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是距今最近，也是留存文献、档案等史料最多的一个王朝，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中，有一段持续百年的

文献载述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冰嬉大典。清代冰嬉，已经由自发组织的冰上娱乐活动，发展为按例举行的

军事盛典。自乾隆七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清代冰嬉在北京的太液池（三海）制度化举行近百年，成为中国

传统体育史以及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也是清代北京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的“北京记忆”项目旨在构建信息时代北京的数字记忆。它综

合运用人文历史、艺术审美、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方法、技术与工具，按照北京历史文化

特有的结构形态，以专题为中心，通过整合文化资源的数据库建设、阐释北京文化性质的网站内容建设与传

播平台搭建，从整体上呈现和沟通“老北京”的历史魅力与“新北京”的精神风貌，构建数字化的北京记

忆。冰嬉大典，即为其中的一个闪耀着夺目光环的数字化“北京记忆”。

▲北京记忆“冰嬉”专题网站首页

 

爬梳史料，还原历史
清代冰嬉的历史尘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档案之中，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勾勒冰嬉发展的历史原貌，是首

要任务。为此，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优势，整合清史研究所的研

究力量进行学术攻关，通过对清代实录、起居注、政书、清人文集、画作以及清代档案等多种史料的爬梳整

理，以实事求是的史学研究来探究和发掘冰嬉的历史，进而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揭示清代冰嬉的独特价值和

历史意义。

清代冰嬉代表着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发展的高峰，在制度化条件下曾长期持续运行达百年，堪称中国古代冰上

运动史上最具现代体育特征的运动形式，也是可与奥运会、冬奥会等世界级体育赛事活动相媲美的中国传统

赛事模式。冰嬉本为满族国俗，自乾隆朝形成制度，中经嘉庆、道光两朝，前后实际运行约百余年；其以八

旗冰上竞技、表演为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竞技体育特征。清代冰嬉可纠正学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传统体育

运动持续时间不长，缺乏竞技性的传统观念。

清代冰嬉可谓清王朝盛衰的晴雨表。冰嬉运动的制度化是清王朝国力鼎盛、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冰嬉的衰

落则是王朝经济走向困窘，政治虚弱无力的典型表现。冰嬉还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乾隆帝将冰嬉由



关外时代的满族国俗转化为举朝欢庆的重大庆典，标榜农事与武事并重的文化基调，从而以宫廷体育运动的

方式实现满汉文化的合流，体现了清代君主在解决满汉民族矛盾问题之时的立场、思路与策略。

冰嬉大典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彰显祈祷天时、与民同乐、事亲孝谨、以德教化等人文理念，清代

冰嬉不仅是规模空前的宫廷体育赛事，而且是清王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象征，是清代君主标榜王朝一统、经

济富庶、社会稳定、军事强盛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外彰显王朝形象，进行国际交流，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方

式和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深入探究。

▲清 张为邦.姚文瀚合画冰嬉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数字技术，再现历史
传统的历史研究有助于还原历史，新兴的数字技术则致力于再现历史。当代中国，数字人文正在引领文化领

域的数字化转换，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将计算机方法与技术融入人文研究，以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推

动着史学研究成果的可视性转化与普及性阅读。冰嬉大典网站的设计与搭建，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

中心整合历史学、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大数据算法等数字人文研究力量，进行的一次兼顾学术与普及的

数字化尝试。

以网站形式呈现研究内容，存留历史记忆对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一次深及思维理念的学术革命。严谨的史料分

析、客观的学术结论、简洁的文字表述、深层的逻辑内涵，这些都属于符合并服从学术理性的研究范式。而

网站设计与呈现则需要从小众的学术普世大众的人群，学术研究成果合理转化为可阅读、可体会、可观览的

以感性为主的社会资源。这一研究者思想深处的学术革命正是当代学界由专心学术转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大

众的现实状态，也是高等院校强化社会服务意识的重要体现。数字人文跨学科的合作属性在网站构建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冰嬉的历史从溯源、典制、盛况、图赋、掌故、文化、嬗变七个方面横向剖开，丰富

的历史内容结合以生动的历史故事，古朴的清代绘画富有沉静的年代感，而清新的平面设计则古今结合，营

造当代气息。

电脑动画《百年冰嬉盛典》是网站构建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艺术创作成果。动画所用素材均出

自清代文献、档案、画作等资源，制作团队复原了金昆等人所绘《冰嬉图》的主要场景。为了保持原本画面

中的平面性，在动画的制作中并没有采用商业动画影片常见的写实风格，而是全部采用手绘材质，采用了平

面化的渲染方式，且没有使用灯光及投影，保持了其原本的绘画质感。这一成果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双重

优势：其一打破学科研究领域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史学研究、艺术创作、数字技术三个学科之所长，

从而确保成果的史料真实性、艺术表现力和数字呈现效果；其二打破史料个体局限，取长补短，将凝固在个

体史料中有限的内容和时间、空间通过数字技术拉伸、延展、融汇，从而实现百年冰嬉历史脉络，文化传承

及政治文化功能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融会贯通。

 



 

▲点击观看【北京记忆】百年冰嬉盛典

 

多种媒介，传播历史
清代冰嬉是一个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载体，不仅承载着清代历史上的百年盛衰，而且与当代北京即将举办的冬

奥会有冰雪运动层面的血脉牵连。把握冬奥会举办的历史契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古代的冰上运动赛事以及

中国的体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利用冬奥会举办的宣传节点，向全国人民普及中国

传统冰上运动的历史，让传统文化的滋养推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和进步，以研究助宣传，以宣传促教

育。为此，在冰嬉大典网站之外，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还采取了发挥多种媒介优势，多渠道传播

历史的宣传方式。

2021年9月，中心开始运营北京记忆微信公众号，以清代冰嬉为主题连续推出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

一体的文章；中心还主持运营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以短消息、短视频制作的方式发挥自媒体的作

用宣传冰嬉；“百年冰嬉盛典”展览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冬奥会前将在北海公园开展，与北京以及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见面；冰嬉研究的专书和普及读物正在编写过程之中，争取以传统书籍为媒介接力文

化传播。以北京记忆网站为核心，聚合多种媒体的传播渠道正在逐步形成，以网站建立数字记忆，并辐射文

化效应的初衷将陆续实现。

城市记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承载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认知与价值认同的核心基础，为城市发展提

供传统文化源泉和最根本的精神动力。北京3000多年的城建史、850多年的建都史，创造出异彩纷呈的城市

文化，北京记忆，不仅仅是北京人的记忆，它蕴含着传统中国的家国情怀与精神气质，凝聚着海内外中华文

化爱好者的向心力。为此，铭刻记忆，传播历史，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北京记忆”新媒体团队线下实践活动之人大老校区参访

关于“北京记忆”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关注“北京记忆BeijingMemory”微信公众号。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人文

北京（奥运）研究中心、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新媒体运营团队持续欢迎有视频动画、后期剪辑、图文编辑和

平 面 设 计 等 特 长 的 学 生 加 入 ， 有 关 要 求 请 参 考 “ ！ ” 报 名 邮 箱 ：

beijingmemory2021@163.com

微信 | 北京记忆BeijingMemory

微博 | 北京记忆BeijingMemory

B站 | RUC北京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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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我 们 ， 一 起 玩 转 北 京 记 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k2ODYzMg==&mid=2247487101&idx=1&sn=6f56613332a12ebdac96997966a96f36&chksm=97298beaa05e02fc2973a8de3c01aacc0151973c5958e46d518add155379378680cbec69f1fb&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