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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看到“博戏”二字时，多数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把它与赌博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许多博戏本身并非
赌博，只是人类在其形成后把它们用作了赌博的手段而已。
当然，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博戏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外，其结果是要以榆赢来
判定的，而且往往会伴以钱、财的押注.因此这类游戏活动多数是带有赌博色彩的。
对于博戏的产生时间，有人认为在三皇五帝时就出现了，其根据是《神仙传》中记载了汉武帝时神仙
卫叔卿曾与远古的洪崖、许由、巢父等人博戏于华山石上；也有人认为产生于夏朝，说是夏朝的大臣
乌曹发明的；还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其依据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帝武乙无道，
为偶人，谓之天神。
与之博，令人为行。
天神不胜，乃谬辱之”。
对于中国博戏的源流演变，麻国钧先生说道：“中国博戏主要由一大主流、两大支流汇合而成。
一大主流是以骰子的来龙去脉为标志的。
骰子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历程。
两大支流为诗牌与叶子戏。
当骰子以及由它的发展变化而带来的种种博戏演进到唐末时，忽然异峰突起，出现了叶子和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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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斗蟋蟀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它以其独有的趣味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及
市井百姓。
有人把斗蟋蟀列于花鸟鱼虫四大雅戏之中，它在民间各类斗戏中兴起得较晚，却对东方文化有着深远
的影响。
 本书力图探求斗蟋与古代哲学、社会生产和生活、民间习俗及文学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多角度地描述
这一独具风格的文化现象，从中挖掘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古代昆虫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唤起人们对
昆虫的喜爱，对大自然的保护，对文化的崇尚，这便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和希望。
 　　在我国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中，博戏文化极为丰富发达，如蹴鞠、马球、围棋、象棋、
麻将、叶子戏、斗鸡、斗蟋蟀等。
千百年来，这些汇聚着古人智慧与心血的传统博戏，述说着中国古代文明一个又一个不老的传奇，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风情的博戏文化。
　　该套丛书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博戏发展的源与流，探寻我国古时的社会形态，通过对游戏的介绍，
见证过去的岁月与世间万象。
该套丛书文辞自然流畅，资料翔实丰富，图文并茂，既有学术的深度，又给人阅读的审美快感，让读
者在轻松之中领略古代游戏穿越历史走到今天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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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斗蟋蟀的历史源流斗蟋蟀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游戏，历史十分悠久。
在2500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豳风?七月》之篇，篇中写道：“五月螽斯动股，六月沙
鸡（还是螽斯的一种）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
”可见细心的人们很早就已经把螽斯与蟋蟀的活动同季节联系起来。
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螯”，亦写作“蛩”，音琼。
蛩，指蝗虫一类昆虫。
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
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
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
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
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从“蟋蟀”之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
的音乐般的鸣声。
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
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促其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
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日：“趋织鸣，懒妇惊”。
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
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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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跟魏光洁老师约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初春时节，脱稿时却已经是2008年末了。
时间走得好快，在埋首资料，夜以继日地赶稿子的间隙里，我时常会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童年，想
起童年里的夜晚，在故乡打谷场上，我躺在父亲的怀抱里，倾听着天籁般的虫鸣声⋯⋯那些个夜晚是
那样的美，连呼吸都变得格外畅快，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我为之迷醉。
关于鸣虫和斗蟋的认识，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前辈和行内的高手已经借助他们各自的著
作讲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
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和专业知识难以与他们相比，但是，我还是竭尽全力地写完这本书。
如果说学术与文化的探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的话，那么我希望我能为这个工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对手头的大量资料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整合，以期能给读者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
引导。
我在求大同存小异、总结前人心得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体会，写成了这本书。
在写作和编撰过程中引用了许多专家学者、行家和前辈们的资料，在此表示诚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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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踞地斗蟋蟀》讲述“古代博戏文化”丛书以盛行于古代中国的博戏文化为具象予以深入的探讨，从
而寻找其与现代游戏及人文的历史渊源，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
作者在写作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既多方面揭示，又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做
到通贯古今。
博戏研究始终将具体对象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使今人领略我们的先人生存和生
活的魅力，以及品味和领略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博大意蕴，并为它的传承和健康发展铺石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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