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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双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盛行的一种盘局游戏, 是由中亚传至我国的一种体育活动;始于天竺,盛行于隋

唐,明清逐渐衰落。双陆传播的轨迹, 不仅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而且也进一步了解双陆与波罗塞戏 、握槊 、长

行之间的关系。它为深入研究我国博弈的源流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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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自秦汉以来,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由长安至

雅典的丝绸之路正式开辟和畅通 。隋唐时期,中

外交往与交流达到空前的繁荣, 当时长安 、敦煌 、

新疆一带胡风盛行, 宗教 、艺术 、体育 、习俗 、军事 、

社会风气等方面都表现出“胡化” 、“胡风”的倾向,

其原因主要受西域诸国文化的影响 。有一种以投

掷骰子来走棋的双陆非常盛行, 据说是由古罗马

的十五子棋演变和传至西亚 、印度及中亚,在曹魏

时期传入我国, 到南北朝时已在宫廷和权贵中传

播开展,并被视之为“胡戏” 。隋唐五代和宋时期,

双陆已逐渐融合中原时人的趣味和要求,形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辽金元时期, 双陆已与象

棋和围棋等一样, 被看做汉族文化组成部分而受

到重视并广泛流行。

双陆由古罗马传播至长安,由“胡戏”到被视

为汉族文化的象征, 再到成为权贵 、士大夫的时

尚;从佛门的戒禁之戏到元杂剧中成为僧人点化

俗人的手段。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碰

撞与融合,而且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

二　双陆的源流

双陆, 本名波罗塞戏, 梵语为 Prasaka, 曾风

行于隋唐 、宋元 、明各时期 。双陆的起源由于资料

的缺失已无从考证, 但据现存文献记载,北凉昙无

谶译的《大般涅槃经》中已提及:“除供养佛, 樗蒲 、

围棋 、波罗塞戏……八道行成, 一切戏笑悉不观

作。”
[ 1]
而最早阐释波罗塞戏的是隋代智 说灌顶

记的《菩萨戒义疏》:“波罗塞戏者,西国兵戏。二

人各使二十玉象,此方亦有画板为道, 以牙为子,

净(争)得要路即为胜也。”[ 2] 现在人们一般就是根

据这条文献记载认为波罗塞戏就是双陆 。佛经中

却认为“六博者,只(即)双陆也。”但《资治通鉴 ·

神龙元年二月》 :“双陆者, 投琼以行十二棋,各行

六棋,故谓之双陆。”[ 3] 这说双陆是十二棋。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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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所述波罗塞戏有棋子 40颗以上
[ 4]

,这意味着双

陆就是波罗塞戏的说法是有质疑的 。不过,双陆

与六博颇有相似之处。六博棋盘有十二曲道,棋

依曲道而行,经常出现争道的局面 。据《汉书 ·吴

王簿传》记载:“孝文帝时, 吴太子人见, 与皇太子

饮博, 因争道吴太子被皇太子杀死。”[ 5] 可见, 双陆

与六博的玩法比较接近。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 6:“双陆一名握槊, 本

胡戏也……又名长行,又名波罗塞戏 。”还有明方

以智《通雅》卷 35:“握槊 、长行局 、波罗塞戏 、双

陆,要一类也。”以上所引,都认为双陆与握槊 、长

行 、波罗塞戏系同一博戏 。但是,也有认为双陆与

握槊 、长行 、波罗塞戏是同源,但有差异。唐李肇

《唐国史补》卷下说长行“其法生于握槊, 变于双

陆。”
[ 6]
他认为握槊与双陆有所不同,但差异不是

太大 。清孔继涵《长行经》依据双陆与长行所用骰

子 、棋盘 、棋子等的差异而认为它们是“大同而实

异” 。

双陆应源于古罗马的十五子棋,棋盘上纵横

12条线组成 24个格子,棋子分黑白两色, 开赛后

棋手轮流扔骰子,驱动各自的棋子前进 。据说罗

马城当时有棋室 100余个, 可见其风靡程度。此

棋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阿拉伯地区和我国的新

疆 、敦煌 、长安。双陆传入我国之初,按音译称波

罗塞戏。它在传播过程中,随着各国民族文化和

习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或称握槊 、或称长行 、或

称双陆。握槊, 是指棋子而言 。槊,据《说文解字》

卷 6载:“槊,矛也。”所谓握槊,是指用手执棋 。双

陆一般有枰(棋盘) 、马(棋子) 、骰子三种戏具, 棋

盘呈长方形,左右各刻有一个半月形门,门的两边

各刻六个圆点, 标志着十二路,又称梁, 如《谰方长

语》载:“双陆盘中彼此内外各有陆梁, 故名双

陆。”
[ 7]
棋子,称作“马”, 随骰行。马作椎形, 黑白

各十五枚 。两人博戏时,从竹筒中倒出刻有一至

六的数目字,以骰子数而行马,白马从左到右,黑

马反之,一方之马全部先走入后六梁叫入宫, 便算

获得一盘胜利,胜一盘得一筹,以十五筹为一局。

双陆需要才智和诀窍, 故素有“智人戏”的美称。

双陆流行至唐玄宗 、肃宗时又演变为长行, 李肇

《唐国史补》载:“今之博戏, 有长行最盛。”唐之后

长行这一名称已很少见诸文献记载, 但其走棋方

法与规则却一直流行至辽金元, 并成为王室权贵

及民间广泛风行的一种娱乐活动 。清代逐渐衰

落,其玩法现已失传 。

三　双陆的传承脉络

双陆的传承有大食 、阿拉伯 、印度之说。据

《魏书》 、《北史》 、《北齐书》记载看, 双陆为北朝时

传入中国之胡戏, 而“胡”应指阿拉伯 、波斯地区。

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时,中国人已开始与阿拉

伯 、波斯等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的交流。

《三国志》 、《晋书》及《魏书》都称该地区为“条支”。

据说,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一种依骰子点数来行

棋的博戏, 阿拉伯 、波斯人称其为 “纳尔德

( Narde) ”, 亦即双陆。后经陆 、海两道由西向东

传入我国, 并广泛流传于中亚 、南亚 、东南亚及日

本等地。《谱双》所谓“双陆出天竺”也许是误传。

双陆传入我国之后, 到 6世纪北朝时,在宫廷

和权贵之中流行。文献记载, 双陆源于印度,由曹

子建(植)把引进的此戏进行了棋具的改动,增用

投子①,因此称曹植始制双陆 。《魏书》卷 91《术

艺》 :“赵国李幼序 、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 。此盖胡

戏,近入中国, 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

狱中为此戏以上之, 意言孤则易死也。世宗 (元

格, 499-515年在位)以后, 大盛于时。”[ 8] 《北史》

卷 31《高昂传》 :“[高]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

槊。”[ 9] 《北史》卷 48《尔朱世隆传》 :“初, 世隆曾与

吏部尚书元世携握槊, 忽闻局上讠交然有声, 一局

子尽倒立,世隆甚恶之。”
[ 10]
《北齐书》卷 50《和士

开传》 :“世祖( 561 -565年在位)性好握槊, 士开

善于此戏 。”[ 11] 《南史》卷 80《侯景传》亦载:“尝与

王(汀东王萧绎, 后来的梁元帝, 552 -554 年在

位)双六, 食子未下, 贲曰:̀殿下都无下意 。' 王深

为憾, 遂因事害之。”[ 12] 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宫廷

和权贵都十分尚好握槊 、双陆,由于双陆行棋需要

种种运智和诀窍, 故不仅尤为文人及风流弟子所

嗜好,也是当时风行王室的高雅之戏 。它对双陆

于隋唐时期在朝野上下广泛流行奠定了基础 。

从博具可以了解到, 双陆与六博十分相似,从

行棋规则来看,双陆与波罗塞戏又有相近之处,因

此,双陆可能是与六博 、波罗塞戏在相互迁移和融

合之下成熟完善的。也许是秦汉时期六博逐渐衰

落,三国时由六博迁移出双陆的雏形。此时,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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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始传入中国,波罗塞戏也随之传入,双陆又吸

取了波罗塞戏的棋法而逐渐发展, 盛行于南北朝

时期 。《大般涅槃经疏》卷 14说:“波罗塞者, 梁武

云是双陆,此起近代 。”
[ 13]

隋唐盛行双陆,现已出土的文物资料可以得

到证实。如, 唐张族鸟《朝野佥载》 :“ (高宗) 咸亨

( 670 -674)中,贝州潘彦好双陆, 每有所诣,局不

离身 。曾泛海, 遇风船破, 彦右手挟一板, 左手抱

双陆局, 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 两手见

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 。”从潘彦不顾生命安危

来保护双陆局, 可见当时此戏的吸引力 。唐刘饣束

《隋唐嘉话》 :“薛万彻尚册阳公主, 太宗尝谓人曰:

`薛驸马材气。' 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

笑,置酒召对,握槊, 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 解刀

以佩之。罢酒, 主悦甚, 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

还,重之逾于旧 。”
[ 14]
武则天也十分喜爱双陆, 曾

自制九胜局,对双陆加以改革 。据唐李肇《唐国史

补》载,武则天将儿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自己

当了皇帝,并不立继承人 。某天,武则天做梦与人

打双陆,连输数局。翌日,她问大臣狄仁杰:“我昨

夜梦与人打双陆, 一直不胜, 这是什么缘故 ?” 狄

仁杰言:“双陆不胜, 说明宫中无子的征象 。”这一

双关语,武则天又召回李显复立为太子 。另据《艺

文类聚》载, 武则天令男宠张昌宗与狄仁杰赌双

陆,狄仁杰“以臣朝服紫拖袍为注, 赌张昌宗集翠

裘” 。结果张昌宗连输几局,狄仁杰赢得了那件价

逾千金的集翠裘。《旧唐书》卷 51《中宗韦庶人

传》载,中宗李显复位后, 韦皇后“受上官昭容(婉

儿)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 升御床, 与后双陆,帝

(中宗)为点筹, 以为欢笑, 丑声日闻于外”
[ 15]

。

李显复位后,韦皇后入主后宫 。她喜爱双陆, 经常

召武三思到后宫对局 。他可以随意出入皇后寝

宫,并当着李显的面,公然在御床上打双陆,李显

不但不加怪罪,反而在一旁帮他们点筹 。这也就

是历史上著名的韦武双陆 、中宗点筹的故事 。清

人史梦兰《全史宫词》咏此事云:“云光五色画衣

箱,覆辙将追武媚娘 。无子才醒双陆梦,御床又复

点筹忙。”邢宇《握槊赋》:“握槊,今人谓之长行,斯

博弈之徒与。观其进退迟速, 虽存于大体,因时适

变,必务于权舆,施之于人, 可以义存 。”
[ 16]
据文献

记载,长行之称约出现于握槊 、双陆之后, 至迟在

唐玄宗 、肃宗时期 。唐代, 高宗 、中宗 、显宗, 武则

天 、肃宗等均喜欢以双陆休闲娱乐。这意味着双

陆在历代帝王影响下,不断得到发展和传承,成为

与围棋和象棋并列的主要博戏活动 。

唐代著名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中有一首

咏宫中双陆:“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

各把沉香双陆子, 局中斗累阿谁高 。”韩愈的《示

儿》诗云:“酒食罢无为, 棋槊以相娱 。”刘禹锡的

《观博文》,在不足 200字的短文中,不仅详细描述

了骰子与古琼的不同, 而且生动地刻画了双陆对

弈时棋手的复杂心理 。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第

十七云,与围棋 、投壶 、象戏 、弹棋相比, “最妙是长

行” 。温庭筠《南歌子》词亦云:“进底点灯深烛伊,

共郎长行莫围棋。”这意味着双陆在当时是为人们

游戏之首 。后世文人对唐代盛行双陆多有吟咏,

元人谢宗可《双陆诗》云:“彩骰清响押盘飞,曾记

唐宫为赐绯。影入空梁残月在,声随征马落星稀。

重门据险应轮掷,数点争雄莫露机。惟恨怀英夸

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 。” [ 17] 敦煌遗书P .2999《太

子成道经》载:“是时净饭大王, 为宫中无太子, 优

(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 作一梦, (梦见)双陆

频输者。明日 (即)问大臣是何意旨, 大臣答曰:

`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 为宫中无太子, 所以频

输。' ”P.3883《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

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 ?' 小儿答曰:̀吾不

博戏也。天子好博, 风雨无;诸侯好博, 国事不治;

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

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 笞挞及之 。此是无益之

事,何用学之!' ”这说明了双陆是当时最为流行的

一项游戏娱乐活动。

2000年,西安考古出土的北周安伽墓的围屏

石榻,正面屏风第 4 幅的下半部分刻绘有打双陆

的场面[ 18] 。1986年,西安东郊隋代舍利塔地宫出

土了琉璃双陆子。李寿石椁线刻《仕女图》中, 有

手持双陆者。双陆局呈长方形, 局面上刻有门及

双方得 12个圆形花眼[ 19] ,与《谱双》所描述的基

本一致。

1980年,甘肃省武威市南营乡青嘴湾弘化公

主墓出土涂彩象牙双陆棋子 21枚 。

196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 38 号唐墓

出土屏风画,其中有一幅是一侍者手捧双陆盘,另

一士大夫坐在双陆旁边, 一手握槊(双陆棋子) ,正

思考如何投棋 。1973年,又在阿斯塔那第 206号

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嵌螺钿木双陆棋盘, 盘面有纵

横路线。还有,美国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藏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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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钵上刻绘着打双陆图。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紫

檀木双陆博具两件。

唐之后北宋时, 双陆在王室 、士人中和民间依

然十分流行 。宋徽宗《宫词》载:“黄昏人寂漏初

稀,嫔御相从奉直归 。慵困尚寻嬉戏事,竟将双陆

且忘机。”[ 20] 又宋人传奇《李师师外传》载, 宋徽宗

曾赐李师师“藏阄 、双陆等具” ;宋徽宗与李师师

“双陆不胜, 围棋又不胜, 赐白金二千两”
[ 21]

。江

南士人李贞白咏诗:“倒排双陆子, 稀插碧牙筹。

既似牺牛乳,又如铃马兜 。鼓捶并瀑箭,直是有来

由。”以上诗词说明了双陆在北宋宫廷和士人中的

盛行,民间不仅酒楼饭馆设双陆盘, 供食客娱乐,

还出现了双陆的专门组织,双陆流行达到了鼎盛。

及至南宋, 中原一带几乎绝迹,但在北方其他

地区和南方相继流行和传播 。南宋洪遵《谱双》

载:“阅时盖久, 中州泯泯罕见,而殊方偏译类能为

之。”“有所谓南双者” 。“摭古审今,悉辑诸书所载

汇而著之。”这说明, 双陆之戏主要流行于北方的

辽金和南方地区, 形成了北双陆 、广州双陆 、南番

双陆 、东夷双陆等,尤其是南番双陆外传至三佛齐

(印尼苏门答腊 、爪哇) 、真腊(柬埔寨) , 东夷双陆

传至日本 。

南宋时期, 双陆也曾在东南地区十分流行。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6“双陆”条记载了同善

双陆者谈论双陆之事。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福

建莆田人, 曾任建阳(今福建)令 。他《贺新郎》中

载“少年棋析曾联句”, “不但槊棋夸妙手,管城君,

亦自勍敌” 。刘克庄嗜好棋槊, 并自称槊棋妙手。

他在福建 、浙江为官和生活,因此那里肯定有不少

热衷于此戏的 。还有一位学者周密, 曾作《浣溪

沙》词:“浅色初裁试暖衣,画帘斜日看花飞。柳摇

蛾绿妒春眉, 象局懒拈双陆子,宝弦愁按十三徽,

试凭新燕问归期 。”描写少妇在春天以象棋 、双陆

来消磨时光,盼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 。显然,南

宋时期的双陆, 远不如唐代那么风行。

辽 、金 、元时期, 双陆成为朝野上下最喜爱的

一项博戏活动。《辽史》、《契丹国史》等,都有关于

契丹皇帝 、后妃同大臣 、贵戚打双陆的记载。辽圣

宗统和六年( 988)九月, 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

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饮”
[ 22]

。辽兴宗曾与

皇太弟耶律重元打双陆, 并“赌以居民城邑”, 结果

兴宗连输数城 。辽道宗末年, 女真首领阿骨打进

见道宗, “与辽贵人双陆, 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

(阿)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剌之”, 从行者悟室(完

颜希尹)急忙劝阻,才未酿成大祸。

金代章宗时, 左宣徽使卢玑年七十而致仕。

章宗曾诏卢玑参加天寿节宴, “命玑与大臣握槊

戏,玑获胜焉。”[ 23] 反映了双陆在金代宫中和士大

夫间的流行。另据文献记载,金代民间也非常喜

爱双陆活动。当时的茶肆 、酒楼中均设双陆局。

元代双陆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 上自皇

帝大臣,下至青楼歌妓都十分精通双陆之戏 。《元

史》卷 205《奸臣传》载,元顺帝常在殿内与奸臣哈

麻“以双陆为戏” 。《青楼集》载:“玉莲儿,端丽巧

慧,歌舞谈谐, 悉造其妙。尤善文揪握槊之戏 。尝

得侍于英庙,由是名冠京师。”

元代多次翻刻的《事林广记》, 更多地反映出

宋元时期双陆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事林广记》,

宋末陈元靓编, 是一部民间日用百科类书, 载有

“双陆格制” 、“双陆事始” 、“双陆盘马”等条目, 有

的刻本还附有两人打双陆的插图, 画面表现了两

位蒙古人身着蒙古服饰, 头梳民族特色的发型,正

席地而弈 。这是宋元时期民间流行双陆的写照。

元曲名家白朴《清平乐 ·同施景悦赌双陆不

胜戏作》 :“今日风流麻析,翠裘输与绝袍 。”指武则

天命狄仁杰与张昌宗以绝袍和翠裘赌双陆。张元

翰《金缕曲 ·双陆》:“此博谁名汝, 想当年,波罗塞

戏,涅槃经语。天竺传来双采好,幺六四三二五。

要随喝 、随呼 、随数。从得三郎绯衣了, 再曾逢,潘

彦知音侣 。同人海, 亦良苦 。”[ 24] 词中对双陆传入

的历史和棋法进行了描述 。另外, 元代的杂剧 、散

曲 、诗词等文学作品中也留下了有关双陆的论著,

这为今人进一步认识双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如

宗无《双陆》 :“金缕纹桑斲局新,红云倒浸一池莲。

星环紫极无多点,月印银潢有两弦。”诗中描绘了

双陆棋盘与双陆棋子, 还指出了棋盘上新月形的

门。谢宗可《双陆》 :“重门据险应输掷, 数点争雄

莫露机。”谈到了双陆的战术 。元杂剧《月明和尚

度柳翠》描写了月明和尚借与柳翠弈棋 、双陆 、蹴

气球并设禅喻劝她消除尘念的故事 。其中有月明

和尚指着打双陆用的“色数儿”(骰子, 色子)说:

“二对着五,二双属阴,五单居阳,上下是阴阳相对

着;三对四,四双属阴,三单属阳,上下也是阴阳相

对着 。柳翠也, 原来这两块骨头上有阴阳之

数。”[ 2 5] 此反映了双陆的棋法和佛家 、易家的哲理

思想 。

·109·



辽金元时期人们把双陆视为汉族文化的象

征,并逐渐把双陆列为各族士人必备的才艺 。这

充分反映了辽金元时期,各民族对汉文化的浓厚

兴趣,而双陆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成了时人一

种共同的文化财富。

明清时期, 双陆流传渐衰,但依然是民间的游

戏项目。明人唐寅《谱双 ·序》称“独象棋 、双陆盛

行” 。明代臣相严嵩之子严世蕃十分精通双陆,明

人赵善政《宾退录》卷 4载:“有佥事董某双陆馈严

世蕃,织紫绒罽为局,饰女童三十人分红 、白绣衫

各十五, 每对直, 当食子,则移女子抱当食女子出

局。”佥事董某为了奉迎严世蕃, 进献女童列作双

陆, 这些女童经过专门的双陆训练, 比较精通双

陆。史籍还载严世蕃常与妻子对打双陆。另外,

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中把能打双陆象棋作为

女子聪慧的标志之一 。如潘金莲 、孟玉楼都是“双

陆象棋,无不通晓” 。这都反映了明代嘉靖 、万历

年间妇女喜爱双陆的事实 。清代李汝珍《镜花缘》

第 74回:“打双陆嘉言述前贤”描绘了妇人对打双

陆的场景,并通过她们之间的对白,反映出双陆不

仅是游戏,而更寓含着教人归于正道的劝世之意。

四　结　　语

双陆源于古罗马,于曹魏时由阿拉伯 、波斯传

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宫廷和权贵中传播

开来,被视为“胡戏” 。隋唐时期双陆已十分盛行,

并对棋法做了一些改进,使之更适合时人的兴趣

和要求。两宋时期, 双陆在民间的茶肆 、酒楼广泛

开展,并已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辽金元时

期,双陆被视为汉文化的象征 。双陆由“胡戏”到

被视为品评“天下”士人“风流”的标准之一;从佛

门“悉不观作”的应禁之戏,到元杂剧中成为僧人

点化俗人的手段;双陆由兵戏逐渐演变为北双陆 、

广州双陆 、南番双陆 、东夷双陆等。明清时期, 双

陆虽逐渐走向衰亡, 但依然为民间所喜爱。

双陆传入中国之后, 一直流行于宫廷和权贵

之中,成为时下贵族的一项高雅娱乐,他们从双陆

的战术和反战术中培养智慧;以双陆的棋法和规

则培养人遵守规则公平(费尔泼赖) 、淡漠名利 、精

神雄健 、心气骄傲,达到身心双修的目的 。

双陆这一古代博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中国

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与融合及外来体育文化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开放性 、包容性及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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