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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method.The main object is the poem of Ming Dy-

nasty.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unofficial history notes are auxiliary materi-

al.Making a investigation of ladies daily leisure activities during the Tianqi era.The play of maid is a part of

the women's sports games.The author found some new materials in the literature.I hope to fill the gaps in the

history of femal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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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宫体育的文章鲜见袁今之可见的为数不多的论

文多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唐代和五代的后宫体育袁以唐代王

建的叶宫词曳和五代花蕊夫人的叶宫词曳作为根据遥 然而袁宫
女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袁她们日常的休闲活动方式是相当

有价值的袁亟需被挖掘整理袁以填补女性体育史中的空白遥
本文关注的对象分为两部分袁一部分是皇后尧嫔妃等高等

宫女群袁另一部分则是那些无名无姓的下层宫女群遥 正史

多记载有特点尧有地位尧有封号的高等宫女袁说的也多为她

们美好的品德袁关于玩乐之事袁在皇家正史中是被忽视的

部分袁所以更多地要在宫词和野史杂记中寻求踪迹遥

1621 年袁16 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为帝袁改元天启袁在
位仅 7 年的明熹宗朱由校因为他本身爱玩的特质袁 关于他

及其后宫宫女休闲娱乐的记载较多袁以叶宫词曳这种形式来

说袁天启宫词的数量是明宫词里各皇帝宫词数量中最多的遥
虽说宫女的数量和着装是有定制的袁 但往往会因为

皇帝的喜好而有更改袁君主的偏好左右着宫女的数量尧平
日里的装束打扮以及所玩的游戏尧休闲方式等袁所以袁研
究宫女日常休闲活动袁先要分析当朝皇帝的性情遥 史料多

载袁野上不好女色冶 [1]袁 朱由校最大的爱好是木工活袁 小到

梳匣袁精到机关布景袁大到亭台楼阁袁他无一不精遥 秦徵兰

的叶天启宫词曳注称院野上好手造漆器尧砚床尧梳匣之属袁皆
饰以五彩袁工巧妙丽袁出人意表遥 冶 [1]朱由校还喜欢太监袁
他身边经常有男宠相伴遥 宫女对于朱由校来说袁扮演的不

是性伴侣或者精神伴侣的角色袁更多的是充当玩伴袁或者

玩具的角色遥
虽然不好女色袁但采选宫女是必须的袁宫女的挑选过

程十分繁复严格袁 天启元年袁 朱由校为婚配而采选宫女袁
野其渊指懿安张皇后冤父母亲送之袁以正月集京师袁集者五

千人袁后亦被选入都遥 天子分遣内监选女袁每百人以齿序

立袁内监循视之袁曰院耶某稍长袁某稍短袁某稍肥袁某稍瘠爷袁
皆扶之去遥 凡遣归者千人遥 明日袁诸女分立如前袁内监谛视

耳尧目尧口尧鼻尧发尧肤尧腰尧颈尧肩尧背袁有一不合法者去之遥
又使自 诵籍尧姓尧年岁袁听其声之稍雄尧稍窳尧稍浊尧稍吃浊

者皆去之袁去者复二千人遥 明日袁内监各执量器袁量诸女之

手足遥 量毕袁复使周行数十步袁以观其风度袁去其腕稍短尧
距稍巨者袁举止稍轻躁者袁去者复千人遥 其留者仅千人袁皆
召入宫袁备宫人之选遥 分遣宫娥之老者引至密室袁探其乳袁
嗅其腋袁扪其肌理袁于是入选者仅三百人袁皆得为宫人之长

矣遥 在宫一月袁熟察其性情言论而评判其人之刚柔尧愚智尧
贤否袁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袁皆得为妃嫔矣遥 冶 [2]进了禁宫袁
无论是何等级别的宫女袁吃穿和居住都是不用发愁的遥 高

等级的宫女会有自己特定的住处袁一般的宫婢按祖制住在

于乾东尧乾西各设的野五所冶之内遥 宫女在宫中袁不同时节

可以吃到不同的东西袁正月二十五有填仓会袁春季有水果

做点心袁夏季吃银苗菜尧喝莲子汤 [3]袁秋天能品尝到肥美的

螃蟹遥入宫之后袁宫女们要按照规定穿统一的衣着袁且四季

不同袁三月野服罗衣冶[1]袁夏季穿野纨素冶[3]遥 宫女不但讲究衣

着袁对脸部的保养以及头发的护理也甚为注重遥 宫女们一

般是采摘正值时月的自然植物作为护肤品袁秦徵兰的叶天
启宫词曳载院野泻尽琼浆藕叶中袁主腰梳洗日轮红遥 玉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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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蒸初熟袁藏却珍珠待暖风遥 冶诗旁注院野宫眷饰面袁收紫茉

莉实袁捣取其仁袁蒸熟用之袁谓之珍珠粉遥 秋日袁玉簪花发

蕊袁剪去其蒂袁如小瓶然遥 实以民间所用胡粉袁蒸熟用之袁
谓之玉簪粉遥 至立春袁仍用珍珠粉遥 盖珍珠遇西风易燥袁而
玉簪过冬无香也遥 此方乃张后从民间传入者遥 有宫眷泻荷

叶中露珠袁调粉饰面遥 洗时袁以刺綉纱綾阔幅袁束胸腹间袁
名主腰遥 冶 [1]后宫女子十分重视头发袁霭理士的叶性心理学曳
中称院野发的诱惑力极大袁它和性择的视尧听尧嗅尧触四觉袁
全有关系遥 冶 [4]头发代表性袁佛教以剃度表示万念皆空遥 而

宫女们都希望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袁且至老不白袁她们

寻觅了很多偏方袁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称院野觅得丹方助

艳姿袁不须银海贮桑脂遥 云鬟细染群仙液袁会遣长如二八

时遥 冶诗旁注院野宫眷捣桑叶取汁袁杂诸香物袁贮之银海袁用
以饰鬓遥 冶 [1]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袁宫女亦然遥

皇帝是皇宫的主宰袁也是宫女生活的中心袁当宫女迈

进皇宫的那一刻起袁无论是做苦力还是养尊处优袁都是直

接或者间接为了皇帝的遥 在宫女们平日的游乐中袁和皇帝

间的互动游戏是幸福的也是危险的袁 互动游戏大致有两

种袁一种陪皇帝一起玩袁一种是玩给皇帝看以便取乐遥
捉迷藏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游戏袁没人能说得清它始于

何时何地袁由何人所创遥 这种简单易行的游戏无论是在街

道里弄袁还是皇宫内院都是常见的遥 元代伊世珍的叶琅嬛

记曳引叶致虚阁杂俎曳称院野明皇与玉真恒于月下以锦帕裹

目袁在方丈之间相互捉戏遥 玉真捉上每易袁而玉真轻捷袁上
每失之袁宫人抚掌大笑遥 一夕袁玉真于袖上多结流苏尧香囊

与上戏袁上屡捉屡失袁玉真故与香囊惹之袁上得香囊无数袁
已而袁笑曰院耶我比贵妃更胜也遥爷谓之耶捉迷藏爷遥冶[5]五代的

花蕊夫人的叶宫词曳也记载了宫女玩捉迷藏的游戏袁野内人

深夜学迷藏袁遍绕花丛水岸傍遥乘兴忽来仙洞里袁大家寻觅

一时忙遥 冶[6]朱由校则喜欢在月夕之时袁于乾清宫老虎洞和

宫人玩捉迷藏袁宫女中有的人很有心思袁在袖子中藏一些

花袁一来增加自己的香气袁二来也是为了吸引皇帝遥秦徴兰

的叶天启宫词曳描述了这个游戏袁野玉栏干畔赌迷藏袁虎洞

阴深背月光遥 捉得御衣旋放手袁名花飞出袖中香遥 冶[1]史梦

兰的叶全史宫词曳也有记载袁野夜静琼楼吐月华袁弯环洞口

路横斜遥 相邀共赌迷藏戏袁捉落君王两袖花遥 冶[7]晚上是嬉

戏的好时间袁女人在月下别有一番美感袁所以袁除了喜欢深

夜捉迷藏之外袁朱由校还常常在晚上大摆夜宴遥在夜宴上袁
朱由校会设置一些游戏让宫女玩袁以此助兴袁这个游戏与

捉迷藏有几分相似袁是用手帕蒙头袁然后寻找银铃袁秦徴兰

的叶天启宫词曳这样写道袁野美人灯下裹头行袁鼍鼓低敲玉

笛停遥 清响一声罗帕捲袁君王重系小银铃遥 冶诗旁注院野上夜

宴时袁恒于筵前悬一银铃袁命宫人数辈袁以帕蒙头冥行袁相
触者罚令出局袁触铃即以铃赐之遥再系再触袁终夜不倦遥 冶 [1]

史梦兰的叶全史宫词曳亦载院野锦帕蒙头月影昏袁宫庭嬉戏

笑声喧遥 银铃触著忙开系袁灯下更番谢至尊遥 冶[7]夜宴结束

之后袁朱由校常意犹未尽袁他还会让人加演一些杂戏袁像舞

龙舞狮等遥朱由校中意看傀儡戏袁而他又爱好做木匠活袁所
以袁他巧妙地将两者结合袁不时会用轻木雕镂一些傀儡戏

的戏台尧用具和人物袁颇为精巧遥 叶八仙过海曳尧叶孙行者大

闹龙宫曳等神仙戏是宫中常会演的袁宫女们会和朱由校一

起观戏袁一起喝彩袁欢声笑语中暂时忘却的是疲惫和忧愁遥
朱由校还创了水傀儡戏袁 演的戏码有 叶东方朔偷桃曳尧叶三
宝太监下西洋曳等遥

北方少水袁但皇家偏爱江南水乡袁亭台楼阁袁所以定会

营造一些湖泊以供戏水而用遥在西苑游舟是朱由校和宫女常

进行的娱乐活动袁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载袁野琉璃波面浴鸥

凫袁艇子飞来似画图遥认着君王亲荡桨袁满堤红粉笑相呼遥 冶[1]

皇帝与宫女的互动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袁那就是当他与嫔妃

等高级宫女嬉戏时袁低等的宫女常常会成为牺牲品袁成为游

戏的道具遥例如袁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载院野龙凤旌旗左右分袁
广场排列阵如云遥 中宫谢病君王笑袁红粉三人将一军遥 冶[1]这

是皇帝和张后等嫔妃取乐的一种把戏袁 皇帝作为指挥官袁张
后等嫔妃作为大将袁两人一起操练宫女袁称之为内操遥

立春是中国古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袁它预示

着春回大地袁又可以种地了袁所以袁无论是皇家还是平民百

姓家袁都十分重视这个节日袁大家会在这天举行一些固定

的仪式来祈求风调雨顺袁一年平安袁每朝每代皆如是遥 五代

时的花蕊夫人的叶宫词曳写到袁野立春日进内园花袁红蕊轻轻

嫩浅霞遥跪到玉阶犹带露袁一时宣赐与宫娃遥冶[6]至于天启年

间袁蒋之翘的叶天启宫词曳载袁野上苑今朝共咬春袁土牛舁入

逐芒神遥 青阳左个瞻龙气袁银胜先教赐厂臣遥 冶诗旁注院野立
春日袁无贵贱皆咬生卜萝袁名曰咬春遥 先春一日袁大京兆迎

春毕袁塑小春牛芒神遥 冶 [3]叶酌中志曳载院野立春之前一日袁顺
天府于东直门外迎春袁凡勋戚尧内臣尧达官尧武士赴春场跑

马袁以较优劣遥 至次日立春之时袁无贵贱皆嚼萝卜袁曰咬春遥
互相请宴袁吃春饼和菜遥冶[8]在这天袁有的宫女因为要为仪式

做准备而日夜不休的劳作袁有的宫女则可以悠闲的观礼遥
农历二月袁公历 4 月 4 日或 5 日是清明节袁又称秋千

节或踏青节遥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袁在这天人们纷纷

扫墓尧踏青袁宫中多玩秋千游戏遥 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着
重描写了宫女玩秋千的情状袁野隔院秋千送好春袁不堪愁坐

对芳辰遥 吴绫蜀锦亲裁剪袁堆出如来七宝身遥 冶诗旁注院野清
明节宫中称秋千节遥坤宁宫及各宫袁俱设秋千一架袁相邀嬉

戏袁至立夏前一日方卸遥 冶[1]不过袁由于张后喜静袁平时也只

是常伴书卷袁清明节她也不喜欢玩秋千袁她喜欢用绫做佛

像袁上行下效袁信奉释教的宫女也跟着学用绫做佛像遥
公历 6 月 21 日或 22 日为夏至袁夜晚观星可能是古人

在没有电视尧电脑尧手机等休闲娱乐措施之下较好的打发

时间的办法袁蒋之翘的叶天启宫词曳描写了宫女深夜祭星袁
野龙寝经春在外庭袁深宫不夜钥长扃遥 妆成空有如花貌袁阿
妹无端学祭星遥 冶诗旁注院野始影星袁女子于夏至夜候而祭

之袁好颜色遥 冶[3]忙碌了一天的宫女在夜晚悠闲的观星是一

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遥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袁也叫乞巧节袁宫女们有各种

各样的活动袁最主要的是玩一种用针为道具的游戏袁游戏

的目的是乞巧袁希望自己可以心灵手巧遥秦徴兰的叶天启宫

词曳载院野冰鸭银苗院院同袁鹊桥衣卸巧山空遥 晚凉供罢波

罗蜜袁去看河灯万点红遥 冶诗旁注院野七夕节袁各宫立乞巧山

子袁宫眷衣鹊桥补遥 自初一日起袁至十四日止遥 中元节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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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菜及冰鸭遥 菜袁藕之嫩芽也曰冰鸭袁乃先一日煮熟凝成膏

者遥 甜食房进供佛波罗蜜袁西苑作法事袁放河灯遥 已上数

条袁系宫中旧例袁惟宫人尧内官袁深夜相携看河灯袁则辛酉

已后事也遥 冶 [1]蒋之翘的叶天启宫词曳也写到了这一天宫女

的游戏袁野细针七孔影浮波袁绘乞云龙杂水荷遥 不是日中偏

更巧袁憎看牛女晚乘河遥 冶诗旁注院野七月七日袁宫中设乞巧

山子遥 兵仗局进乞巧针遥 其事与古不同遥 午间曝盎水于日

中生膜袁投针则浮遥 看水底针影袁有成云龙花草形者袁谓得

巧遥 其影如椎尧如丝尧如轴则以为拙针也遥 冶 [3]叶酌中志曳亦
载院野初七日袁七夕节袁宫眷穿鹊桥补子袁宫中设乞巧山子袁
兵仗局伺候乞巧针遥 冶 [8]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袁又称鬼

节袁祭祀是这天的主要事情遥 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注称院
野中元噎噎内宫宫人游西苑袁往往有追述悼惜者遥 冶 [1]此举

在明清两代一直未断袁王誉昌的叶崇祯宫词曳尧弘历的叶中
元观河灯曳袁以及叶宫女往谈录曳等都有宫女中元节游湖看

灯活动的记载遥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袁重阳登高是古人

的习俗袁皇帝登高当然少不了美人相伴遥秦徴兰的叶天启宫

词曳 旧描述了乙丑重阳宫女登高之事袁野美人眉黛月同弯袁
侍驾登高薄暮还遥 共讶洛阳桥下曲袁年年声绕兔儿山遥 冶[1]

重阳节时袁宫中还会设宴袁名曰野迎霜宴冶袁宴上定食兔肉袁
偶或摆数十层菊花以供欣赏遥

出猎是皇帝常玩的游戏袁男人能从狩猎中获得乐趣和

满足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袁也是千万年来基因中的记忆在

作祟遥朱由校会带着宫女一同去围场狩猎袁蒋之翘的叶天启

宫词曳就记载了一次朱由校和皇后千秋节出猎的事袁野千秋

令节自中宫袁叱拨嘶风御猎雄遥故命翟车参后乘袁岂无恩幸

肯当熊遥 冶诗旁注院野六年十月六日袁值中宫千秋节遥 上幸内

校场围猎袁张后同往袁及暮乃还遥 冶 [3]皇帝的诞辰被称为万

寿节袁朱由校生于农历十一月十四袁所以袁天启年间的万寿

节就应该是农历十一月十四这一天袁 为了给皇帝过生日袁
宫中会举行很多有趣的活动遥 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注称院
野万寿节袁噎噎宫眷宫人竞创新式方胜葫芦戴之遥 冶 [1]宫女

们为了给皇帝庆生而精心打扮袁娱人娱己遥 冬至又称长至

节袁可能是因为白天慢慢变长而得名袁亦可能因为日影此

日至长而得名袁一般在公历 12 月 21 日至 23 日之间遥秦徴

兰的叶天启宫词曳注称院野每年长至节袁司礼监刷印耶九九消

寒图爷袁宫眷粘之壁间遥 冶 [1]年底袁宫中有个习俗袁要吃驴头

肉袁还会用炭做成钟馗的模样袁再给钟馗画上五彩的妆袁不
过手和脸不涂颜色袁保留黑色遥 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称袁
野食鬼编龙夜气寒袁彩妆十尺列南端遥 征袍如火鬚如戟袁小
胆宫娃不敢看遥 冶诗旁注院野岁暮袁各宫食驴头肉袁名曰嚼

鬼袁以宫中称驴为鬼也遥 冶 [1]

一年之中有大大小小很多的节日袁每个节日都有其不

同的庆祝方法袁 宫女在不同的节日也会吃不同的东西尧穿
不同的衣服尧戴不同的饰品尧玩不同的游戏袁深宫的日子是

寂寞且漫长的袁节日对于宫女来说是一种调剂袁除了那些

需要为节日做准备的进行的体力劳动的宫女袁一般的宫女

还是会从节日中获得乐趣和慰藉的遥

除了少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高等宫女袁其他宫女日

常都要做苦力袁体力往往已经不支袁再进行激烈的运动对

她们来说就不是休闲而是受苦了袁所以袁安静的尧不需要多

少体力的棋牌类游戏自然成为了宫女休闲的首选遥
走马在明代很流行遥 至明天启年间袁这项游戏仍然很

盛行袁秦徵兰的叶天启宫词曳这样描述这种游戏袁野相邀走

马坐花间袁纤指阅分十二闲遥局竟出帘谁第一袁闹头先压玉

门关遥 冶诗旁注院野走马袁古局戏遥 时宫中盛行之袁先按骰子

色袁某占某闲袁合局共十二闲袁倣周礼天子闲有十二之旧

也遥 随各出赏钱袁置玉门关上袁名曰闹头儿遥 第一次掷真本

采者得之遥 后按出局早晚以定胜负遥 出局称出窠袁或称出

帘遥 走马即打马也遥 冶[1]这种游戏今已失传遥 天启年间袁有
一项至今影响未减的游戏揖注 1铱成熟了袁那就是马吊遥 至于

马吊与麻将的关系袁很多人一直在论证袁由于受到港剧的

影响揖注 2铱袁很多人认为麻将就是马吊袁其实不然袁马吊的名

称和牌张与麻将相似袁但玩法却相差很大遥 马吊牌本是游

戏的筹码袁而今成为了主角袁明代的马吊是一种四人纸牌

游戏袁分庄闲袁牌分为十万贯尧万贯尧索子尧文钱 4 种袁十万

贯有 20 万贯到 90 万贯尧百万贯尧千万贯尧万万贯各一张袁
万贯和索子都是从一至九各一张袁 文钱则是从一至九尧半
文渊又叫枝花冤尧没文渊又叫空汤冤各一张遥 牌上一般会绘有

各种图案袁常画的是叶水浒传曳中的人物遥 顾炎武的叶日知

录曳称院野万历之末袁太平无事袁士大夫无所用心袁间有相从

赌博者遥 至天启中袁始行马吊之戏遥 冶 [9]王崇简的叶冬夜笺

记曳称院野士大夫好之袁穷日累夜袁若痴若狂遥 冶 [10]吴伟业的

叶绥冠纪略曳称院野万历末年袁民间好叶子戏袁图赵宋时山东

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袁至崇祯时大盛遥 冶 [11]上至皇族袁下至

士大夫袁皆由终日沉迷打马吊的袁后宫闲来无事的宫女更

无例外遥 所以也有野明之亡袁亡于马吊冶 [12]一说遥
神庙中叶至明末袁宫中流行一种叫野掉城冶的游戏袁这

种游戏最后被皇帝下旨禁玩袁原始竟是它不吉利遥 秦徴兰

的叶天启宫词曳称院野分明角胜厌棋枰袁井字罗边斩掉城遥 十

五燕姬偏慧黠袁双抛常占上中营遥 冶诗旁注院野神庙中叶袁御
意创为掉城之戏遥 用色罗一方袁绣井字袁界作九营遥 中一营

为上营袁四方四营为中营袁四角四营为下营遥命宫人用银钱

或小银球掷之袁落上营赏银九两袁中营六两袁下营三两遥 双

抛则双赏袁落营外或压井字袁罚银六两遥 于是诸宫争效之遥
至戊午袁奴酋弄兵遥 说者谓掉城者袁辽城也遥 殆先徵也遥 天

启年间袁相沿未息遥 今上在潜邸已闻辽城之说袁既登极袁禁
止不行遥 冶[1]一个普通的游戏与谶纬之言联系在了一起袁结
果被封杀袁也是游戏消亡中一个罕见的现象遥

身在后宫高墙之中袁 宫女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奈袁身
心都容易出现问题袁 休闲活动是她们慰藉心灵的一剂良

药遥天启年间宫女所玩的游戏种类很多袁动的静的都有袁游
戏对于幽禁在深宫的女人来讲比对田间里弄的女子更加

的重要袁其对身心的调节作用不容小觑遥 除了做苦力和玩

游戏袁读书也是宫女的一种休闲方式遥书是很难得到的袁宫
女之间有时会传看一些书袁秦徴兰的叶天启宫词曳称院野辽
阳连岁动边尘袁图画成书达紫宸遥三十六宫传看遍袁属镂明

日赐孤臣遥 冶[1]而有些宫女是比较幸运的袁因为张后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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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女中挑选一些聪慧的袁教她们唐宋时期的诗词遥 秦徴

兰的叶天启宫词曳载院野选入青娥发覆眉袁玉音指点诵歌诗遥
试拈难字粗能认袁红粉书生夜拜师遥 冶 [1]能够读书识字袁品
味其中奥妙袁与古人神交袁对宫女来说实为一种快慰遥天启

五年五月十八袁朱由校与男宠高永寿到西苑游湖袁意外溺

水袁幸而得救袁但得救后服用了尚书霍维华进献的药物袁病
不但没好袁反而断送了性命袁明代最后一位皇帝登上历史

舞台袁天启成为了过去遥

揖注 1铱胡适经考证称袁麻将是由明代的马吊牌演变而来的遥 他在

1927 年出版的叶漫游的感想曳中陈院野马吊三人对一人袁故名

耶马吊脚爷袁省称耶马吊爷曰耶麻将爷为耶麻雀爷的音变袁耶麻雀爷为
耶马脚爷的音变遥 冶袁也就是马吊变成了麻雀袁麻雀变成了麻将遥

揖注 2铱香港古装剧中多将玩麻将称为打马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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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袁这一方面还可以继续深入探索曰我们还需要结合他

对日本学校教育的思考去了解其思想袁 他希望中国各级学

校教育中普遍开设体操课程袁 并非常强调体操与卫生之结

合曰他对个体的身体练习尧养生也较为关注袁倡导为学生减

负尧劳逸结合袁提倡以体操或各种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遥

揖注 1铱图表系列根据吴汝纶叶东游丛录曳中附录三岛博士卫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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