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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岱庙出土了6块宋
代画像石刻，其中一块为捶丸图。该
图浮雕一儿童，像高0.23米，儿童
着长袍，穿肥裤，两腿叉开，左手
持一曲头棒至脑后，右手平伸胸前
握一球，目视右前方。该图生动描
述了当时流行的儿童捶丸形象。

捶丸原名步打，步打分化于击
鞠。击鞠是持杖骑马打球的一种马球
运动，在东汉时就非常流行。唐
代，帝王及宗室贵族多尚击鞠，为提
高安全系数，又把骑马改成了骑驴击
球，接着又分化出一种徒步持杖打球
的方法，为了与骑马或骑驴击球分
开，人们就称徒步击球为步打，这步
打就是捶丸的前身。唐代时，步打流
行于宫女间，后又传于民间教坊。

到了宋代，步打又称步击，并
有专门习此艺者，专为人表演或陪
同运动。步击尤其受到少年儿童的
喜爱，这或许正是人们把儿童捶
丸（步击）形象刻到石头上的原因。

元代，步打的规则方法被进一
步 规 范 并 形 成 了 专 著 ， 该 专 著
称 《丸经》，是书房名为“宁志
斋”的一老人编著的。正是在此著
作中，步打被称为捶丸。该书记录
了宋徽宗、金章宗都喜爱捶丸运动
的史实，并说明了捶丸与唐代的步
打、宋代的步击，都是同一种运
动，只不过是在技术规则上稍有不
同或改进而已。《丸经》云：“作有
时，乐有节。有时则事不废，有节
则志不妨，无时无节，则事废而志
妨，有时有节则身安而志逸。”又
云 ：“ 胜 负 不 动 于 心 ， 容 止 自
若，成德人也。”捶丸运动饱含着
有时、有节、有德的大道理。

明代宫廷仍然喜爱捶丸。受宫
廷影响，各大城市中都有此项运动
的开展。明中后期，《丸经》得到重
刊，并有周履靖增跋语云：“予壮游
都邑间，好事者多尚捶丸……推而
致之，触类而长之，拟亦收放心、怡
性情、动荡血脉，畅其四肢，岂博
弈者所能企其万一者哉，宜乎君子
不器而取友以同乐之。”捶丸运动的
吸引力，由此跋语可见一斑。

到了清代，捶丸不知何故竟在
国内销声匿迹了。这可能与清廷禁
止民间演习拳棒等政策有关。

流行于欧洲的高尔夫球运动在
器具、规则等方面与捶丸如出一
辙。高尔夫球运动最早见于14世纪
末期，比中国唐代的步打晚了近
700年，即便与中国的《丸经》成
书时间比，也晚了200多年。据部
分汉学家考证，高尔夫球运动或是
由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传入欧洲
的，或是由往来于欧亚大陆的商旅
传到欧洲的。

岱庙这一方小小的捶丸画像石
刻，蕴含着中华民族热爱体育运动
的悠久历史。

捶丸
□赵波平 文/图

岱庙宋捶丸画像石刻。

人生下来就有位置。找准位置，抢
抓机遇，谋后而动，乃人生成功之要！

记得有位老领导对工作目标的制
定讲道：“目标制定要按照伸手跷脚能
够着的原则。”很朴实，很形象，很有
道理。目标的制定，必须尊重面临的
客观现实。目标太低，不努力，不奋
斗，唾手可得，各方面的潜力得不到
发挥，久之必然落伍。目标太高，超
出能力范围，结果只能半途而废，劳
民伤财，成为空想。因此，人生奋斗，必
须清楚面临的客观现实，即位置。

人生位置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重
要几点，不可不察。

家庭位置。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
人生成长的起跑点。生于官宦之家还
是贫困之家；生于知识之家还是文盲
之家……这是上天的安排，个人无法
选择。但时势造英雄,“王侯将相宁有
种乎？”后天的奋斗至关重要，怨
天，怨父母，于事无补！

家庭是人类生生不息、世代相
继、不断繁衍发展的摇篮，也是人们
生活成长的大后方。人一生有一个健
康的身心，和谐的家庭，不凡的事业
方为圆满！就像翱翔九天之鸟，健康
的身心为体，和谐的家庭、不凡的事
业为翼，三者缺一不可能飞高至远！其
实在家庭内部，人们也都有各自明确
的位置。现代家庭一般由爷爷、奶
奶、姥爷、姥姥、丈夫、妻子和子女
组成。这些家庭成员的称呼，即每一
家庭成员的位置，在中国传统伦理风
俗中，其各自担负着家庭中不同的使
命和责任。找准各自在家庭中的位

置，在其位、尽其责，不越位、不错
位，父爱妻贤，尊老爱幼，长幼有
序。同心协力把家庭经营好，是人生
圆满所必须，是人生成长进步与成就
一番事业的基石。家和万事兴！

地理位置。处于中国还是外国，农
村还是城市，沿海还是内陆……这就
决定了人生要面对社会制度的不同、文
化信仰的不同、风土人情的不同、生活
习惯的不同、环境气候的不同……这
些，人生成长、奋斗必须首先要适应！“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即能力。

人生阶段位置。人生百年，大致
分幼年、少年、青年、中老年几个大
阶段。各阶段面临目标不同，幼年被
呵护，学步学说话；少年长身体，学
知识；青年就业工作，奉献社会；中
老年以健康为中心，健康快乐地活
着。天道不可违！

社会位置。人是群体动物。一个
群体，不管大小，大多由不同性别、不
同个性、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人组
成。因此，它必然是千人千思想，万
人万模样。在这样的群体中找准个人
位置，赶超争先，必须首先融入群体
中。只有融入群体中，才能才找到自
己的位置。学生学习阶段，主要目标
是学习成绩优异，考上理想大学。这
期间自己的位置十分清楚，即学校公
布的考试成绩。个人应根据自己的身
心状况、个性天赋，发挥优势，以勤
补拙，在学校班级中一一超越。在工
作单位，要复杂多了，不同学历、资
历、年龄、性别等成分的人组成，想
要不断进步成长，必须在能力素质、工

作业绩、人际关系、品德修养、群众威
信等方面，见贤思齐，不断超越同事，为
自己进步创造必备的基础条件。尔后，要
抢抓机遇，迎难而上，脱颖而出。

人生位置，因人而异，因时而
异，因地而异，十分复杂。找准个人
人生位置是一门学问，是人生的必修
课。它既是人们一种高层次的认知，更
是人的一种修养、格局和境界！要具
备这种能力和境界，必须学好马克思
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告诉人
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
点、条件为转移，也就是从自己当下
位置出发。它告诉人们，事物都是一
分为二的，要求人们找准位置时，既
要看到实现目标的优势，又要清楚劣
势，既要充满信心，又要不断克服困
难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因和外
因的关系原理，要求人们既要重视依
靠外援帮助，更要靠自己，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记得小
时候老人常告诫我，“不靠天，不靠
地，不靠祖宗，靠自己”，我至今记忆
犹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量变与质变关系
的原理告诉人们人生奋斗，目标要远
大，但实现目标必须从当下位置出发
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拼搏，不
能幻想天上会掉馅饼。

找准人生位置不是目的，目的是
在群体中不断赶超争先。人来一世不
易，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奉献社会，无
怨无悔！定位自己所处人生的位置，绝
不可忽视！

位置
□任流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
在 校 园 中 ， 希 望 花 开 早 ……” 清
晨，阵阵音乐声从泰山区水牛埠社区
泰职第六家属院小广场飘出。几十位
英姿飒爽的舞者，两人一排，迈着矫
健的步伐，一会轻轻伸展长臂，拍打
着双手；一会大鸟掠水，双臂做飞翔
状；一会又双手攥在一起，忽而向
左，忽而向右，步调整齐划一，远远

看去，像装上了同型号的传感
器 。 她 们 虽 然 身 高 、 体
型、服装不同，但脸上都
始 终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微
笑，太极裤在微风中抖
动，银白色头发下的汗水
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微微
反光。

舞者大部分是退休和即
将退休的女教师或者是教师

家属，队伍中年龄最
大的徐玉芳老师已超
过 70 岁，但依然精神
焕发，年龄最小的邵
金平老师是学院优秀
骨干教师，她的女儿
今年参加中考。岁月

能够偷走她

们的胶原蛋白，但偷不走她们眼睛
里的光。她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孝敬父母、相夫教子、勤俭持
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家
庭的幸福，默默奉献着自己。母
爱，像水一样温柔，像空气一样充
斥整个空间，她们，是家庭中的稳
压器。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家属院
坐 落 在 美 丽 宜 人 的 泰 山 风 景 区
内 ， 北 高 南 低 ， 和 泰 山 融 为 一
体。从高处向下看，家属院就是一
个植被茂盛的公园，家属楼掩映在
浓浓的植被中，时隐时现。石榴树
花果期最长，是小区里种植最多的
果 树 ， 现 在 正 是 开 花 结 果 的 时
节，鲜艳的花朵尽情绽放，让人过
目不忘；玫瑰树是园区里种植最多
的花卉，其间插种了月季、牡丹等
部分草本花。花期时，这些花争奇
斗艳。它们气质各异，有的浪漫多
情，有的含情脉脉，有的大家闺
秀，有的小家碧玉，像极了天上的
七仙女。

在家属院走一圈，还有别的惊
喜等着你发现——时下也是杏成熟
的季节，家属院里有十几种杏的品

种，轮番采摘也得20多天，每一颗
杏子都吸收了泰山精华，生得黄中
透红，像一颗颗上等的玉石。一口
咬下去，甜中带酸，酸中有甜，绵
软融合了弹性，清脆可口，一定能
够 满 足 最 挑 剔 的 味 蕾 。 放 眼 望
去，山楂、核桃、苹果、冬枣也已
开花结果，可我最想看到的，是那
片淡淡的金银花。

站 在 家 属 院 小 广 场 南 入 口
处，晨曦中的金银花与舞者的银发
交相辉映，虽然都不争强好胜，但
都是生活中的最强者。金银花没有
艳丽的花朵，低调地绽放在广场的
边角，始终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让
人心旷神怡。它的强大不是追逐潮
流，而是守护那份宁静。它浑身是
宝 ，是 传 统 中 药 材 ，性 寒 味 甘 、归
肺、胃经，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等
功效，常用于治疗外感风热、痈肿疮
毒、咽喉肿痛等病症。

听 着 鸟 鸣 醒 来 ， 数 着 雨 滴 入
睡。我和同事在小区里漫步，闻着
金银花的清香，摸一下李元生老师
养了 17 年的小狗……这就是每天发
生在小区里的故事，在细水长流的
日子里，我们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晨曦中的金银花
□刘铁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