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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军队体育活动研究

冯孟辉，郭玉成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清代前中期军队体育活动进行研究。指出，清代前中期军

队体育活动主要为马术、射箭、摔跤、冰上运动、武艺等，其军队体育活动随着训练需要与作战环境

的变化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应该说清代军队中的体育活动不仅是军事训练的内容、选拔优秀将士的手

段，而且其作为满清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在增强军队凝聚力、传承本民族文化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巩固统治的显著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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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以武

力征服天下的清朝统治阶级，为了不断增强军队

的作战能力，维护自身统治，将士兵训练置于国

家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军队中的训练

活动得到快速发展，训练内容多样而实用。军队

训练是士兵进行身体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

体育的重要历史形态之一，对清代军队训练进行

研究可以为民族体育史的研究提供资料。

目前对于清代体育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

项目的考证与探究，如研究冰嬉的 “族群精

神”［１］、“善扑营”的发展历程［２］等，或关注清代

宫廷体育［３］、民间体育活动［４］，而对于军队体育

活动的研究较少。根据清代历史研究成果［５］以及

晚清至近代的军事变迁情况［６］，特别是洋务运动

之后清代军队出现了西方练兵方式与武器装备的

史实，本研究将 “清代前中期”界定为清代顺治

朝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时间段。

１　清代前中期军队体育项目概述

１．１　马术

在清代前中期，政府对于民间养马有非常严

格的管控，所以骑射运动基本上只有在军队中才

可以开展。清代军队中不仅有马术比赛，而且比

赛内容丰富多彩。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喜欢观看马

术比赛。郎士宁绘制的 《马术图》就记录了乾隆

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观看士兵们进行马术表演的

盛况。

《清史稿》载：“（前锋营）掌习解马、花马

箭。”［７］可见，马术是清代官兵的必备技艺，而这

直接源于战争的需要。如侧重于竞速的跑马，是

当时军队中开展最广泛的马术运动之一。此外还

有侧重于技巧的跳马、走马和驯马等。以走马为

例，早期的走马比赛，以走马时声音小为胜者，

目的是为了提高军事行动中对马匹的控制力。经

过发展，走马比赛主要比马的侧步 （即前后蹄一

顺交替前进），主要考察走马的稳健、快速、美

观和毅力［８］。跳马运动也称马戏，也是从士兵们

的军事战争需要发展变化而来的，骑手在马上表

演各种动作，有倒立、侧身、叠罗汉等，还有侧

身于马腹下奔驰，最为惊险的是骑手从一匹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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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背上跳上另一匹飞奔的马背，还有乘马斩

劈、超越障碍等动作［９］。此外还有别具特色的跳

骆驼。这项体育运动需要士兵具有非同寻常的弹

跳力，才可以做出这样精彩高难度的动作。马术

运动因其激烈性、观赏性、普适性而受到士兵们

的喜爱，成为军队中主要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１．２　射箭

清代之所以能在几十年间迅速崛起并统一中

国，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武力，其中一项军事技能

便是 “射艺”。为了能保持满清民族文化的底色，

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极曾告

诫旗人：“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

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

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

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

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１０］康熙十年三月，

康熙诰诫年幼的众多皇子，要勤于读书的同时不

忘练习骑射，以防止产生不事武事、养尊处优的

情况。康熙年间，康熙帝多次组织宗室子弟、兵

士进行射箭比赛，甚至还 “命文武官较射。命来

朝外藩较射。”［１１］１８２这些举措有利地推动了射艺

的发展。

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射艺发展的主阵地是军

队。清代形成了极为系统的训练检阅体系。《清

史稿》中就多次提及皇太极、顺治、康熙等皇帝

亲临八旗驻防之地阅兵并观看士兵将领们的射箭

比赛。比赛还有明确的赏罚制度，以促进士兵积

极进行身体活动和技能训练。除了皇帝检阅之

外，清代前期军队的训练制度非常严格系统。如

北京军营的训练每年春秋季各操练四次，其规模

与皇帝阅兵的规模相同，而射艺都是重要项目。

但是随着国力的强盛，旗人子弟中渐渐出现轻弓

马、重科举的苗头。于是康熙二十八年下诏：

“八旗科举先试骑射。”［１１］２２７乾隆时期也曾下谕强

调，骑射是八旗子弟的根本，无论在外驻防还是

拱卫京畿军队的八旗子弟，如果因考取功名而使

“清语骑射”技艺生疏，就会 “殊失国家设立驻

防之意”［１２］，因此严厉禁止八旗子弟荒废武备，

并在考试时提前考其弓马骑射。

１．３　摔跤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身体素质是决定战争

胜败的关键因素，为了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保

证作战能力，清军队中大力倡导摔跤活动。摔跤

是由人类的相互争斗直接产生的一种古老的搏斗

技击术，并因显著的实用价值而为清朝统治者所

推崇。《清史稿》记载，“（康熙）八年五月，上

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

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

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

制，以近臣领之。”［１１］１１７善扑营由领侍卫内大臣

统领，负责贴身保护皇帝及皇族子弟的安全。

《清史稿》又载： “善扑营总统大臣无员限。都

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内特简。左、

右翼翼长各三人……协理事务翼长二人。翼长兼

任。笔帖式六人。本营掌选八旗勇士习角癥技，

扈从则备宿卫。”［１１］１１７说明当时的善扑营有着完

备的管理体系与训练体系，而善扑营的成员均从

八旗中选出。善扑营的教习选拔也异常严格，均

要求有实战经验。

由于皇帝的推崇，除善扑营外，摔跤运动在

军队中也快速发展起来，各级将领无不积极鼓励

士兵进行摔跤运动。清朝军队中对于摔跤运动也

有着非常完善的训练体系。摔跤手通常被称为

“扑户”或者 “布库”。布库分头等、二等、三

等、四 等，第 四 等 是 候 补 三 等 布 库，叫 搭

辛密［１３］。

摔跤除了具有提升善扑营摔跤手作战能力、

促进军队士兵进行军事训练的功能外，还具有表

演娱乐功能。在宴请外国使节和王公贵族、对功

臣封赏赐爵等重大活动时，也会有摔跤表演节

目。清代皇帝去木兰围场狩猎归来会在承德观看

大规模的摔跤比赛，以及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养心

殿、腊月二十九除夕夜在储秀宫设宴时观看摔跤

比赛等。摔跤还可以为摔跤手带来俸禄、地位与

荣誉，刺激了人们对于摔跤的热情。在北京军民

接壤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练习摔跤的士兵与民间摔

角手，有的希望通过摔跤进入军队，有的则依靠

教授摔跤技艺谋生。至清末民初，有着深厚群众

基础的摔跤活动依然在民间流传，同时出现了一

些较为知名的跤手，如宝善林、沈友三、张文

山、熊德山等。

１．４　冰上运动

清统治者的祖先生活于我国东北地区，长达

半年的低温期造就了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冰

上运动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清稗类钞》载：“冰

鞋，著以作冰上之游戏者，北方有之。”［１４］６２０８

１６４４年顺治帝将冰嬉定为国俗，将滑冰、骑马、

摔跤、石锁列入八旗军营操练士兵的四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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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立了滑冰的专门管理机构，称 “玛特滑

斯”［１５］，乾隆八年改称 “冰鞋处”，由内务府负

责管理并训练冰嬉，以供皇帝宴会时观赏。“高

宗阅冰嬉水围年例，十二月于西苑三海阅冰嬉，

御前侍卫率八旗兵队奔驰，张弓挟矢，分树五色

旗，以为次第。”可见当时冰嬉规模之大，受重

视程度之高。

冰嬉作为军事训练项目有利于增强士兵对极

端天气的适应能力，也丰富了士兵冬季活动内

容。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打冰嘎、滑冰车、冰

床、冰上蹴鞠等各种冰上运动丰富多样，为士兵

喜闻乐见。《清稗类钞·技勇类》记载，清代的

士兵为了可以经常进行冰嬉，先将水泼洒在地上

冻成冰，反复堆叠形成高耸的冰丘。然后士兵们

使用带毛的猪皮作为滑垫，从上面站着滑下来，

从顶上滑下来不摔倒的人便可以获得胜利［１４］２９８２。

可见，清代军队士兵对冰上运动的喜爱与冰嬉运

动的日臻成熟。

１．５　武艺

从明代开始，中国武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民间武术与军队武术相互影

响，共同促进了武术的整体发展，也就是在这一

时期，形成了门类众多、技法各异的中国武术体

系。《清稗类钞》记述，雍正二年在河南登封有

僧人马和尚传拳，而马和尚曾在年羹尧任平西大

将军王时于军队中传授拳技［１４］２８７６。但因当时雍

正皇帝正在厉行禁武，所以立即下令时任河南总

督的田文镜严加禁止。

在明清时期虽然民间禁武，但是在军队中却

大力鼓励士兵习武。乾隆时有武进士马金从侍卫

做官至苏松镇总兵，“其在官时，署储飞枪手五

十人，饮食居处，悉与己等，号曰小岳军。工飞

剑袭击，善矛槊，尝率之出东郭，演技于大校

场，而自乘肥马，舞长矛，独立高冈。小岳军俱

衣黑衣，披红缨，左持盾，右手或枪或剑，呼啸

成群。众槊并进，或飞舞云雾中，摩盘于上；或

跳跃马前后，冲击于下。烟尘蔽天，不可辨识，

军笛一声，截然各止，其整肃如此。”［１４］２９０３可见

在清时，军队中常常举行比武演武活动，在校场

中，兵士们可以练习自己擅长的拳术或者器械，

也有士兵群体的武术套路练习，并与马术相配合

进行训练。“军笛一声，截然各止”说明这类武

术练习活动在军队中已成定制，且纪律严明。

在清代军队中，还会邀请一些民间拳师来军

队中传授武术。如清代两江总督孙寄圃，为了制

服江淮一代的盗匪而广招天下武艺高超的侠客，

在扬州建造专门练武的庭院以备其训练军

士［１４］２９１４。一些民间武术习练者由于武技高超，

被招至军中效力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清朝嘉庆、

道光、同治和光绪年间，天台陈桂芳中了武状

元，周祖格、奚甫臣中了武进士并被钦点御侍

卫［１６］。这些民间武术高手进入军队传授武技，

对于自身拳种的传播、改良和军队武术的发展、

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　清代前中期军队体育活动的变迁

２．１　依据军事任务不断丰富

《清史稿》记载，清朝军队对于士兵的训练

并没有统一标准，因为清朝国土辽阔，驻防在各

地的官兵面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求军士

根据 “历朝整军经武之谕，则随时训练，因地制

宜。”［１７］例如，禁卫军的军士与护卫主要习练步

射与骑射。亲军训练与其他八旗也有不同，“镶

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

步射四次。”［１７］而八旗营中骁骑营 “每月习射六

次”［１７］并且由都统以下的官员亲自监督。因此骁

骑营的训练活动非常频繁且规格较高，对于士兵

要求也严格。前锋营 “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

习骑射二次……兼习鸟枪，月习十次。”［１７］其规

格也比骁骑营更高，因为习练过程 “均由统领督

率”［１７］。在清初就设立的火器营虽然使用火器较

多，但是其并没有停止对骑射技艺的练习，相较

于京畿军队，其 “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

上技艺六次。统辖鸟枪炮兵护军骁骑各官，按日

于本旗考验”［１７］的训练强度均较其他士兵高很

多。健锐营由于其作战任务复杂，不仅要进行护

卫，还有其他特殊作战任务，所以 “月习云梯鸟

枪各艺六次，骑射步射鞭刀等艺六次，余日于本

期习枪箭。”［１７］驻扎在圆明园时还要演习水战。

可见，不同的士兵参与训练的内容也不同，“鸟

枪”“水嬉”“习云梯”“舞鞭刀”“步射”“骑射”

等都是重要的训练科目。

每年的秋季霜降日，清军还会举行大型军演

活动。《清史稿》记载：“若长矛、藤牌、扁刀、

短刀之属，各因其地之宜，以教士卒，咸有成

法。阅竟，试材官将士骑射技勇，申明赏罚，犒

军，释甲归伍。”［１７］每年的军演活动由统兵大臣

主持，军士进行 “列队行阵”表演。步兵、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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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火器兵的军士相互配合习练阵法，如 “梅花

车炮阵”“九进十连环阵”等。各军营根据驻地

的情况习练 “长矛”“藤牌”“扁刀”“短刀”等

技艺，说明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系统演练的武术

套路，而这些套路成为士兵锻炼身体的基本手

段。阅兵会操最后 “申明赏罚”的比试，极大地

促进了士兵之间积极开展训练比赛，活跃了军队

体育活动氛围。

２．２　根据作战环境不断创新

为了适应战争频仍、作战环境复杂的实际情

况，清朝前中期军队中的训练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多样。崇德八年，皇太极于沈阳北郊阅兵，文献

记载显示，第一排为汉军炮手，之后依次为满洲

步兵、蒙古步兵、骑兵，最后两排为守城的士兵

和炮兵，队列 “步伐止齐，军容整肃”［１７］。可

见，当时清军已经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了多军种部

队，而且随着作战情形的变化，军种设置和训练

内容也不断变化。如乾隆十四年 “以旗兵习练云

梯，随征金川有功，凯旋后，别立健锐营，云梯

兵千名为一营，统以大臣，专练云梯、鸟枪、马

步射及鞭刀等艺。”［１７］ 《清史稿》中还记载，前

锋军要 “习水战驾船驶风之技”［１７］，嘉庆皇帝还

曾携群臣观看水围，所以清代军队中的水上运动

也得以发展丰富。

３　清代前中期军队体育活动的作用

３．１　增强军队凝聚力

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统治地域的扩张，满

清高度统一的民族意识逐渐树立，促使统治者通

过各种途径与手段来进一步加以强化和巩固，从

而形成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其中独特

的民族习俗 （如民族服饰、祭祀礼仪、骑射文化

等）是其民族意识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载体与表现

形式，因而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满族的崛起与发展壮大，离不开其民族对于

射术与骑术的常备训练与广泛传习。“我国家肇

造大东，敦庞之俗，弧矢之威，自古已然。”［１８］

满族人也将骑射视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祭祀、宴会或接见外国使臣时，均进行骑

射表演，此举不仅在于展示民族文化，更是宣扬

赫赫国威和剽悍的民族性格的一种方式。《清史

稿》记载：“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

寻幸南苑，命内大臣等擐甲胄，阅骑射，并演围

猎示群臣。”［１９］军队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民族意识的统一性有力塑造着军队中的体育

活动和训练内容。因此诸如骑射、摔跤等民族特

色鲜明的体育活动，能够有效强化士兵的家国意

识，显著提升了清代前中期军队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３．２　选拔优秀将士

有清一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虑，开始积

极学习汉族文化，承袭前朝武举制为自己选拔军

事人才，维护王朝统治。《清史稿》记载，武举

考试不仅考试骑射，还要测试拉硬功、舞重刀，

以及举重石的能力。举重是增强上肢力量的主要

锻炼手段，也可以增强近距离战争中士兵格斗拼

杀所需的身体素质。古代战争中对于上肢力量及

“腰马功”要求极高，所以举石锁等身体活动也

受到清代军队的重视。

通过武举制进入仕途者并非一劳永逸，而是

要 “随营差操”，且要定期接受考核，并根据考

核结果进行任用。“武进士、武举充提塘差官满

三年，由部考验弓马，优者用营、卫守备，次者

武举用防御所千总。”［２０］针对军队中部分士兵因

久无战事而 “骑射生疏”的情况，将领们也会不

停地通过考试或比赛 “再行甄别”然后决定 “升

用”或者 “注销”。可见清代前中期军队对于兵

将的考核任用体系已经较为完善，而考核的主要

内容和手段就是军事体育活动。

３．３　传承民族文化

满清先民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存方式决定

了其不同于汉民族农耕文明的文化特殊性。清朝

统治者在积极学习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在极力保

持和延续自己的文化，其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满清

的统治。体育运动是民族文化展现的重要方面和

传播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清代军队中的体育活

动不仅是训练士兵战斗能力的工具，而且具有更

重要的政治功能。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战争对于

文化的塑造与改造发挥了重要影响。清军入关后

一路南下，所到之处为了治安和统治需要，都要

派遣军队进行驻守。顺治末至康熙初，畿辅诸关

隘口、府州县之要地及陕西、山西、山东、江

南、浙江之重要城镇，初步形成八旗驻防地。军

事占领之外，清朝统治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文

化占领战略。嘉庆二十年，兵部颁发的 《御制将

军箴》中提到：“星罗棋布，奕祀良模。旧习常

守，汉俗勿趋。国语熟练，步射驰驱……训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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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巩我皇图。”［２１］这显示了骑射等军事体育活

动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在巩固王权统治方面的重要

价值。因此驻防各地的八旗官兵也就成为满族文

化传播的 “尖兵”，在满族军事体育活动广泛传

播的同时，本民族的文化也得以有力的宣扬和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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