，跳入水
中，泛起朵朵浪花。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宋
代的水秋千和现代跳水有相似之处，现
代跳板跳水利用跳板的弹力，而水秋千
用的是秋千的摆力。表演水秋千的人
需要有很好的水性，并且要经过专业的
训练，其难度和现在奥运会上的跳水有
一拼。表演者必须掌握好起跳时间，还
要把秋千荡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起跳的
时间稍早或稍晚，就不能顺利地跳进水
里，而是重重地摔在船头的甲板上，其
危险性可想而知。

宋徽宗本人十分喜爱水秋千，并将
其加以推广，他下诏规定每年举办一次
全国性的“水秋千”表演比赛，所有经费
朝廷来掏。从全国遴选出水秋千高手
后，选入皇宫准备参加皇家举办的水秋
千大赛。表演结束后，宋徽宗还要给优
秀者一定的奖赏。宋代后，水秋千渐渐
消失在历史记载中。

像水秋千这样的水上
游戏，在宋代不断涌现，例
如水球比赛。不过，此“水
球”非奥运会上的“水球”
也，而是要求参赛者在水中
轮流投掷气球，以距离远近
定输赢，宋徽宗有诗描写了
这一比赛情况：“戏掷水球
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
水球运动，都需要参赛者具
备很强的游泳能力。古代
不乏游泳高手，其中就包括
以水秋千闻名的曹赞。这
位运动健将深信“与天斗其
乐无穷”，普通的项目对他
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了，
所以，他开始了——作死。
这词不是我说的，而是当时
的人对他的评价——“见者
目驻神悚，莫能测之，悬有
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意思是大家下巴都快惊掉
了，如果他不是有超能力，
就是在玩命了。

那么，他究竟有哪些作
死的行为呢？比如，在水上

穿着靴子行走；比如钻进麻
布口袋里，然后让别人扎紧
麻袋口，并且将其扔入江
中，而他则想办法在不破坏
麻袋的同时又能逃出来，把
游泳和大变活人结合起来，
果然有创意；又比如，花样
游泳，“回波出入，变易千
状”，只见他在水里回旋出
没，变换各种游泳姿势，“神
龙见首不见尾”。

古代的游泳高手还有
不少，其中包括一些潜泳能
手。汉武帝一次在河边听
到水上有歌声，原来是一群
老人和年轻人手持乐器在
水上表演节目。汉武帝命
令他们下水取水底洞穴的
宝物，一个人受命潜到数百
丈深的水底捞取出了一个
硕大的明珠。由于生产需
要，古代沿海居民很多都有
这样高超的潜泳技术，宋人
苏东坡在《日喻》中认为，南
方人之所以会游泳潜水，是
因为“日与水居也”，长期生
活在水边，“七岁而能涉，十

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
北方人也有善于游泳

的，《唐国史补》有记载，龙
门人擅长游泳。龙门，古称
吕梁，在山西、陕西交界处，
是黄河由此南下的咽喉，地
势险峻，水流湍急，形成急
瀑暴流。在我国古代游泳
活动中，“游龙门”数得上极
为惊险壮观，且历史悠久，
《庄子》就记录了一位战国
时期的吕梁人，游泳技术堪
称逆天。

按照书中的记载，孔子
在吕梁游历时，看到有一座
巨大的瀑布，连鱼鳖也不敢
在此停留。忽然，孔子看到
一个人往瀑布里游，他以为
此人是想不开要自杀，连忙
让弟子顺着水流去救他。
结果这人游了百步之后安
然无恙上岸了，并且还披散
着头发，大声地唱着歌。此
外，《晏子春秋》中也记载了
一个名叫古治子的人，此人
能逆流游 5 里，顺流游 50
里。

赛艇运动虽然起源于
近代英国，但它和我们古代
的龙舟竞渡也有一定的渊
源。竞渡最晚在南北朝时
期就已经非常盛行。唐代
诗人王建的一首《宫词》形
象地描写了唐代宫廷赛龙
舟的情景：“竞渡船头掉彩
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
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
归。”唐代赛龙舟的规模很
大，诗人李群玉《竞渡时在
湖外偶为成章》一诗这样写
道：“雷奔电逝三千儿……
三十六龙衔浪飞。”三千多
人分驾三十六条龙舟，平均
每条龙舟上将近一百人，随
着震天的鼓声和欢呼声，像
雷电一般飞逝，速度之快，
好像在衔浪飞行。这种场
面是何等壮观啊！

由于赛龙舟受天气因素
的影响，加上这本身是一项
危险系数很高的竞技运动，
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故。
有一年杭州西湖上举行龙舟
竞渡，忽然北风狂起，龙舟随
着汹涌的浪漂到了湖的南
岸。还有的龙舟在江中试水

时出了事，三艘船平白无故
地沉入江底。尽管如此，古
人依然乐此不疲。

宋代的“水戏”十分精
彩，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宋
代的龙舟竞渡是“水戏”运
动的首位，之所以如此兴盛
主要还是得到了朝廷的支
持。政府每年都会举办龙
舟比赛，并且王公贵族会与
寻常百姓一同观赏，比赛结
束后，还会有相应的奖励，
当时的比赛场地“几于无置
足之地”，可见当时的盛况。

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
的皇家园林，位于东京汴梁
城（今开封），最初是为了训
练水军而建，后来逐渐成为
进行水上运动表演的场地。
金明池占地极广，池中可行
驶大船，张择端的《金明池争
标图》生动描绘了金明池中
赛龙舟、水秋千等场景。画
中以一艘大型龙舟为中心，
两侧各有五艘小龙舟，每艘
约有十人并排划桨，船头一
人举着旗帜，船中几人则奋
力划桨，向前方标杆冲去。

“临水殿”是金明池中的看

台，皇帝在这里和群臣举行
宴会，欣赏龙舟竞赛。岸上
的百姓争相观看，摩肩接踵，
划船的浪花飞溅到岸边的人
们身上，也丝毫扑灭不了市
民观看竞渡的热情。

现代体育有各种锦标
赛，其实“锦标”一词就是从
竞渡这一运动项目中来
的。龙舟竞渡自春秋战国
以来就是古人们非常喜欢
的一项体育运动，但这一古
老的活动在唐代以前仅为
划船活动，并无“夺标”这一
环节。到了唐代赛龙舟成
了一项独具特色而又极为
隆重的竞赛活动，其目的在
于争夺第一名。为了裁定
名次，人们在水面的终点插
上一根长竿，竿上缠上五颜
六色的锦布，鲜艳夺目，称
之“锦标”，也叫“彩标”。竞
渡船只以首先夺取锦标者
为胜，故这一竞赛又称为

“夺标”，“标”成了冠军的代
名词。宋代以后，夺标成为
竞渡的法定规则，一直沿用
到明清两代。

据《北京青年报》陈 品

古代游泳高手真不少

龙舟竞渡阵仗大

《金明池争标图》（局部）张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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