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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点

古代质子那些事
电影《封神第一部》中，“质子团”除

了因健硕雄壮、充满阳刚美，引起观众
关注外，他们的身份也让人觉得好奇。

秦始皇也曾当过质子
“质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

人质。
质子外交是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外

交手段和策略。一般多见于小国对大
国的臣服，以此来换取本国的安定和
发展。当然，后期一些权势较大的异
姓王或者诸侯也会送交质子于统治
者，形成一种别样的信任。

自春秋起，帝王、军阀便将子女、
妻子等近亲送往敌国当人质，秦昭襄
王（秦始皇的曾祖父）、秦庄襄王（秦始
皇的父亲）、秦始皇都当过质子。秦始
皇嬴政就出生在赵国的质子府。

唐代不少留学生是质子
还负责宫廷保卫

当时间来到大唐，综合国力强盛
的大唐，吸引着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和
国家。他们为了寻求庇护，纷纷遣子
侄重臣入质。

有意思的是，唐代招留学生，就是
源于质子制度。

唐太宗的身份，除了中原的天子，
还有内亚的“天可汗”。作为“天可汗”，
有权要求周边政权派质子入卫。唐朝
对质子的待遇优厚，授予质子官职，有
相应俸禄，日常生活由唐朝供给。质子
们在唐的名义是宿卫，负责宫廷保卫工
作，且在重大朝会时充任仪仗。早期到
唐朝的新罗留学生都是“宿卫学生”。

“宿卫学生”必须出身贵族。“宿卫学生”
较清闲，平时就在太学中读书。

当然，质子们没获得许可是不能
回国的，除非有新的质子替换，或受到
朝廷允许。

喜欢元朝的繁华生活
高丽质子赖着不回国

元朝时，还曾有质子因为喜欢繁华
生活、躲清闲，连国王都不想当，就赖在
中国不走的，他就是高丽忠宣王王璋。

王璋还是世子时，就经常留在中
国，还迎娶了蒙古公主。当
了国王后，他仍长期留在元
朝，遥控指挥高丽大政。国
王长期在外，为国家带来极
大不便，因此，大臣们一再
恳求王璋归国主政，他都置
之不理。

最后，连元仁宗都觉得
王璋此举有悖常理，勒令他
回国，但他还是找借口拖延
不走。之后，干脆直接禅位
给儿子王焘。

武将要练武，文人也同样要健
身。不练肌肉不“举铁”，陆游和苏东
坡这两位宋代文豪，健身各有妙招。

陆游爱长啸活到85岁
陆游是宋朝最高产的诗人，他一

生当中至少写了两万首诗。
陆游之所以能写那么多诗，首先

是因为他有才华，其次还因为他活得
久。陆游活了八十五岁，这岁数搁到
今天不足为奇，搁到古代就相当惊人
了。陆游幼年多病，十几岁时参加科
举考试，因为病体难支，还没写完就
交卷退场了。年轻时身体这么差，陆
游凭啥能活到那么大岁数呢？凭健
身。

陆游是书生，本来手无缚鸡之
力，中年以后去军营里当参谋，开始
锻炼身体、学习武艺。到了晚年，陆
游仍然坚持健身，不过这时候他的健
身方式换成了长啸。何谓长啸？具
体要领有三项：把身体完全打开；深
呼吸，聚气；吹出节奏感，最好按照某
个词牌的调子去吹，一口气吹半阕，
两口气吹完整个词牌。

长啸有助于增强肺活量，有助于
放松身心，保持好心情。陆游晚年买
了艘小船，闲时泛舟镜湖，在船上长
啸；早上起来，他坐在院子里长啸：

“月淡星疏天欲晓，未妨清啸倚胡
床”；晚上睡觉，他坐在床头长啸：“推
枕中夜起，独效孙登啸”。

八十岁那年，有一个游方的医生
向他请教保健秘诀，陆游说，读了那
么多医书，用了那么多草药，发现最
有奇效的还是长啸啊！

苏东坡每天跑5公里
苏东坡的健身方式则是长跑。

在写给朋友程正辅的信中，苏东坡谈
到自己的运动习惯：“晨兴疾趋必十
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
皆热，宣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
妙矣。”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跑十里
左右，气喘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慢下
来，缓过来以后再继续加速，跑得头
上出汗，脚心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
畅，如此这般长期坚持，就能体会到
其中的妙处。

作为一个没有经受过现代科学
训练的传统文人，苏东坡对气功很迷
信，早上长跑，晚上打坐。怎么打坐
呢？双腿大盘，五心向天，眼观鼻，鼻
观心，闭目内视，想象一股气在从丹
田部位向上蹿，蹿到头顶再折回来。

随着《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的热映，电影
中“质子团”的挺拔身姿
和强健体格，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你可能以为，中国
古代的战士和将军也像
《封神》质子团那样，有
着发达的肌肉，胸肌和
腹肌紧致有力、线条清
晰。

但事实果真如此
吗？为什么古代画师描
绘的战将，多是大腹便
便“将军肚”的形象？

古代画像里的将军
为何都是“大肚型男”？

关于中国人历史上是否欣赏“肌
肉”，以及何时开始接受对“肌肉”的审
美，一直以来都较难确定。目前留下的
画像多为宋代及以后留下的，彼时，文臣
日益被看重、着装更加保守，因此历史上
名臣乃至君主的画像多为正襟危坐、清
瘦儒雅的形象。这至少代表着统治者似
乎不看重肌肉的线条。

不过，即使古人似乎并不崇拜肌肉
线条的分化，古代画师为什么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把武将都画得大腹便便呢？

“将军肚”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从中国历史时期的早期人体雕塑

——兵马俑来看，更加注重刻画现实条
件下的人体形象。秦始皇兵马俑群有一
个神奇的规律：地位越高的兵俑，肚子越
大。兵马俑的衣服是上片压着下片，但
是到了高级军官的将军俑，由于肚子变
大，衣服的上片已经压不住下片了，“将
军肚”的说法也就由此而来。

将军们的“肚肚”
也是“啤酒肚”？

那么，武力值高的人为什么会肚子大？也
和今天人们的“啤酒肚”一样，是喝酒造成的
吗？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代简牍中，考
古学家发现了有关秦兵在战前、战后大量饮酒
的记载。这也好理解：酒可以缓解战士的恐
惧，使得秦军的作战更加勇武，而战后饮酒庆
功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饮酒并不只是秦人的习俗，古代士
兵都有类似的习惯，更重要的是，秦将的“将军
肚”，难道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吗？

古代将军的腹部并非完全由懒惰享乐的
脂肪而堆成的“啤酒肚”，而是包裹着厚厚肌肉
的“将军肚”。在古代战争中，军队长途行军对
战将和士兵都是巨大的考验，这意味着军士必
须有一定量的脂肪储备，否则体力续航很成问
题。

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所训练的精英士
兵魏武卒，曾多次大破秦军这种“虎狼之师”，
而在出战时，魏武卒需要“衣三属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
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意思是，魏武卒每当
出战行军时要披上三层重甲，带上满弓拉力达
到十二石的弩，手持长戟，腰悬铁剑，背五十只
弩矢，带三天粮食，半天急行军一百里。这种
级别的负重行军，没有大量脂肪作为能量储
备，是难以想象的。

岳飞的“将军肚”
其实武力值满满

古代战将因为长期骑马，不仅需要足够的
腰腹力量承受铠甲和武器的重量，还需要有一
定的脂肪储备以应对长途行军的消耗。因此，
《后汉书》在提到汉代名将班超时，将其描述为
“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大意是
说班超脖子粗得像老虎，就暗指其身材魁梧，
英伟不凡。

实际上，与“燕颔虎颈”相似，“虎背熊腰”
“五大三粗”“牛高马大”“腰阔十围”等，都是古
代军士理想的身材标准。考虑到行军打仗和
近战格斗的实用性，这种身材虽然与“八块腹
肌”相距甚远，却是中国古代画师描绘武将形
象的“模板”。

在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中，猛将岳
飞就是经典的大肚形象。

不唯如此，这种武将“模板”还远隔重洋，
影响到了东瀛等地。例如，在日本浮世绘版的
《水浒画谱》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同样
也是挺着大肚腩的经典形象。

中国古代武将的“将军肚”，虽然与今天的
“啤酒肚”看起来相似，但却是典型的“脂包
肌”，是战斗力量性和持久性的代表。古代战
士上战场是为了活命，与其说要练肌肉，可能
更多需要锻炼的是力量。此外，古代士兵训练
多以兵器和耐力训练为主，很难练出健美型肌
肉，比较容易出现的反而是膀大腰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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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练肌肉不“举铁”
文豪健身自有一套

《封神》质子团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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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剧照

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局部）中，岳飞（左
二）就是经典的大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