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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拔河赋》《温汤御毬赋》看盛唐体育之精神

杨 晓 霭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盛唐薛胜《拔河赋》、阎宽《温汤御毬赋》，极 尽 描 摹 之 能 事，夸 饰 唐 代 开 元 天 宝 年 间 拔 河、打 毬 的 竞 技 场 面，

精彩传神，充分展示了体育文学的艺术魅力。两赋明晰揭 示“百 戏”“杂 技”的 精 神 内 核：“败 无 隐 恶，强 无 蔽 能”“武

由是存，义不可舍”“称物以平施”“耀武于外”。体育 赋 作 为 体 育 文 学 的 体 裁、题 材 之 一，从 一 个 侧 面 折 射 了 盛 唐 的

体育精神，为后代体育研究保存了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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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物”之

“物”得到了大力开拓，出现了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拔河、打毬、舞剑、绳伎、马伎一类体育竞技活动成为

专门铺写的对象，并且被夸饰得精彩传神。这些赋

作，都是作者对竞技项目进行认真观察或亲身体验

的产物，彰显了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凝
聚着体育的崇高精神。本文选取盛唐薛胜《拔河赋》
和阎宽《温汤御毬赋》作简要论述，以期揭示盛唐体

育竞技所映现的体育精神及时代光芒。
一、“败无隐恶，强无蔽能”———薛胜《拔河赋》
拔河游戏，在唐代已成为极其普遍的较力比赛。

参加的人不计年龄，不论身份，只比输赢，其乐无穷。
生活在中唐 时 期 的 封 演 记 载：“拔 河，古 谓 之 牵 钩。
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

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
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

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向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

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

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毬场，命侍臣为

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

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输胜不平，请重定。不

为改。西鹏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 璟，年 老，
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玄宗数

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

者，莫不震 骇。进 士 河 东 薛 胜 为《拔 河 赋》，其 辞 甚

美，时人竞传之。”［１］试看薛胜《拔河赋》：
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 壮 士

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伊有司

兮，昼尔于麻，宵尔于纫。成巨索兮高轮囷，大合拱

兮长千尺。尔其东西之首也。派别脉分，以挂人胸

腋；各引而 向，以 牵 乎 强 敌。载 立 长 旗，居 中 作 程。
苟过差于所志，知胜负之攸平。于是勇士毕登，嚣声

振腾。大魁离立，麾之以肱。初拗怒而强项，卒畏威

而伏膺。皆陈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仍。瞋目赑屃，
壮心凭陵。执金吾袒紫衣以亲鼓，仗柱史持白简以

监绳。败无隐恶，强无蔽能。咸若吞敌于胸中，惨莫

虿芥；又似拔山于肘后，匪劳凌竞。然后一鼓作气，
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绳则直，小不东兮大不东，允执

厥中。鼍鼓蓬蓬，士力未穷。身挺拔而不动，衣帘襜

以从风。斗甚城危，急逾国蹙。履陷地而灭趾，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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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而可掬。阴血作而颜若渥丹，胀脉愤而体如瘿木。
可以挥落日而横天阃，触不周而动地轴。孰云遇敌

迁延，相持蓄缩而已。左兮莫往，右兮莫来。秦皇鞭

石而 东 向，屹 不 可 推；巨 灵 蹋 山 而 西 峙，嶷 乎 难 摧。
绳 仆而将断，犹匍匐而不回。大夫以上，停眙而忘

食；将军已下，虓阚而成雷。千人抃，万人 咍。呀 奔

走，坌尘埃。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国之壮观哉！

嗟夫！虚声奚为，决胜在场；实 勇 奚 为，交 争 乃

伤。彼壮士之始至，信其锋之莫当。洎标纷以校力，
突绳度而就强。懦绝倒而臆仰，壮乘势而头抢。纷

纵横以披靡，齐拔刺而陆梁。天子启玉齿以璀璨，散
金钱 而 莹 煌。胜 者 皆 曰：“予 王 之 爪 牙，承 王 之 宠

光。”将曰：“拔百城以贾勇，岂乃牵一队而为刚。”于

是匈 奴 失 筯，再 拜 称 觞，曰：“君 雄 若 此，臣 国 其

亡。”［２］

全赋共五百余字，可分八层。第一层：皇帝为大

夸国威而举行千人拔河大赛。第二层：杂技负责部

门迅速展开准备。特制巨索，指定队长，分配队员，
制定比赛规则。第三层：东、西两队勇士上场。将军

击鼓，监 察 官“监 绳”。比 赛 开 始，决 战 三 鼓。第 四

层：双 方 相 持。这 一 层 旨 在 夸 饰 东、西 两 队 势 均 力

敌，描摹十分生动，在全赋最为精彩。第五层：众观

者的情态。侧面反映拔河较力之激烈。第六层：比

赛告罄。第七层：皇帝颁奖，勇士献忠。第 八 层：示

威成功。
全赋采用文赋典型的结构模式，述客主以首引、

极声貌以穷文、曲终奏雅。开宗明义，畅言“拔河”比
赛。拔河，名义上是壮士们的竞技游戏，实质上是国

家武力的张扬显示。“耀武”才是千人拔河大赛的真

谛。“戏”，是 会 意 字。从 小 篆 字 体 上 看，像 在 食 器

“豆”前 有 一 虎 头 和 戈 形。《说 文》曰：“戏，一 曰 兵

也。”段玉 裁 注：“一 说 谓 兵 械 之 名 也。引 申 之 为 戏

豫，为戏谑，以兵木杖可玩弄也，可相斗也。故相狎

亦曰戏谑。大雅毛传曰：戏豫，逸豫也。”这里段玉裁

注明了“戏”何以引申为娱乐的字源线索。在《左传》
《国语》等先秦文献中，“戏”好用作表示角斗、角力。
“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可谓拔河之戏的本色，
何况这 次 比 赛 还 是 皇 帝 在“胡 人”面 前 的“大 夸”！
“八方平泰，百 戏 繁 会”的 大 唐，自 然 要 有 盛 世 的 风

采。“壮士千人”的“拔河”比赛，该是何等气概？

作者极力状写“声威”。先从比赛器具写起，“壮
士千人”“拔河”所用“巨索”是有司不分白天黑夜地

搓麻结纫特制的。“巨索”之巨：“成巨索兮高轮囷，
大合拱兮长 千 尺。”大 绳 高 高 地 盘 起 来 像 储 粮 的 圆

仓，拉长了有千尺，粗壮得要一人合抱。一切准备就

绪，“于 是 勇 士 毕 登，嚣 声 振 腾。大 魁 离 立，麾 之 以

肱。初拗怒而强项，卒畏威而伏膺。皆陈力而就列，
同拔茅之相仍。瞋目赑屃，壮心凭陵。”勇士们呼喊

叫嚣，全场振腾。两队的指挥上场并立，挥舞胳膊，
一副抑制怒气的样子，直着脖子，不肯低头。他们均

以威武较力为荣，双方相互也是倾心钦佩。壮士们

按顺序，各就各位，双手紧握“巨索”，如拔起茅草，根
相牵连。个个眼睛圆睁，鼓足力气，求胜之心，压倒

一切。将军们袒露着上身，亲自击鼓。侍御史手执

白简，裁判监督，公平公正。输者不隐其缺点，赢者

不掩其优势，这才是“监绳”的原则。比赛开始，双方

都将对方视若强敌，想要吞于胸中；比赛以后，失败

的一方，绝不会心存芥蒂。比赛时，双方都想把对方

像山一样拔起甩向肘后；比赛后，决不会给对方制造

恐惧。赛事以鼓为节，“一鼓作气，再鼓作力，三鼓兮

其绳则直。”双方势均力敌，“小不东兮大不东，允执

厥中。”不偏不倚，处于相持状态。鼍鼓声“砰砰”不

断，勇士们力量无穷。身体挺拔不动，只见衣帘、蔽

膝随风飘起。较力的气势如同面临都城摧塌，急切

的情形犹如面临国家亡败。因为使的力气太大，鞋

踏陷进地里，埋没了脚趾；汗流如珠，举手可掬。热

血奔涌，一个个脸涨得通红，青筋突暴，身体如同长

满瘿结的树木。威武的气势真可以指挥太阳回落，
横挡天门起闭，可以一头触上不周山，让地轴摇动。
东队如有秦皇鞭石而东的神力相助，屹立不可推动；
西队仿佛有巨灵神足，一脚踏定，矗立如华山，不可

摧摇。巨绳被拉扯得将要断裂，勇士们还匍匐在地，
全身用力，谁也不能把谁拉动。观看的人们，大夫以

上的文官朝士惊讶得瞠目而忘食；将军以下的武官

众兵，吼叫咆哮，声如巨雷。千人鼓掌，万人欢笑，呀
呀惊叫着奔走，激起的尘土弥漫天地。拔河的勇士

们力大无穷，超过了有拔山之力的项羽，让人们不得

不确信大国的声威与气概。可惜的是，只要竞争较

劲，难免产生伤害。壮士们一登场，大家就知道他们

的锋芒，没有人能够阻挡，只好等到用标旗分出胜负

了。胜者是将绳上的中界标志拉向自己的一方。力

气小的跌倒在地，仰面朝天；力气大的难防惯性，一

头抢在地上。大家纷纷扑倒，横着竖着，又都一跃而

起，欢呼 跳 跃。天 子 开 启 玉 齿，笑 声 爽 朗。发 放 奖

品，钱币金光明亮。胜者表示：“我们都是天子的爪

牙，承受着天子宠爱的荣光。”将军说：“拔百城已勇

有馀，牵一个拔河队哪里算得上刚强。”看到这一切，
观看的外国客人，吓得筷子掉在地上，再拜行礼，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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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敬酒，祝大唐皇帝万寿无疆，连连说道：“君主强大

如此，我们一定做好臣国，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巨绳、勇士、壮心、强 敌、豪 言、壮 举，一 气 呵 成，

激情洋溢。激烈的较量、动地的喧呼，如闻其声，如

见其人，摄人心魄，振人精神，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了

洋洋大国不可一世的威风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著名

文学史家林庚指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才

是盛唐气象的实质。”娱乐之戏中，恐怕没有比拔河

这一较力竞赛更能表现盛唐气象的了。在富有朝气

与青春律动的时代，要自由，争平等，更是时代精神

的象征。拔河较力，不仅仅是游戏，也不只是耀武，
求公平，讲公正，争胜负，看输赢，竞技所应有的“本

色”，使生活在激情燃烧岁月里的勇士们、壮士们，最
为充分地诠释了盛唐的体育精神。

练武习兵，是为了保卫国家；展示武功，是 为 了

树立国威。比赛有输赢，战争有胜负。竞技比赛的

规则同样适 应 于 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往 来，公 平 竞 争，是

“正义”。大唐与胡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要

发生碰撞。战争常常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手段之一。
避免无谓的争夺，天下安泰，才是“正义”。薛胜通过

一场拔河之“戏”，传达了深厚的体育文化意蕴。能

否耀武于外？关键在于竞技中能否“败无隐恶，强无

蔽能”。治国也好，竞技也罢，“不均”是一切事端的

根源。拔河比赛至今仍 然 是 有 益 的 竞 技 活 动。“败

无隐恶，强无蔽能”的体育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二、“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阎 宽《温 汤 御 毬

赋》
在唐代，体育竞技总是被赋予了军事、养 生、娱

乐等多重功能，打毬也不例外。阎宽《温汤御毬赋》
写唐明皇亲率“勇士”华清温泉打毬，下诏明示：“伊

蹴踘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３］蹴踘这种 娱 乐 杂

技，本来就是用兵之技，包含着武士的义勇精神。关

于“蹴踘”與“打 毬”，封 演《封 氏 闻 见 记》卷 六 题“打

毬”，记曰：“打 毬，古 之 蹵 鞠 也。《汉 书·艺 文 志》：
‘《蹵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以

物，蹵蹋为戏。蹵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 法。蹵 音

子六反，鞠音巨六反。’近俗声讹，谓‘踘’为‘毬’，字

亦从而变焉，非古也。”［４］举行蹴鞠打毬活动，在于练

兵习武，其 中 包 含 的 公 正 公 平 精 神 尤 其 不 能 丢 弃。
皇帝亲赴温泉宮御毬，不只是为了游戏，更是为了向

天下展示禁中习武的辉煌成绩。正由于打毬目的在

练兵习武，弘扬道义，“温汤御毬”意义非凡，自然受

到万般重视。

毬场：“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 看 犹

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欲观乎天子之

入，先受乎将军之令。”毬场广阔崭新，扫除得干干净

净。平视远望，就像是磨刀石；俯瞰近瞧，好像是一

块明镜。小小的一个露珠滴上去，一定能够听见；细
细的尘土飞扬，也不可能落在上面。毬场不仅修整

得崭新平坦，管理也十分严格：想要观看天子上场，
得先听从将军的命令。

马匹：“宛驹骥骏，体佶心闲；银鞍月上，华 勒 星

还；细尾促结，高鬐难攀。俨齐足以骧首，待驰骛乎

其间。”大宛良驹，千里骥骏，壮健高大，装扮得十分

华丽。银饰的马鞍呈现月形，马勒口镶着宝珠如星

环绕。马尾团绾成结，马鬃毛被修剪到短平。骏马

整齐排列，高昂着头，时刻准备奔驰毬场。
毬员：“羽林孤儿，力壮身勇。盖稷门而未捷，攀

秦鼎而非重。积习为常，成规亲奉。咸技痒而愿效，
望鸣銮而跂踵。”禁卫军中的长官，身强力壮，英勇无

畏。如圉人荦投盖稷门，还不能算大功告成；如秦武

王扛鼎，还嫌鼎的重量不够。天长日久，养成习武习

惯；毬技规则，都是天子亲手教练。他们个个身怀绝

技，攒足了力气，已经急不可待。他们侧耳倾听，希

望皇帝车驾的铃声立即响起；他们踮起脚尖，眺望期

待皇帝车驾的到来。
比赛：“云开紫殿，日临丹墀，无哗众士，其 局 各

司。神圣之主于是乎帅师，君前决死，且不敢辞。珠

毬忽掷，月仗争击；并驱分镳，交臂叠迹。或目留而

形往，或 出 群 而 受 敌。禀 王 命 以 周 旋，去 天 威 兮 咫

尺。有骋趫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

倒回，密阴林而自却，坚石壁而迎开，百发百中，如电

如雷。更生奇绝，能出虑表。善学都卢，仍 骑 騕 褭。
轻剧腾泬，迅拚鸷鸟。捎虚而讶人手长，攒角而疑马

身小。分都骤满，别部行收。哮噉则破山荡谷，踊跃

则跳峦簸丘。争靡违于君子，中宁谢于诸侯。况赏

罚之必信，旌君国之大猷。”帝王宫殿云开雾散，阳光

洒在宫殿前红色的石阶上，显得格外灿烂。众位勇

士，屏声静气，各就各位。“神圣之主”这时候作为一

方球队的“统帅”，“臣僚”一队同样率“师”与“君”进

行“决死”之战，互不推让。圆圆的毬突然扔了出去，
前端弯曲 如 月 形 的 毬 杖 迅 速 接 击。骏 马 或 并 驾 齐

驱，或分道扬镳。击毬者的臂膀，时而碰在一起；马

蹄杂沓，前后重叠。有时眼睛盯着毬，身体却已飞奔

到另外的地方。有时一个人冲锋在前，却受到了对

方的攻击。击毬手听取君王之令，与皇帝近在咫尺。
有轻捷勇健之士，驰骋毬场，专攻接毬。毬未落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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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从空中截回。毬队排列起来，如浓密的树林，毬一

碰上，即被挡回；毬队排列起来，如坚硬的石壁，毬飞

过来，即磕击飞走。百发百中，如电如雷。更有奇绝

能出意料之外的，他们善于学习西域都卢杂技，骑的

好像是日行万里的神马，轻捷胜过腾飞的猿狖，快迅

可以和鸷鸟相拼。毬杖在空中接击，真令人惊奇“人
手”怎么会那么伸长。马蹄聚在一起，真让人怀疑骏

马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渺小。或分队奔驰，或分队

匍伏。别部前进，分队收拢。呼喊声震山 荡 谷。激

烈比拚，争先恐后，真令山峦跳跃，丘陵颠颤。拼命

争抢，不顾平日君子风度，内心宁静，可以让“诸侯”
致歉归顺。何况奖励和惩罚一定要遵守信用，这样

才能树立治国的大道。
击毬的皇帝：“其中志气超神，眉目胜 画。地 祗

卫跸，山灵捧靶。众沸渭以纷纭，独雍容而闲暇。峨

冠而云散五色，挥策而日回三舍。状威凤之飞翔，等
神龙之变化。此神人兮有作，岂臣子之齐驾。”比赛

场上，志气超神，眉目胜画，犹如有地神为他禁止人

行，好像有 山 灵 给 他 捧 着 毬 靶 的 就 是“神 人”君 王。
其他毬手看起来显得慌乱喧腾，“神人”却容仪温文，
神情安闲。斜侧的高冠上五色祥云朵朵飘动，毬杖

挥动能让太阳回避三舍。骑士奔驰毬场，如凤飞翔，
如龙变化。这就是“神人”的作为，臣子们哪里能和

他齐驱并驾。
颁奖：“是时也，天宇辟，睿情 观。命 京 尹，将 属

官。美斯场之宠丽，成今日之游盘。详其指挥，雅标

干事 之 首；察 其 任 使，孰 为 知 人 之 难？遂 赏 功 而 褒

德，何缣缟 之 戋 戋！尹 乃 拜 手 稽 首，逡 巡 不 受，曰：
‘子来之功，臣何力之有？夫称物以平施，则可大而

可久。故职司与役徒，亦恩加其赐厚。且称兹艺精

炼，古来 罕 见。寓 今 斯 成，伐 谋 足 擅。可 以 震 叠 戎

狄，康宁 县。汉祖未悟，果有白登之围；唐尧阙修，
载劳丹 浦 之 战。然 明 者 睹 于 未 兆，戒 者 图 于 不 见。
城诚狭，颇积往来之勤；马虽调，恐生衔橛之变。凭

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帝曰：‘俞。忠哉！真 知 言

之选。’”这时，天宇大开，天气晴明。皇帝发 布 嘉 奖

决定。命令京尹，率领属官。赞美比赛十分精彩，让
大家感受了“游戏”的愉快。指挥周密，显示了圆满

办事的才能。任使明察，谁说了解部下就那么困难？

于是赏功而褒德，黄绢白丝多少都不能与功德相比。
京兆尹行拜稽首礼，迟疑徘徊，欲行又止，表示不能

接受奖品：“毬赛的成功，都是君主的功勋，做臣子的

我有什么能力呢？衡量物之多少、轻重，根据物品的

多少，做到施与均衡。‘称物以平施’，才能把事情做

大做久。因此，负责毬赛的官员和打毬的军士，也应

得到皇帝施恩赐福。可以说打毬技艺的高超，不是

什么罕见的本领。它却可以让戎狄震惊恐惧，可以

使天下安泰康宁。汉高祖没有深悟其中的道理，果

然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下；唐尧缺乏竞技

技艺方面的训练，丹水之浦，苦苦战斗一年才得以征

服南蛮。然而圣明的人，在事情尚未显出迹象时就

能看得明白，提高警惕的人则会将看不清楚的事情

洞察得如同图画描绘。城确实狭小，已经担负着太

多往来的辛劳；马虽然训练有素，最怕在驰骤时生出

驾御失恐的事变。观看打毬，就能够享受竞技的愉

快，作为君主您亲自参加就不太方便。”皇帝回答说：
“好啊。多么忠诚啊！真 正 是 从 打 毬 活 动 中 悟 出 来

的有道理的话。”
打毬活动盛行于唐代宫廷、军队、郡县、藩 镇 以

及贵族家庭，在唐代诗文、壁画、陶俑、铜镜中都有大

量记载和描绘。赋中打毬场面的描摹，扣人心弦，惊
心动魄。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京兆尹的“获奖感言”，
其中包含了以下的内容：（一）“夫称物以平施，则可

大而可久。”比赛的规则要公平公正，赏功褒德更要

公平公正。称物平施是天下能够发展长久的通则。
（二）“可以震叠戎狄，康宁 县。”这是打毬练武习兵

的关键。震慑外国外族，不要挑衅滋事，保护天下百

姓过上安泰康宁生活，这是练武习兵的宗旨。（三）
“明者睹于未兆，戒者图于不见。”观看打毬，犹如观

察治国，及早发现事情的苗头，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四）“凭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在“朕即国家”的封

建帝国时期，皇帝的安危与国家的“生死”攸关。不

忘国事，娱乐适度，皇帝要起到表率作用。全赋中，
与“获奖 感 言”联 系 起 来 的 议 论 还 有：“争 靡 违 于 君

子，中宁谢于诸侯。况赏罚之必信，旌君国之大猷。”
这些类似直谏之言，得到唐明皇的首肯与称赞，正是

合了他“武由是存，义不可舍”的主张。
《拔河》《御 毬》二 赋 中，薛 胜 铺 写 了 唐 明 皇 所

“观”千人勇士拔河之戏，而阎宽展示了唐明皇跃马

打毬的威武风采。无论写皇帝观看还是躬亲竞赛，
二位作者均坚持体育竞技的真谛：“败无隐恶，强无

蔽能”“武由是存，义不可舍”。“耀武于外”的主旨，
在于国家的和平安乐。“止戈为武”才是武“义”之所

在。参赛者在赛场上同心协力、驰骋拼搏，无疑是体

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也体现着协同、团结的

优良品质。是娱乐，就要玩得高兴；是竞赛，就得比

出输赢。就在这娱乐与输赢中，体悟治国的道理，分
辨美丑善恶，褒 扬 高 尚 品 德，真 正 达 到 了 竞 技 的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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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正是在这种多重功能的竞技活动中，启迪人们

发展进步的思想、作风、意识，这已超出了体育运动

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引导人们

健康向上，孕育出深远厚重的竞技精神、体育精神。
大唐盛世的人们喜欢选择拔河、打毬一类最能释放

激情、展现智能、练就本领的活动方式，这本身即已

传达着时代的强音，树立着时代的“正能量”。这种

最能释放激情、展现智能的竞技方式，由皇帝躬身亲

历，自然有力地推动了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而体育

活动的专门化、广泛性，无疑又推动了体育文学的发

展。
学术界讨论盛唐气象，以为体现在诗 歌、音 乐、

舞蹈、书法中，对当时盛行的“百戏”，尤其是体育竞

技之类，并未专门列出。《拔河》《御毬》二赋，则从体

育这一侧面，为 后 世 展 示 了 盛 唐 气 象 的 精 神 底 蕴。
与唐前体育赋相比，有关“体育”的内容总是通过描

绘校猎等其他活动反映出来，而这两篇赋均可谓专

题体育赋。与体式工整、篇幅较小的诗歌相比，这两

篇小赋充分发挥了铺张扬厉、纵横挥洒的赋体特点，
展现了体育 竞 技 的 壮 观 场 面 和 大 唐 帝 国 的 恢 宏 气

象，从而映现出体育文学的艺术魅力。技术、体能、
人格、公道“四位一体”的综合反映，正是体育文学独

特魅力之所在。体育文学作品是创作者对体育运动

进行认真观察或亲身体验的产物，传达和颂扬了公

平竞争、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勤学苦练、奋力拼搏、
宣示国威等体育精神，彰显了人类的优秀品格和崇

高理想。随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普遍传播

与深入人心，唐赋的声名与影响远不如诗歌广大，甚
至有人说“唐无赋”或以为“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

于唐。”说赋“亡于唐”，不是说唐代没有人做赋，而是

说到了唐代，“赋”就失去了它的文体魅力。其实，正
如清人王芑孙断言：“（赋）至唐而百变俱兴，无体不

备。”［６］“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７］在赋体百变

俱兴、盛于唐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体育赋功莫大焉！

“体育”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即能生发强大的鼓

舞力、感染力和征服力，而其中所包含的爱国、英雄、
公平等意蕴，则是人类永远追求的宝贵财富。研究

体育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探索体育文学发展的沿革与

演进，感受体育文学的魅力，发扬体育精神，为当代

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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