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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流变刍议

樊天波，张犇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00

摘要：马镫是马具中最重要的组件，对降低驭马难度和促进骑兵发展曾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游牧文化的重大

发明之一。内蒙古地区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流频繁的区域。以梳理影响内蒙古区域马镫造型流变的内因和外因，

通过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田野考察和对出土文物的建模及受力分析，探赜内蒙古区域马镫造型流变的成因，从生理和伦理的

角度对于马镫的设计流变规律进行具有人文性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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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 Opinion on the Rheology of Stirrup 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Region
FAN Tianbo, ZHANG Be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irru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the harness, and it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controlling the hors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valry, which was ev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ventions in nomadic culture. Inner Mongolia borders the Outer Mongolia in the north and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south,
and it has been an area wher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have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Han people since ancient times. When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 and rheology of the stirrup shape, Inner Mongolia is also the most ideal reference locatio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heology of the stirrup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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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从马镫的出现到如今形式的固定，可

视为是骑兵辉煌时代的助推器，因为其形制的出现，受

到了骑兵装备演变和需求的深刻影响。不过笔者在相

关文献检索中发现，该观点似乎并不能作为决定马镫

造型流变的主要推动力，因为从根源上分析，马镫的核

心功能是帮助人们降低驭马难度，为骑者提供更加有

效的辅助，所以人们在驭马时对马镫不断产生的新需

求成为了马镫形制流变的原动力。

一、有关马镫源起的探析

在交通工具欠发达的古代，马镫的发明极大降低

了驭马的难度，对此，英国科技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曾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

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1]。

（一）出土实物中的马镫

对马镫的源起，目前最主流的思想是林恩·怀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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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Joseph Needham）①倡导的“中国起源说”，因

此，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作为马镫的发明者应是有一

定依据的，但具体是由哪个民族发明，至今未有定论。

相关研究发现，早在公元 4世纪，马镫应已出现。

我国目前最早发现的马镫，是出土于辽宁北燕冯素弗

墓中的鎏金铜片包裹的桑木心马镫。20世纪 50年代

末，在长沙一座晋惠帝永宁年间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组

14个骑吏俑，其中 3个俑马的左侧有 3个三角形的小

镫，说明此时马镫已被较为广泛地使用。

（二）文献史料对马镫的记载

《说文解字》释：“镫，锭也，从金登声”，宋徐铉注曰

“锭中放有蜡烛，为一种灯具”，清段玉裁注“广韵曰，豆

有足曰锭，无足曰镫”[2]。说明至东汉时期，马镫还没

有成为一种被普遍应用的物品。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镫”具有马镫意义的文献有

南朝宋刘义庆所作的《世说新语》，在第十章《规箴》中

记曰：“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贴镫”[3]；梁萧

子显《南齐书·张敬儿传》中记有一位叫刘攘兵的人曾

“寄敬儿马镫一只”[4]，在该文献《武十七王·庐陵王子

卿传》中，记有齐武帝责备其子萧子卿挥霍奢侈过度之

语，曰“纯银器具，乃复可尔，似作镫亦是银”[5]；梁简文

帝《紫骝马》诗中亦云：“贱妾朝下机，正当良人归，青丝

悬玉蹬，朱汉染香衣”[6]。北周王褒《谢奔马》亦有“黄

金作工，足度西河；白玉为镫，方传南国”[7]等。

上述记载马镫含义的文献年限都在公元301年之

后，可见其时马镫的传播并不广泛，但史料中记载的马

镫均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其用料包括玉、银、金等名贵

材料。之所以马镫的应用早于记载年代，是因为马镫

的出现到精细装饰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发展与传播过程。

二、由单一到杂糅：对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

分析

关于马镫造型流变的看法，多数学者倾向于基于骑

兵和战争的需求。以笔者管见，战争和骑兵固然是引起

马镫形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马镫的发明

天生就是为骑兵而准备。从单纯处于功用的马镫到形

制杂糅的马镫，在这一演化过程中，马镫对骑兵的影响

显然没有占据主体地位，但却促进了马镫形制的演变。

（一）内蒙古区域马镫的基本形制

马镫是马具的重要组件之一，马具由后鞧、稍绳、

马镫、鞍韂、前鞧马、辔头、马笼头、马叉子、马鞍等构

成，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马鞍，其次是马镫，再次是马笼

头，见图1。马镫作为马具的重要组件之一，其最初的

作用就是便利骑者上马，降低驭马的难度。

古代中国的北方，环境条件恶劣，而蒙古马对恶劣

天气具有天生的适应能力，虽体形偏小，但耐力十足，

因此成为了当时主要的饲养马种之一。对一个熟练的

骑手而言，马镫的作用实际上远不及马鞍，但有了马

镫，则更便于骑手在马上休息或奔跑。基于此，笔者认

为，马镫的起源时间应在马鞍之后，且是作为供初学者

学习驭马的一种简单辅助工具，最初采用的材料应是随

处可见的藤条编织品、皮毛编制的绳子等临时性材料[8]。

马鞍稍绳的作用就是固定货物，以保持两侧平衡，

同时兼具一定的装饰作用，见图 2（图片来源于《蒙古

民族鞍马文化》）。因初始的马镫材料与稍绳类似，马

①林恩·怀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

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图1 内蒙古地区马具的主要配件

图2 稍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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镫的初始形状是否在起到固定马鞍的作用之余，用绳

子打结而成，值得进一步考察。南宋《黑鞑事略》记：

“只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镫亦挖剜木为之”[9]。由

于当时蒙宋对立，因此描写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但可

以推断出此时蒙古马具的制作水平仍比较粗糙。

综上所述，内蒙古区域马镫的出现及初始功能，应

可确定为因骑者在利用绳结达到快速上马的目的时而

逐渐被关注，但对此时马镫的形制尚无具体信息。

（二）由简单到复杂的内蒙古区域马镫

在游牧民族的观念中，尽管马鞍与马镫都是马具

的一部分，但无论是材质、工艺，还是装饰，对马鞍的关

注度远大于马镫。事实上，马镫作为马鞍的辅助器具，

其作用也应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除了马镫，一套齐

备的马鞍辅助器具还包括肚带、扯肚、鞍屉、鞍垫、鞍

花、鞍韂、镫磨、梢绳、压钉、攀胸、后鞧及铃铛。

虽然如今内蒙古区域的马镫无论是材料的选择，

还是制作工艺都已趋现代化，但是在笔者考察中发现，

一些牧区的手工艺人在制作马鞍时仍然运用木材，因此

基本可以确信最初的马鞍是以木质或皮革、藤条为材。

内蒙古牧民用动物皮毛所编制的带子，充当着绳

子的功用，既可固定物品，也可作为腰带，见图 3。由

于用料为动物的皮毛，尽管依靠技艺将其糅制为“绳”，

但其状态蓬松，并不适合作为长期链接马镫与马鞍的

镫带，因此在内蒙古民间出现了一种加固动物毛发编

织成绳子的方法。即在编织绳子时，加入羊油，以增加

毛发之间的紧密度，从而达到增加韧性的目的。笔者

还发现，经过羊油加工的绳子易招来蚊虫，且在高温下

会出现融化问题，在保存上出现一定的难度，而且抵抗

风化的能力不强。再者，藤条、木制马鞍不仅承重力较

差、易碎，而且极易缠住骑者的脚足，造成坠马的风险。

基于此，笔者认为，由纯自然材质马鞍向混合材质

马鞍过渡的时间不会太长，而在技艺和材料极为匮乏

的古代，受这种客观制约，也促使内蒙古区域马镫的形

制由最初镫带为主的样式，逐渐过渡为绳子与物体链

接的混合式。

三、由多元到统一的内蒙古区域马镫

内蒙古马镫的形式并不固化，而是呈现出多元的

面貌，尤其是其中的镫环、镫柄的多样性最为显著。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立坤研究员及日、韩一些学

者认为，木镫分为曲木、揉木、斫木3种制作方式，并由

此形成马镫种类的3种谱系。在笔者看来，这3种方式

只可能是随地取木所形成的制镫方法不同而已，并不

足以成为划分马镫谱系的佐证，不过将此作为考察马

镫造型流变的依据，还是有必要的。在此，笔者从人的

生理尺度与伦理角度，剖析人为因素对内蒙古马镫造

型流变的影响，以期得出马镫制作的功能样式从多元

到统一的缘由。

马镫的作用是辅助骑行，不仅可帮助骑者快速、方

便地上马，在骑马时还可保持人的平衡，特别是在奔跑

时，骑者半站在马镫上，可以有效地减轻因振颠对人体

内脏器官的伤害。可见，马镫形制的流变正是依随骑

者不断的需求而形成并确立的。

（一）生理尺度对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影响

人体的生理尺度对马镫形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

马匹的熟悉程度和骑行的姿势上。少数民族天生与马

为伴，往往上马的方式都是一跃而上，“儿能骑羊，引弓

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10]，但这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和

所有的马，而且古代武士身穿甲胄或遭遇突发情况时，

这种上马方式并不现实。因此，马镫的出现和最初的

形制应作为一种帮助骑者快速上马的配件，因而用料

极其简单，只是作为借力的一种物件。

游牧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扩大放牧牲畜的数量，

但牛羊群数量的增长，在带来充足食物和财富增加的

同时，也加重了牧民的负担，牧民放牧的空间距离也逐

渐由最初的几平方公里扩大到几十平方公里，这大大

增加了骑马的时间，作为方便腿部休息的重要承载物，

马镫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马镫的材料也因此从柔软

的材料转换为木材、藤条等较为坚硬的材料，以方便牧

民通过蹬踏的方式放松下肢。图3 由马鬃编成的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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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是笔者所做的静力分析，马镫造型的来源是

根据蒙古国肯特省Duulga匈奴墓葬出土马镫模型所

进行的技术复原，见图5。据考证，该马镫的年限大约

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是目前较早的马镫外

形出土物证。

通过图4的分析。笔者尝试粗略计算一个成年的

内蒙古男子施加给马镫的最初始压力（根据国家2018

年统计，现实内蒙古成年男子的平均质量为75 kg）。

由于马匹所处的状态不同，骑者的骑乘状态和对

马镫的使用状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静态站立时的

马匹是骑者最轻松的状态，此时的马镫只作为上马时

的支撑点和放松下肢的配件。马匹在行进中分为走和

跑 2 种主要状态，而跑又分为小颠步、快步颠步和跃

跑，这时才显示出马镫作为辅助性的骑行配件时的重

要作用。

笔者依据上下马、行走和奔跑3种行为，分别设定

90°、前倾 30°和后倾 30°3种状态，对马镫进行了受力

分析测试。通过测试得出：骑者单脚上马时对马镫形

成的压强是双脚的2倍，受力最大的2个部分分别是镫

鼻与镫边的连接处，此时马镫受力后容易产生形变的

部分是镫盘；当人骑在马上慢跑时，人的腿微微向后弯

曲夹紧马腹身体微向前倾，此时马镫的受力主要是镫

盘，容易发生形变的地方是镫环。

骑者在快速奔跑时，其状态是近乎站立于马镫之

上，此时受力最大的位置是镫鼻与镫边的结合处，容易

发生形变的是镫边与结合处，见表1。对此，历史上的

马镫形制出现过相应的改变，如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

马镫便是以铜包裹木芯；山东青州出土的马镫也是以

金属加固木质的拼接处。此外，元代还出现了用铁整

体浇筑加固镫体的方法，以增强马镫的承压力。

针对底部形变的问题，一般在设计镫盘时采用弯

曲加宽处理的方法，增大受力面积，以减轻镫底的压

力，从而达到增加稳定性的目的，这在出土的唐代马镫

比较多见。

针对镫鼻受力形变的问题，一般是在镫边与镫鼻

连接处做加固处理，加固的方法主要为3种形制：加固

图5 蒙古国肯特省Duulga匈奴墓葬出土马镫模型

表1 马镫形变位置及其改进

形变位置

镫体形变

镫盘

镫边与镫鼻

结合处

改进方式

采用金属加固或整体浇筑

镫盘加宽弯曲，增大受力面

积

1. 加装镫柄；

2. 改为镫孔造型；

3. 接口处变为活动式

样式

图4 马镫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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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镫柄的马镫；在镫边顶部加粗，使外部镫鼻为内部

镫孔，加粗后的镫孔还可以进行雕刻装饰；活动式链

接②，这在清代后期多有出现，但此种形制的马镫多为

贵族人物所有，偏向于装饰，不具有普遍性。

（二）伦理因素对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影响

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流变，不仅要与人体生理

尺度关联紧密，人的伦理因素也应被作为研究马镫形

制变化的重要角度。以蒙古族的视角来考量，伦理因

素主要包括了服饰、习俗和等级等。

1. 蒙古族服饰与马镫形制的相互适应

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游牧民族服饰便

于骑射的优点广为人知。游牧民族的服饰与骑者之间

的关系不仅是单纯地适应，而且也对马具的形制产生

影响，这在马镫的制作上有明显体现。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日常多着皮靴，这一传统一直

延续至今。蒙古靴的材料主要为动物皮毛或毡制品，

现代意义的鞋并没有在蒙古得到普及③。由于受蒙古

人的习俗和生活环境的制约，皮革制成的宽大靴子极

受牧民的喜爱，一是因为皮靴不仅可涉水、踏雪、防虫、

御寒，在脚外与腿上裹布时穿着也比较方便；二是因为

皮靴结实不易变形，使脚部与马镫能更好地贴合，便于

勾踏马镫[11]，而且，皮革的坚韧还可以避免脚与金属马

镫直接摩擦，以达到保护脚踝的功用，在骑马出现意外

和征战归来时脱换非常省力，也是皮靴受到蒙民喜爱

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些便利和优势，在内蒙古区

域的马镫造型中，均专门设有一个宽大的镫堂，以便肥

大的毡靴踏镫而不至于挂靴，如冯素弗墓中的马镫，镫

宽 16.8 cm，高 23 cm，镫堂宽阔，见图 6。但这种形制

在南方则并不十分明显，如首都博物馆藏的明代嵌丝

龙首吉祥纹铁马镫的高只有16.5 cm，可见内蒙古区域

马镫的镫高远高于中原区域，见图 7。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虽工艺上的区别显而易见，但因人种所带来的

服饰尺度的变化，则是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

2. 游牧习俗对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影响

习俗对马镫形制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北方游牧民族

的日常用马习惯中。上文提及马鞍在骑乘的舒适度上

远超于马镫，但在高速奔跑中，骑者要一边骑马一边射

箭，这时的马镫便发挥出马鞍不能比拟的作用。

蒙古族传统的布里亚特式射箭方式是以左脚为着

力脚，身体向左转90°以上进行射箭，身体转向的角度

与马的速度和场景直接关联，如在狩猎与战争中并不

一致。尽管射箭姿势的差异会导致受力脚改变对马镫

的踏提方式，但对作为承受发力脚的马镫要求，坚固耐

用一直是第一选择。由于过长的镫带易受制作工艺和

自然风化等要素的影响，因而会出现因频繁使用，使马

镫受力脱落的现象。对此，最佳的改进方式便是增加

镫柄的长度，减少镫带的使用或增加镫带的坚韧度，这

与族群的社会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是长柄马镫

在历史上出现的原因之一。

此外，内蒙古区域的马镫还有一种特别的作用，即

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可作为武器或其他工具，如在野外

举行燔柴仪式时，用作拨火工具，是非常便利的（长柄

马镫的器形大于无柄马镫），见图6—7。

由于马镫在应用中与鞍韂发生摩擦，容易伤及马

匹柔软的腹部，在制作中，一般在鞍韂与马镫接触磨损

②此类马镫笔者在呼和浩特的古玩城里见过一次，据收藏者讲述为其清代祖上流传。镫环与镫体活动链接方式在古代出土马镫实物中尚属

首次，目前实物只可追溯到清，具体文献记载尚须相关考证。

③笔者结合田野调查和查阅罗布桑却丹撰写的《蒙古风俗鉴》发现，古代蒙古人的靴子一直便处于不合脚的状态，通常是比自己的脚大，究竟

是技术粗糙无法制作，抑或是材料限制了手工艺的发货，原因尚欠缺考证。蒙古族穿着现代意义上的鞋与靴子应不早于清朝，在清朝的康雍

乾时期关于汉民内迁的政策，使得蒙古族不仅可以购买汉货，民族习惯、风俗和穿着也在与汉族、满族的交流中变得更“现代”了。

图6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马镫 图7 明代嵌丝龙首吉祥纹铁马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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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的地方，使用坚韧的皮革加固，形成镫磨，这就

必须在考虑马镫左右摆动程度的同时，延长镫磨的上

下边缘，以适应长柄马镫，不过，这也使制作马具的成

本增加。与长柄马镫相比，无柄马镫无论是在金属材

料使用还是镫磨用料上耗费更少，这也更加符合经济

实力比较薄弱的内蒙古牧民的客观情况。

3. 等级秩序对内蒙古区域马镫形制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时期，因身份等级的差异，马镫的形制

与用材的优劣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蒙古贵族将对马的装饰视为展示自身地位和实力

的重要载体，精致华丽的马具必不可少，马镫也理所应

当地包括其中。这也使内蒙古区域马镫的形制和材料

出现明显的差异，当然也很好地解释了出土的元代马

镫中，既有华贵十足的马镫，也有“剜木为镫”的现象。

《北狄广记》曰：“为造甲胄一副，酬以一驼，…虏刀

以炼铁为之，如三十斤只炼得十三两…”[12]，可见蒙古

地区材料稀缺且技艺低。由于贵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生

产资料，因此民间也出现了以低级材料模仿高级材料

的现象，如长柄马镫的用料多，且混合材质不耐用，使

平民模仿贵族的马镫外形来制作，如出土的辽代平民

用马镫，造型简单，镫盘位置有明显加宽，见图 8。与

上文的马镫相比，既无精美的装饰和雕刻，也无冯素弗

墓中马镫的鎏金技法，纯粹为了功能需求以粗制铁器

仿制，造型粗朴，马镫并无长柄以节省材料。

四、结语

内蒙古区域自古便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

的交流前沿，相互间的交往密切，也因此出现了诸多的

杂糅现象。源起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马镫在2种文化的

不断交融中，经历了由不固定的功能、造型单一的状态

到形式多样的杂糅状态，再逐渐演变成为样式虽多变

但形制基本统一的马镫。

尽管诸多学者对马镫的源起及单双镫的发展还有

不同的推论和验证，但笔者旨在通过对骑者在不同驭

马场景下对马镫需求进行分析，目的是探究内蒙古区

域马镫源起与流变的大致线索。笔者认为，在生产力

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区域，功能性是造物观念和实体

出现的根本动力，而通过对人的因素与具体造物关系

的解析，在探赜影响内蒙古区域马镫造型流变的内因

和外因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发掘内蒙古区域游

牧民族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寻常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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