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崛起于冰天雪地、苍莽山林之中的
满族，一直用冰雪强化战斗力，其首领努尔
哈赤经常在冰上训练八旗兵，冰嬉与军事
训练紧密结合，冰嬉成为训练八旗士兵的
重要科目。

《满洲老档秘录》中记载，女真首次举
行冰上比赛是在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
初二，努尔哈赤在太子河的天然冰场上举
行了跑冰鞋和冰上蹴鞠比赛。

事实证明了努尔哈赤这种刻意训练的
高效与有效。后金天命年间，努尔哈赤的领
地突遭蒙古族部落围攻，十万火急下，努尔
哈赤命令一支擅长冰上滑行的“八旗”部队
紧急救援。《清语择抄》中载：“所部兵皆着乌
拉滑子，善冰行，以炮驾爬犁，沿脑温江（今
嫩江）冰层驰往救，一日行七百里。时城垂
陷，满兵至……围始解。”大意是说，善于冰
行的八旗兵用特殊的冰上装备，急速前行，
如神兵天降，最终解了围。

冰嬉不仅在紧急关头发挥突袭作用，
在后来的攻城战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廿五日夜，在
宁远大战中失利的努尔哈赤，决定先攻下觉
华岛（位于葫芦岛市）。当时海面被冰封住，
八旗军从岸边滑冰直奔岛上。尽管岛上的
明军奋力抵抗，但终究无法战胜终日冰雪训
练的八旗军。最终，明军覆没，粮食尽烧，后
金大获全胜，这在一定程度上重燃了女真人
对攻陷宁远城的信心。

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迎冬奥特展中，
背景墙上是一幅《冰嬉图》，原图藏于北京
故宫博物馆，为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为
邦、姚文翰所作。《冰嬉图》生动形象地再
现了清乾隆年间宫廷“冰嬉”的运动场
景。画面中，八旗兵有金鸡独立、哪吒闹
海、双飞燕、千斤坠等花样滑冰招式；也有
杂技滑冰的爬竿、翻杠子、飞叉、耍刀、使
棒、弄幡以及军训性质的溜冰射箭等动
作，可谓异彩纷呈。

清军入关后，冬季冰嬉的传统也被带
入宫中，并被视为“国俗”，众多清朝皇帝
中，尤以乾隆帝对冰嬉最为看重，他曾说：

“冰嬉为国制所重。”
乾隆每年都会从八旗官兵中挑选“善

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冬至到“三九”时节
还要在西苑冰上举行冰嬉，皇帝率王公大
臣等前往观看。赛后，皇帝分等次恩赏银
两。《冰嬉图》反映的正是这一场景。

虽然《冰嬉图》描绘的只是一个静态
画面，但结合史料，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些
冰上运动项目的详情。比如“冰上竞速”，
有点类似于冬奥会比赛中的速度滑冰，参
赛的选手会穿着特制的冰刀鞋，听到发令
声后，争先恐后向终点滑去，第一个到达
终点者为胜，接受乾隆皇帝的赏赐。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冰嬉被正式定
为“年例”和“国俗”，每年一次，在乾隆统治
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

另有一幅清乾隆年间名画《职贡图》，其
中有一幅描绘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七姓部
落滑雪狩猎情形。他们将雪板用皮带绑在
鞋上，能灵活迅速地捕杀动物。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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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冬奥会在“立春”这天正式启幕，这不仅寓意着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再次
绽放，还寓意着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通过冬奥会这个窗口展现出无尽春光。处于温带季风气
候的辽宁四季分明，一季一景。冬季的辽宁，银装素裹，是冰与雪的世界。实际上，皑皑冰雪对辽
宁来说并不只是风景，还是辽宁文化的一抹亮色。在古代，东北人就学会了利用冰雪，他们在冬

季“骑木而行”，到清朝时，冰嬉成为训练八旗兵的重要科目。

为迎接北京冬奥会，辽宁省图
书馆举办名为“冰雪情缘，逐梦前
行——同心共圆冬奥梦”的主题特
展。通过展出的图片、文字、古籍
等，参观者可以领略历史上辽宁大
地发生的那些与冰雪相关的故事。

唐代《通典》中记载，公元前 7
世纪左右，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部
族利用木制工具在冰雪中追逐野
兽。另据《隋书》记载，居于东北山
地的游牧民族室韦人在大雪覆盖
的冬天，皆“骑木而行”，即用木头
做雪板类工具滑雪或滑冰，这是有
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滑雪民族。《新
唐书》中也记载有“乘木马驰冰上”
的记载。

时光倒回至 5 万年前。考古
发现，那时的气温要比现在低得
多，在朝阳喀左大凌河岸边的鸽子

洞中生活着一群古人类。驻守洞
中，看着洞外的皑皑白雪与满目冰
霜，这些在与野兽顽强搏斗中求生
的古人类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后代
会最终站在食物链顶端，他们更想
不到，冰霜雨雪会融入进化基因。

距今 8000 年的查海文化是红
山文化的源头之一，这里出土了一
件陶罐，陶罐上雕刻有一只蟾蜍和
一条蛇，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蟾蜍
形象。有学者认为，查海先民之所
以选择雕刻蟾蜍，一方面是源于生
殖崇拜，因为蟾蜍多产；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蟾蜍在冬天冰雪季
会忽然消失，安全度过严寒，先民
觉得很神奇。

由查海遗址向西南，在距今
5000 多年的牛河梁遗址出土过一
件“玉凤”。虽然名为凤，一些学者

认为它的原型是疣鼻天鹅。学者
对玉凤的解读与查海文化的蟾蛇
陶罐相同：天鹅在春季到来，万物
生发；秋季飞走，百草萧瑟；到了冰
雪皑皑的冬季，则再也见不到天鹅
的影子了。因此，天鹅被红山先民
当成了沟通天地的使者。

如果说查海遗址中出土的蟾蛇
陶罐、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凤体
现了先民们的早期宗教意识，那么，
从冰雪中走过来的东北古代游牧民
族则将四季变换融进了自己的生活
方式。白山黑水间，一个又一个东
北古代族群登上历史舞台。皑皑
冰雪见证了他们的兴起与衰落、迁
徙与重组，同时也锤炼了他们刚
毅、果敢、敢于闯荡的族群性格。
可以说，利用冰雪已经成为族群集
体性格中最具共性的文化内涵。

古代东北人“骑木而行”

古代辽地：与冰同在 向雪而行
本报记者 朱忠鹤

与冰同在，向雪而行。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我国有一

条南北走向、连接中原与远东地区
的“冰雪丝绸之路”。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朝，从春
秋战国到“秦开却胡”，再从秦汉到魏
晋南北朝、隋唐……古人源源不断地
穿越燕山山脉，向南或向北。史书

《竹书纪年》记载了肃慎向舜帝朝
贡弓矢的历史：“肃慎者，虞夏以来
东北大国也……帝舜有虞氏二十
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这在
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条通道的存在。

这条“冰雪丝绸之路”从中原

出发，一路向北，穿过燕山山脉后
进入辽河流域，然后沿着陆路直达
黑龙江流域，最后到达远东和西伯
利亚地区。

因为这条通道要在冬季穿越
白雪覆盖的广袤地区，因此它被后
世学者冠以“冰雪”字样。“冰雪丝
绸之路”既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
一条文化交流通道，而辽西走廊是
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注辽西走廊研究多年的渤海大
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
说，辽西走廊因纬度高，被冠以“冰
雪”字样，它同时是一条丝绸之路。

朝阳魏营子文化遗址曾发现
大量的丝织品，证实，中原的丝绸及
其制品从陆路传入东北亚主要通
过辽西走廊，随着汉文化扩张，这条
丝绸之路不断地向北延伸至库页
岛。与此同时，东北的人参、貂皮、
虎皮、兔皮、鲸睛等珍品也源源不断
地输入中原内地。

可以说，“冰雪丝绸之路”是古
人在漫长岁月中一步步丈量出来
的，并经过了数次变迁。但正是这
样一条畅达通道，实现了不同地域
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在世界
交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辽西走廊是
“冰雪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宋代，辽河流域相继被纳入
辽、金版图。在喀左博物馆，展出
一方金代的灰陶暖砚，见证了北方
人的才智。

无疑，暖砚的发明与严寒有
关。为了防止严寒天气冻住墨汁，
古人特意在暖砚下方凿出一个空
洞，用于放置蜡烛等燃烧物，砚台因
暖而得以继续使用，因此被称之为

“暖砚”。
暖砚只是冰雪文化中北方民

族学习先进中原文化的具体例
证。应该说，辽金两朝是南北文化
交融、创新的时期，同时也是北方民
族乐享冰雪，借助冰雪优势开疆扩
土、巩固政权时期。这一点，辽朝体

现最明显。
作为一项治国安邦的根本制

度，辽代实行“捺钵”制。简单说，就
是辽朝皇帝根据四季变换，更换不
同的渔猎地点与渔猎内容。当然，
这并不是简单的游玩，“捺钵”时，不
仅大小官员要跟随，而且一些重大
事项也在“捺钵”过程中拍板决定，
所以说，“捺钵”是议政办公与渔猎
活动合二为一的体现。

作为“捺钵”之一的“冬季捺
钵”，契丹统治阶层的活动尤为丰
富多彩。北宋文学家苏辙在出使
辽朝时写过一首名为《虏帐》的诗，
诗中不仅描绘了辽朝皇帝在“冬季
捺钵”时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更是

用“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
不融”的句子勾勒出他在辽境内的
所见所感。

据《辽史》等文献资料记载，辽
朝帝王贵族在冬季会凿冰取鱼，以
鲜美的“冰鱼”大宴群臣，这也是东
北地区“冬捕”的历史源头之一。

相比之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则
利用皑皑冰雪与敌作战。史料记载，
为了更快攻击敌人，金太祖命人将铁
棍绑在木块下面，做成类似于今天冰
车一样的战斗工具，方便在冰天雪地
中快速穿行。

在冰海雪原中，辽人和金人还
进行各种捕猎。捕获猎物后，或捧
雪入锅，就地食用，或圈养、驯养。

冰雪既是运动场也是战斗场

清代《冰嬉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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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暖砚（喀左出土）

《新唐书》中关于滑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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