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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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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
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

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
&

武或欢娱的特征。

［关键词］体育史；大射礼；秦汉；嬗变

［中图分类号］Ｇ８１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１４－０５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ａｆｔｅｒ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ＡＩＹ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２．Ｙｏｎｇ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ｙｅｏｎｇｇｉ－Ｄｏ４４９７１４，ＹｏｎｇＩｎ－Ｓｉ，Ｋｏｒｅ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ｅａｔ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ｅｖｅｌ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ｂｅｆｏｒ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ｗａｓａｉｍｅ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ｙ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Ｍｕｓ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ｈｅｒｙ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ｗｅｒ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ｙｓ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ｒｃｈｅｒｙ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ｉｎａｌｌａｇｅｓ，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ｖｅｉｎ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ｗ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ＢｉｎａｎｄＹａｎ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ｗａｓｃａｌｌｅｄａｒｃｈｅｒｙ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ｉ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ｌｏｓｔｉｔ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ｐｉｒｉ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ｏｒ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ｒｅａｔＡｒｃｈｅｒｙＲｉｔｕａｌ；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前言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古代礼

仪则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载体。脱胎于田猎和

军事的“射”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不断演化，至商、西

周时期形成了以提高参与者道德修养为终极目标

的射礼。《礼记·射义》曰：“射者，男子之事，因而

饰之以礼乐。故事之尽礼乐而数焉。以立德行者，

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对此，北宋学者吕大临指

出：“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

义，故大射、乡射之礼，所以习容、习艺、观德而选

士。”［１］由此可见，“射以观德”是古代射礼主旨之

所在。正如彭林先生所言：“儒家的射礼，实际上是

逐步诱导射手学习礼乐，使心志与形态都合于‘德’

的教化过程。”［２］射礼所蕴含的教化价值，使其成为

古代社会涵养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历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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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艺：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射礼在太学举行，乡射礼在地方乡学举行的原因

所在。

周代射礼之中“宾射为重，而大射为大。”［１］１４３８

大射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其“将祭择士”之使命。郑

玄在《诗·小雅·宾之初筵》中注曰：“将祭而射，

谓之大射。”［３］４８０《礼记·射义》亦云：“古者天子之

制，诸侯岁献贡士於天子，天子试之於射宫，其容体

比於礼，其节比於乐，而中多者，得与於祭。其容体

不比於礼，其节不比於乐，而中少者，不得与於祭。”

孔颖达疏曰：“而中多者得与於祭者，此谓大射也。”

又云：“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郑玄注日：

“选士者，先考德行乃后决之於射。”［３］１６８７由此可

见，大射礼的择士标准是容体仪节合于礼乐所体现

出来的道德修养。据此，我们可以缕析出大射礼的

几个要点：（１）以择士为目的。（２）以容体仪节是
否合于礼乐为标准。（３）以太学为举行场地。

“秦汉时期以后，先秦时期存在的三种射礼统

称为大射，赋予了大射礼复杂的属性……大射礼的

属性主要有观德、尚武和欢愉。”［４］那么，秦汉之后

大射礼属性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呢？从研

究现状来看，关于大射礼的研究成果大多止于周

代，其它朝代大射礼的研究则零星散落。王银亭在

研究射箭运动在隋朝的发展时论及了隋朝大射的

开展［５］；王美华在其博士论文《唐宋礼制研究》中，

对唐宋“大射”“观射”仪礼进行了介绍；［６］袁俊杰

在谈及两周射礼对后世射礼的影响时，大致描述了

周代以后射礼的变迁，其中亦包含了大射礼的内

容。［７］３５５由于研究重心不同，这些研究并未对大射

礼属性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对秦汉之后大

射礼的嬗变过程进行梳理，呈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

所呈现的真实属性。

　　一　南北朝“尚武之射”的兴起

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又称后齐）是秦汉之后最

早有关于大射礼记载的朝代。两汉之后，“及至南

齐、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射礼于史籍中仍屡见

记载，当时每年三月三日行小射，季秋行大射，均在

‘射所’举行。”［７］３５６据《隋书·礼仪志》记录，“后齐

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

子及群官坐定，登歌，进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

以出，骅骝令进御马，有司进弓矢。帝射讫，还御

坐，射悬侯，又毕，群官乃射五埒。”其中“一品二品

三十发，三品二十五发，四品二十发，五品十五发。”

季秋大射的仪式更加盛大。皇帝带着大驾，着常服

在七宝辇分成七埒来进行射箭。“第一埒，一品五

十发，二品四十六发；从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

二发，四品三十七发；五品第三埒，三十二发；六品

第四埒，二十七发；七品第五埒，二十一发；八品第

六埒，十六发；九品第七埒，十发。”［８］

从其步骤和内容来看，北齐大射与《仪礼》记载

的周代“大射仪”相去甚远。首先，北齐大射虽有

“登歌”及“进酒行爵”环节，但并未强调乘矢与礼

乐相合，且发矢数量甚多，“尚武之射”的属性更为

突出。再则，北齐大射行于“射所”，应是习射之地，

并非太学。此外，北齐大射仪节为皇帝先射，后百

官按品衔结耦行射，这与东周大射礼的“三番射”毫

无关联。因北齐射礼每年春秋三月三日和九月九

日进行，故亦被称为“三九射礼”。这种模式对唐代

大射礼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隋朝“礼乐之射”的复兴

隋朝初年，文帝励精图治，复兴礼乐制度，在位

时数行大射礼。“（四年正月）甲戌，大射于北苑，

十日而罢。”［９］“（十二年十一月）甲子，百僚大射于

武德殿。”［１０］又如，“（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武德

殿，宴赐百官。”［１０］牛弘的《大射登歌辞》描绘了当

时的射礼盛况。“道谧金科照，时硋玉条明。优贤

飨礼洽，选德射仪成。銮旗郁云动，宝
%

俨天行。

巾车整三乏，司裘饰五正。鸣球响高殿，华钟震广

庭。乌号传昔美，淇卫著前名。揖让皆时杰，升降

尽朝英。附枝观体定，杯水睹心平。丰觚既来去，

燔炙复从横。欣看礼乐盛，喜遇黄河清。”

史料虽未见关于隋朝大射礼的详细记载，但从

《大射登歌辞》中亦能觅得相关信息。“登歌”者，

“升堂奏歌”也。即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

登堂而歌。顾名思义，《大射登歌辞》为描绘大射盛

况的乐辞，可见隋朝对大射礼之重视。“优贤飨礼

洽，选德射仪成。”说明当时隋朝大射对德行修养的

重视。“乏”为获者避矢之物，“正”为候中间所画

的方框。“三乏”“五正”说明了隋朝大射的规制。

“鸣球”为击响玉磬，“华钟”即装饰华丽的编钟。

说明隋朝大射强调了礼乐因素。“揖让皆时杰，升

降尽朝英”说明行射之时揖让升降，恭谦有礼。“丰

觚既来去，燔炙复从横”则描绘了大射之时宴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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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从《大射登歌辞》的内容来看，隋代大射并亦

未在学校举行，但较北齐而言，隋代大射“礼乐之

射”的属性更为突出。

　　三　唐朝“欢娱之射”的渐变

唐代在沿袭隋朝礼乐之风的基础上，秉承北齐

“三九射礼”之习俗，根据古礼将大射礼制度化，使

大射礼重新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形式。唐代礼制将

大射礼编入军礼，设有“皇帝射于射宫”和“皇帝观

射于射宫”。与后齐三九射礼重视“习武”不同，唐

代大射礼更重视礼乐教化。我们可以查看“皇帝射

于射宫”的仪轨构成来了解唐代大射礼的具体

属性。

１．陈设：前一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鼓吹令设
十二案於射殿之庭，以当月之调，登歌各以其合；东

悬在东阶东，西面，西悬在西阶西，东面；南北二悬，

及登歌，广开中央。（避箭位也。）张熊侯，去殿九十

步，设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乏，侯边避矢物，以

革为之，高广七尺。先有垛为之，则不设。）设五?

庭前，少西。（?，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半，龙首

蛇身，以委矢。）布侍射者位於西阶前，东面北上。

布司马位於侍射位之南，东面。布获者位於乏东，

东面。侍射射位於殿阶下，当御前少西，横布，南

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门外。陈赏物於东阶下，少

东。置罚丰於西阶下，少西。（丰，所以承罚爵，形

似豆大而卑。）设罚樽於西阶西，南北以堂深。设篚

於樽西，南肆，实爵加幂。

２．会礼：其日质明，御服武弁出，乐作、警跸及
文武侍卫皆如常仪。文武官俱公服，典谒引入见，

乐作及会如元会仪。酒三遍，侍中奏称：“有司既

具，请射。”又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王公以

下皆降。

３．御射：御欲射，协律郎举麾，先奏鼓吹及乐驺
虞五节，御乃射，第一矢与第六节相应，第二矢与第

七节相应，以至九节。协律郎偃麾，乐止。千牛将

军以矢行奏，中曰“获”，下曰“留”，上曰“扬”，左曰

“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扬谓矢

过侯，左右谓矢偏不正也。）御射讫，千牛将军於御

座东，西面受弓，退付千牛於东阶上。千牛郎将以

笥受决、拾，退奠於坫上，复位。

４．侍射：侍射者进，升射席，北面立，左旋，东面
张弓，南面挟矢。协律郎举麾，乐作，不作鼓吹。奏

乐?首三节，然后发矢。若侍射者多，则齐发。第

一发与第四节相应，第二发与第五节相应，以至七

节。协律郎偃麾，乐止。射者右旋，东面弛弓，北面

立，乃退，复西阶下位。（其射人多少，临时听进止。

若九品以上俱蒙赐射，则六品以下后日引射，所司

监之。）司马升西阶，自西楹前，南面挥弓命取矢，降

复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於东阶下，侍射者矢

加於?，北阔。侍射者释弓於位，庭前北面东上。

５．赏罚：所司奏请赏侍射中者，罚不中者。侍
中称：“制曰可。”所司立?之西，东面，监唱射矢。

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东阶下，西面北

上；不中者立於西阶下，东面北上。俱再拜。所司

於东阶下以次付赏物，受讫，退复西面位。酌者於

罚樽西，东面酌，进，北面跪奠於丰上，退立於丰南，

少西。不中者进丰南，北面跪取丰上爵，立饮卒爵，

跪奠丰下，退复东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虚爵，酌奠

如初。不中者以次继饮皆如初。

６．礼毕：典谒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
相对为首，再拜讫，引出。持虷队复位。御入，奏乐

警跸如常仪。所司以弓矢出中门外，付侍射者，引

出。［１１］（如没有侍射者，则不设置?，也不设置赏物

和罚尊。皇帝燕游的小射着长服，不陈列乐悬，不

进行会礼，王公以下行事结束以后向北再拜的仪式

也省略）

虽然“皇帝射于射宫”被编入军礼，但并未呈现

“主皮之射”的尚武性格。从行射方式来看，皇帝在

御射中呼应《驺虞》演奏进行乘矢，其他射者呼应

《狸首》演奏进行乘矢，是“礼乐之射”的典型形态。

在唐朝，皇帝每年三月三、九月九和百官一起举行

大射礼已成定制。如“贞观三年三月三日，赐重臣

大射于元德门。”“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观德殿，赐

群臣大射。”又“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门观百

僚射。至八日乃止。”此类记载在《通典》中多次出

现。然而，仅凭这些简短的记录很难确定唐朝“三

九射礼”执行了“皇帝射于射宫”的仪礼轨范。换

言之，唐朝实际施行的大射礼并不一定具备“皇帝

射于射宫”同样的仪礼属性。开元八年，大臣许景

先主张废止“三九射礼”的谏言则为我们提供确切

的答案。

“近三九之辰，频赐宴射，已著格令，犹降纶言。

但古制虽在，礼章多阙，官员累倍，币藏未充，水旱

相仍，继之师旅，既不以观德，又未足威边，耗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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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选诸侯，以射饰礼

乐，以射观容志，故有驺虞、狸首之奏，采苹、采蘩之

乐。天子则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为节，卿大夫

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皆审志固行，德美事

成，阴阳克和，暴乱不作。故诸侯恭士，亦试于射

&

，容体有亏，则黜其地，是以诸侯君臣，皆尽志于

射，射之礼也其大矣哉！今则不然，众官既多，鸣镝

乱下，以苟获为利，以偶中为能，素无五善之容，颇

失三侯之礼。凡今一箭偶中，是费一丁庸调，用之

既无恻隐，获之固无惭色。”［１２］

在许景先看来，当时盛行的三九射礼与“以射

选诸侯，以射饰礼乐，以射观容志”的大射礼相去甚

远，故并未称之为大射，而是称其为“宴射”。“素

无五善之容，颇失三侯之礼”的形容说明三九射礼

并未合于“皇帝射于射宫”之礼制。许景先谏言后，

三九射礼被废止。此后在开元二十一年九月九日

有过１次复行记录，此后再无施行记载。由此可
见，虽然唐朝大射礼的步骤已经体系化，但实际按

此仪轨施行的事例几乎没有。唐开元年间盛行的

射礼并未在太学进行，也没有关于“容体仪节合于

礼乐”的要求，其属性与“燕游小射”很相像，其实

质是由燕射演化而成的宴射形式。

　　四　宋朝“欢娱之射”的继承

宋朝徽宗正和年间（１１１１－１１１７）编撰的《正和
五礼新仪》中，将“皇帝射宴仪”编入嘉礼，唐朝开

元二十一年以后废止的大射仪得以复行。宋朝制

定大射仪式是在太宗年间（９７６－９９７），《宋史·礼
志》中有如下记载：

“大射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仪

注。其群臣朝谒如元会。酒三行，有司言‘请赐王、

公以下射’，侍中称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于

殿下，王、公以次射，开乐悬东西
'

，设熊虎等侯。

陈赏物于东阶，以赉能者；设丰爵于西阶，以罚否

者。并图其冠冕、仪式、表著、聅埒之位以进。帝览

而嘉之，谓宰臣曰：‘俟弭兵，当与卿等行之。’……

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从官

再拜奉觞、贡马为贺。预射官中者，帝为之解，赐袭

衣、金带、散马，不解则不赐。苑中皆有射棚、画晕

的。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绯紫绣衣、帕首，分立

左右，以唱中否。节序赐宴，则宗室、禁军大校、牧

伯、诸司使副皆令习射，遂为定制。外国使入朝，亦

令帅臣伴，赐射于园苑。”［１３］

从上面内容来看，宋朝“皇帝射宴仪”主要是指

皇帝到宫闱外的池苑游玩或者外国使臣入朝时进行

的射礼仪式，其大体的步骤时酒宴之后分组射箭，射

中和不射中者进行赏罚，皇帝没有区别对待。史料

中有如下宋朝大射礼施行的记载：“乾道二年二月四

日，车驾幸玉津园，皇帝射讫，次命皇太子，次庆王，

次恭王，次管军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发，帝

前后四中的。”［１３］又如“淳熙元年九月，车驾幸玉津

园，命从驾文武官行宴射之礼，皇太子、宰执以下，酒

三行，乐作，皇帝临轩，有司进弓矢，皇帝中的，皇太

子进酒，率宰执以下再拜称贺。宣皇太子射，射中，

赐。宣预射臣僚射，使相郑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环

卫官萧夺里懒射中，各赐袭衣、金带。”［１３］

上面两个关于大射的事例都是皇帝出宫到郊

外的射猎场游玩时候进行的宴射礼，射礼场所不在

太学，而是在“玉津园”等郊外射猎场所进行。从史

料记载来看，宋代大射亦是由皇帝先御射，皇太子

以下的王公贵臣按次序侍射。亦未强调行射合于

乐节，其实质和“燕游小射”相似，实际上是对唐代

大射“欢娱之射”属性的继承。

　　五　明朝“尚武之射”的嬗变

明朝将大射编入军礼，《大明会典·卷五十一》

有关于大射仪轨的详细记载：“国朝次第行之。诏

成均博士弟子及郡县庠序之士，皆使习射以俟贡

举。而凡遇郊庙之祭，先期命文武官执事行大射之

礼。其仪具后洪武三年定。前期，戒射定耦、选执

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请射、举爵、收矢、

执旗、树鹄，陈设如图仪。是日，执事者入就位。请

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员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

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于各正官及司射前。请射

者诣正官前圆揖毕。引诣司射器前、授弓矢毕。引

复本位。司正执算入立于中后。请射者诣司射前

曰：‘请诱射。’引同射二人耦进。各以三矢于腰

带之右。以一矢挟于二指之间。推年齿相让。年

长者为上射。年幼者为下射。上射先进诣射位、向

鹄正立。发矢、司正书中。投算置于中。举旗者举

旗如式。上射射毕。退立于傍。让下射者诣位。

发矢书中举旗如前。请射者俱引复位。收矢收者

收矢、复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请射者次请士民

俊秀射。次请官员子弟射。次请品卑至高品者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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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射位、发矢、取算、书中、举旗、收矢、复位、皆如

式。俱毕。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

举爵者酌酒授中者如式饮讫。请射请属官以下仍

捧弓矢纳于司射器还诣主射正官前圆揖而退。”［１４］

从这段关于明朝大射的仪文中可以看到，其与

唐宋时期的大射相比，宴饮欢娱的属性得到了弱

化。明朝大射礼的时间设为“郊庙之祭”时，与宋代

在射猎场所游玩时举行的宴射完全不一样，仪礼属

性更为严谨。然而在这段仪文中，亦未发现“容体

仪节是否合于礼乐”的要求。《明史·礼仪志》中

的记载则更为清晰地介绍了明朝大射的属性。“太

祖又以先王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

士多未解，乃诏国学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颁仪式

于天下。”［１５］由此看来，明代大射强调的是习射，

“尚武之射”的属性更为明显。

从秦汉之后中国历代大射礼的变迁来看，周代

大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

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的特征已不复存在。秦汉之

后没有在太学举行过大射礼，亦无大射礼时兼行取

士的记录，对“容体仪节合于礼乐”的要求也没有严

格执行。可以说，周代大射礼“考德择士”的属性在

秦汉之后渐为消迨，更多地呈现出尚武与欢娱的特

征。南北朝时期，北齐大射呈现出“尚武之射”的属

性；隋朝在文帝复兴礼乐的背景下，“礼乐之射”的

特征稍显回归；唐宋时期，大射属性渐变为宴饮之

时的“欢娱之射”；明朝大射实为强调习射的“尚武

之射”。大射礼发轫于殷商，兴盛于成周，消亡于满

清，延绵几千年，历史之悠久为其他传统体育活动

所难及。期望本研究能让更多体育同仁了解大射

礼发展嬗变过程的同时，增添一份对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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