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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是我军一名著名战将，他不
仅能征善战，而且带兵有方，具有求
真务实的崇高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精
神风范。张震在担任军委副主席的
5 年间，每年都会抽出 3 至 4 个月到
部队特别是基层调查研究，几乎走遍
全军师（旅）以上作战部队。而他给
部队和官兵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是——

“不怕冲锋打仗，就怕张震提问”。
张震将军下部队视察，不喜欢听

长篇大论的汇报，总是见缝插针提
问题。

1997 年初夏，张震将军视察某
部，召集将校军官十余人座谈。某部
领导发言时，将军突然插话问：“一个
战士的津贴费是多少？”在座军官皆
沉默。张震将军话锋一转，说：“旧中
国有个军阀，叫张宗昌，人称‘三不知’
将军：一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二不
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三不知道自己有
多少小老婆。”在座将校闻之皆面红
耳赤。

张震任军委副主席时，非常关心
基层官兵伙食，要求保证士兵一天吃
一个鸡蛋，并规定必须是煮鸡蛋。有
人问如此规定是否过于死板，将军反
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煮鸡蛋
吗？”左右一时答不上来。将军严肃
地说：“第一，煮鸡蛋营养价值高；第
二，可防止干部偷工减料，克扣士兵
的鸡蛋。”

一次，张震到驻港部队某连视
察，问连长：“你们连有几支步枪？”连
长答之。又问：“几支手枪？”连长答
之。又问：“你的手枪号是多少？”连
长半天回答不上来。将军曰：“我当
连长时发的第一支枪的手枪号到现
在还记得。”言罢拂袖而去。

孔子曾说，要“执事敬”“事思敬”
“修己以敬”。对分管工作了如指掌，
对工作底数一口清，是一个人履职尽
责的基本要求。张震提问之目的也
正在于此。 （据人民网）

郑
母
烧
饼

山东青州有一个郑母镇，这里的
特产“郑母烧饼”非常受人喜爱。

郑母应该叫“郑墓”才是，可能是
“墓”不好入地名，就以母代替。郑指
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是山东高
密人，在为官任上去世，葬于今天青
州郑母一地，这就是郑母的来历。

郑母烧饼形为半球状，两个合为
一球体来销售的习惯沿用到今。据
史料记载，明朝中叶，青州商贾云集，
多种小吃应时而生，“胡饼炉”此时传
入北海青州。当地饮食店户的师傅
结合焦饼大、鼓、香、脆的特点，加以
改进，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半圆形大酥
烧饼，此即当今郑母烧饼的雏形。

正因为是两对合成一体的做法，
让人联想到成双成对的美好心愿，所
以结婚都有烧饼随嫁妆的习俗，用来
祝愿新人和美幸福。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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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下了一道诏书，内容是：“佃见田主，
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意思
是，佃户如果见到自家的地主，不管
年龄几何，都要向地主行小弟见兄长
的礼节。

这道诏书看上去不起眼，却备受
史家推崇。这是为何？原来，封建社
会佃农制度发展到元朝，变得非常极
端：原本算是租赁关系的佃户，到了
这时几乎地位卑微如同奴隶。地主
打死了佃户很少吃官司，顶多打几板
子，赔点银子而已。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朱元璋做出
改变——无论年龄几何，佃户和地主
都是“兄弟”关系。这样一来，佃户的
权益得到了保障，地主的利益也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两者一综合，皆
大欢喜。

随着诏书颁布，朱元璋的行动措
施立马跟上。法律规定：如果地主打
死佃农，以杀人偿命处理。另外，地
主想要自己的佃农替代自己服劳役
的话，要给“劳务费”：“须出米一石，
资其费用”。

这一举措拉拢了佃农们的心，利
于巩固统治。 （据人民网）

屋顶设计有助迅
速排水

紫禁城古建筑的屋顶都是坡屋
顶，为达到良好的排水效果，并避免
建筑屋檐下部的木构件遭受雨淋，紫
禁城古建筑屋顶的坡面非平面，坡顶
到坡底是由陡峭变缓和的一种曲面
形式。这使得雨水降落到屋顶后，能
够迅速往下排，且到坡底位置时，又
能够向前方排出，避免倒流屋檐下的
立柱、门窗位置。

为了使屋顶雨水有序往下排，瓦
面做成一道道小沟状，称为“瓦垄”。
瓦垄由板瓦与筒瓦（竹筒状的瓦）组
成，板瓦为底瓦，筒瓦为盖瓦。筒瓦
扣在两个相邻的板瓦上，上下筒瓦之
间一节一节搭扣，上下板瓦之间一块块
扣压（上瓦压下瓦），各个瓦件之间用
灰泥抹实，以上做法既有利于排水，
同时也利于防止瓦面的雨水渗入基
层。瓦顶的最下端即屋檐上的第一
块瓦，板瓦前伸做成三角尖状，称为

“滴子”，其主要目的是让瓦垄的雨水
汇集成一条直线下落。两块滴子之
间由大圆饼状的筒瓦遮挡，该筒瓦被
称为“猫头”，其主要目的是充分扣压
在滴子端部，防止雨水渗入屋檐内。

屋顶排水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即
宫墙排水。游人到故宫参观时会注
意到某些区域的宫墙上部，有突出墙
面的瓦件，这就是宫墙排水。

蚣蝮造就“千龙吐
水”奇观

紫禁城的地面排水主要包括台
基排水、广场地面排水、庭院地面排
水以及城墙地面排水。如今大家熟
知的“千龙吐水”现象就是属于台基
排水。

紫禁城的台基排水设施主要为
龙头造型的排水兽，称为“蚣蝮”。即
龙生九子之老六为“蚣蝮”，这种龙喜
欢吐水，一般立于石桥、石柱附近。
古人认为，暴雨时节，洪水泛滥时，蚣
蝮便将水吸入自己腹中，并及时排
出，以消除水患。

蚣蝮的排水设计具有科学性：
首先，蚣蝮所处的高程有利于排

水。蚣蝮位于台基望柱（望柱是指栏
板之间的立柱）的底部，其嘴部的出
水口是整个台基地面的最低点。古
代工匠在铺墁台基地面时，会考虑排
水需要，将地面铺墁成具有不易察觉
的微小坡度形式，使得地面离建筑越
远，其高程越低。在望柱底部，古代
工匠安装蚣蝮，使其仅露出头部，且
其尾部作为进水口，嘴部作为出水
口，这样一来，雨水沿着排水坡度很
快汇集到蚣蝮造型位置，并从蚣蝮尾
部汇入，从嘴部排出。

其次，蚣蝮内部有较大的空间，
具有“吸水”功能，能将栏板底部的雨
水迅速汇入进水口，避免了雨水在栏
板位置的积存。

再次，古代工匠将蚣蝮造型凸出
在台基侧壁以外，可以使得雨水向
前、向远方排出，既可以保护台基，又
能形成良好的排水效果。以前朝三
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层
台基上的1142个蚣蝮为例，在雨季时
节，这些排水兽造型不仅能发挥有效
排水功能，而且还形成“千龙吐水”的
奇观。

御路中间高两边
低利于排水

故宫内的地面排水，以广场地面
排水角度而言，其排水的整体方向为
由北向南排、由西向东排。以太和殿
广场为例，其正中有一条汉白玉铺砌
的石材路面，南北向，由若干块大石
板铺成。每块石板宽 2.2 米，截面为

弧形，且中间比两边高 0.03 米；石板
两侧有 0.6 米宽的条石。这种位于广
场正中的石材路面称为“御路”，为古
代皇帝通行广场的专用道路。

太和殿广场御路比其它区域地
势要高，这使得广场的雨水首先由御
路向东西两侧排，并达到广场东西侧
端部。尔后，雨水顺着两侧的明沟由
北向南排。雨水由明沟至广场南端
后，通过一个铜钱形状的雨水口进入
暗沟，该雨水口称为“钱眼”。暗沟的
雨水由西向东，汇入东南角，进入了
更深的涵洞。该涵洞向东，穿过太和
殿东南端的庑房地下，直接排入文华
殿区域的内金水河。

从庭院排水角度而言，紫禁城院
落的庭院地面相当于小的“广场”，其
排水方法与宫殿广场类似，以建福宫
花园的庭院排水为例说明。在庭院
正中，有地势较高的铺砖地面，称为
甬路，专供宫廷人员行走。甬路的截
面亦为中间高、两边低，因而雨水由
甬路正中流向两侧路面长条砖牙子，
再顺着砖牙子流向庭院的非行走区
域。这些区域的雨水，通过区域内的
钱眼进入暗沟，而暗沟的水最终通向
内金水河。

另外，庭院中各个建筑屋檐下或
屋檐台基下都有散水（砖砌的小坡），
使得屋檐下的雨水向庭院排，因而建
筑底部亦不会存水。对于毗连的院
落，其共用院墙底部一般开有洞口，
以加速雨水的排出。

我国古代城墙的排水主要通过
墙上的排水槽来实现，紫禁城的城墙
的排水亦为此法：在内墙每隔10米左
右的距离安装一个石质水槽，水槽宽
约 0.45 米，凸出墙体约 0.6 米，雨水通
过水槽排出墙体。为避免雨水顺着
水槽底部边界回流到墙体侧面，石槽
下方安装有铁皮，铁皮从石槽端部向
外伸出 0.15 米左右，利于雨水向前、
向远方排出。需要说明的是，紫禁城
外墙无排水槽，其主要目的是利于保
持城墙外表面庄严、壮观的效果。对
于城墙地面而言，其外墙侧的高度比
内墙侧高 0.03 米左右，利于雨水排向
水槽。

地下排水离不开
内金水河

紫禁城有着纵横交错的地下排
水系统。其中，神武门内、宫墙北侧，
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排水道，它是紫禁
城最北侧的排水道，内宽 0.35 米，深
1.8—2.9米，其上部铺设石板，且每隔
一定距离的石板上有泄水的小孔。
该下水道源于紫禁城的西北角，向东
延伸到紫禁城东北角，其间，分别在
建福宫、西六宫、东六宫、乾隆花园
（珍宝馆）、十三排区域设置南向分
支，以接纳紫禁城宫殿区域的雨水，
并将其向南运送到内金水河。

明清时期，对紫禁城排水系统的
维护非常重视。清代紫禁城内最后
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沟渠清理工程，于
光绪十一年（1885）4 月开工，工期历
时 2 年，工程量包括清除内金水河
2100米长河道的全部淤泥，修砌两岸
河墙及15座桥梁，并将紫禁城内总长
度约为 8000 米的所有大小沟渠淤泥
清理，同时还修整了河帮、更换了沟
盖等排水设施。

纵观紫禁城的排水系统，其屋顶
排水方式巧妙，地上明沟、地下暗沟，
下水道的各条排水线路纵横交织，沟
通各个宫殿庭院，形成一个庞大而完
整的排水网络。它设计精良，再加上
历年及时维护保养，使得紫禁城不仅
很少遭受大的水患，而且至今能够完
整地发挥功能。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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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北京城曾有因暴雨而
发生水灾的记载，但明清时期，紫
禁城内却很少遭受大的水患。这
与紫禁城的排水系统有关，也体现
了古代工匠们的勤劳和智慧。

紫禁城的地势呈现出以下的
特点：北高南低，中间高两边低，西
高东低。上述特征使得紫禁城内
雨水的整体排水方向为：由北向南
排，由中间向两边排，最后汇集在
东南出口排出。

从具体排水方法来看，紫禁城
的排水系统主要包括屋顶排水、地
上排水和地下排水三个部分。其
中，屋顶排水是指雨水降落到屋
顶，再从屋顶排至地面；地上排水
是指地表雨水流入明沟，再流入暗沟
或内金水河；地下排水是指暗沟的
雨水排入内金水河。最终，内金水
河的雨水由紫禁城东南角（东华门
附近）流出，汇入紫禁城城墙外的
护城河（筒子河），最后流入通惠河。

曲面瓦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