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 02 4

年4

月20

日

星
期
六

责
任
编
辑
：
宋
志
芳

编
辑
：

唐
磊

E
-
m

ai l

：fx rb z m

＠16 3.c om

旧
闻

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
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
墓。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
朝皇帝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
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
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
（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
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
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
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
这种方式下葬。据记载，成吉思汗在
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
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
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
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
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
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
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
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
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
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
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
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
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
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
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
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
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
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
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
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
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
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
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
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
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
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
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
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
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
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
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
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
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
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
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
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元朝皇帝死后与一般的皇族及
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
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
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
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
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
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
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
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
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地编造，使
后代很难了解这方面的真相。这或
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
但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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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镖局：
全球最早物流公司

古时，水陆交通非常不便，但随
着经济发展，各地区之间交易却日
趋频繁，为了保护行旅安全，将货物
平安送达目的地，镖局便应运而生。

由于镖局同各地均有联系或设
有分号，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承
当。明末清初，就连官府运送饷银，
也请镖局保驾护航。后来，看家护
院、保护票号也成了镖局的工作内
容，据说当年李鸿章的家宅，就是由
北京十大镖局之首的会友镖局派人
保护的。到了清中叶，随着票号的
兴起，镖局的主要业务就是为票号
押送银镖。清末时期，随着镖局生
意的衰败，镖局的主要业务对象就
转化为为一些有钱有势的客人押送
衣、物、首饰和保护人身安全，这就
形成了古代走镖的三大形式：粮镖、
物镖、人身镖。

镖局属于特殊行业。在武侠小
说里，经常将镖局描写成江湖武林
门派，其实镖局既同绿林有来往，又
同官府有关系，它的性质介于官与
民之间。开镖局生意先要打点当地
的台面人物，下帖请官私两方有头
有脸的朋友前来捧场，这个叫“亮
镖”。若是关系不够，亮不了镖，往
后生意必然难做；若是人缘不佳，亮
镖时有人踢场，手底下没两下子干
脆就趁早关门。亮镖没出事，镖局
才算立住了脚，但能不能出人头地，
则要看第一次买卖头趟镖是否能立
个万字（打响名头）。

镖局的组织包括镖局主人、总
镖头、从事保镖工作的镖头和镖师、
大掌柜、管理杂务的伙计和杂役。
镖局主人多半人面广、关系好；有钱
有势，打出旗号（黑道人物或是绿林
好汉）不敢招惹，万一出了事摆得平
官府，镖被劫了赔得起银两。大掌
柜讲的是眼明心细算盘精；看货不
走眼，估价不离谱，上下里外该打点
的绝少不了，该开销的绝不浪费。
而总镖头常常是赫赫有名的江湖人
物，他们不是武功盖世之人，就是一
些退休的名捕头。

镖师走镖一般都用自己的行
话，他们管这叫做“春点词语”，春点
词语虽然不雅，但行走江湖非常实
用，说得好就能交上朋友，说得不好
就会发生一场恶战，搞不好还会丢
了镖。通常情况下，镖师把自己“保
镖”叫做“唱戏的”，“镖旗”叫“眼”，

“一个人”叫“流丁”，“门半掩半开”
叫“夜扇马散”，“寺庙”叫“神堂”，

“晴天”叫“天高”，“天黑”叫“明路”，
“走远”叫“卜长”，“走近”叫“卜短”，
“墙头”叫“马”，“庄稼把式”叫“上等
土风子”，“护院人”叫“镇山虎”，

“贼”叫“芒古”，“人胆大”叫“点粗”，
“胆小”叫“点细”，“心眼多”叫“全
海”，“火药”叫“夫子”，“洋枪”叫“黑
驴”，“有钱”叫“海拉”，“无钱”叫“念
拉”，等等。

说白了，旧时的“镖局”跟现今
的“物流公司”简直如出一辙，古代
镖局“走镖”就如同现代物流公司

“运货”。所以，起源于我国明末时
期的镖局算得上世界最早的物流
公司，可谓世界现代物流业的开山
鼻祖。 （据人民网）

冯玉祥系农民出身，又始终保持
着农民的本色，曾被誉为“布衣将
军”。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爱
树之人，曾在军中下令：“马啃一树，
杖责二十，补栽十棵。”驻兵北京时，
他率领官兵广植树木，故有“植树将
军”之誉。

冯玉祥爱树如命。据说他驻兵
徐州时，曾带领官兵种植大量树木，
并写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
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
砍谁的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
祥在日、蒋势力双重压迫下，被迫解
甲上了泰山。其间，冯玉祥为泰山民
众办好事，一是办学，二是植树。他
对武训办学特别崇拜，在泰山共办了
15 所武训学校。学校不收学费，还
给学生供应书籍、笔墨、纸张。经费
来源除韩复榘、宋哲元每月各送给冯
玉祥的 2000 元外，还把他中央委员
的800元月薪也贴了进去。

为了防止自己离开山东后，所办
武训学校无力办下去，冯玉祥运筹各
校分别栽下一万棵苹果、梨、桃、葡
萄、核桃等果树，以果树收入作为各
校的办学基金。这些学校鼎盛时期
有学生两千多人，多为贫苦人家孩子。

1936年，冯玉祥回到故乡安徽省
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带回
了几千棵桑树苗，作为礼物送给父老
乡亲，还建立了一个小型试验农场，
并创办了元山学校。次年，冯玉祥再
次回到故乡夏阁镇竹柯村，捐资购买
百万棵松树苗，发动民众植树绿化。

他除自己参加植树，还不厌其烦
地向乡亲宣传种树诸多好处，并与本
地园丁司宗木签下一项“包栽包活松
树一百万棵”的合同，言定 3 年完
成。此举使得竹柯村小佛岭南麓至
元山万家山迄今郁郁葱葱。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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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很让人痛心的事情，就
是这十年以来，中国的传统古建被
火烧毁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亚洲
第一廊桥”重庆濯水古镇风雨廊桥，
2013年11月28日发生火灾被烧毁；
比如，“亚洲第一高斗拱木塔”四川
绵竹灵官楼，2017年12月10日突发
大火被烧毁坍塌；还有中国最长的
木拱廊桥——福建的万安桥，2022
年8月初毁于火灾。

木头最怕的东西是火，而古代
的建筑几乎都是木头做的，又没有
今天的灭火器、消防车、喷淋灭火系
统等设施，都是怎么防火的呢？

梳理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方法。
第一，靠人。
这人的作用，首先是提醒。在

古装剧里，我们会看到那些半夜提
着灯笼打更的人，边敲锣边喊着：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用现在的说
法叫用火安全员，周朝的时候，这可
是个官职，叫做“司烜”（xuǎn）。

人的第二个作用是瞭望。汉代
的时候，出现了防火楼这样的建筑
物，这个楼比一般的房子要高，可以
直接观测到哪里发生了火灾，一旦
有火，负责人就可以击鼓通知老百
姓逃跑，还可以通过旗子更好地指
挥老百姓参与灭火工作。

人的第三个作用，灭火。唐朝
的时候，政府组织了专门消防灭火
的消防组织，名字叫做“武侯铺”，他
们使用的工具有皮袋和溅筒。所谓
皮袋，就是用动物皮做成的装水工
具；而所谓的溅筒就比较高级了，就
是在注水的皮袋中插一根竹筒，然
后封上口，在灭火的时候使劲挤压
这个皮袋，水就会从竹筒里喷射出
来，大家想想这是啥？这不就是古
代的高压水枪嘛？

到了宋代，消防组织改名了，叫
“潜火队”，消防装备也鸟枪换了炮，
什么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
等器具一应俱全，还有云梯，专门用
来搞高层建筑的救火；还有唧筒，也
就是最早的消防泵；还有水囊，是灭
火时用来盛水的器物。

清代，消防装备再上新台阶，出
现了类似消防车的盛水车装置——

“水龙车”。这水龙车有一个椭圆形
大木桶、两个紫铜活塞缸和一根横
木杆，用的时候，启动横木带动活
塞，用压力把水从输水带中喷出来，
原理跟现代的灭火器已经十分接
近。根据记载，这种消防车的射程
可以达到 20~30 米，是当时最先进
的灭火神器。

好，刚刚我们说了防火的第一
个方法，就是靠人。接下来我们说
说第二个方法：靠建筑本身。

首先，最朴实的、最简单的防火
方式当然就是用水灭火了。去过故
宫的朋友，一定会对那些摆在故宫
里面的大水缸印象深刻，根据《大
清会典》记载，为了随时防火，皇帝
会颁布命令，要求缸内要常年有水，
夏季要保持水质干净，冬季还要点
火加温防止水结冰。不过，其实早
在商代，当时的帝王就已经在宫里
放大水缸了，看来这宫里自古就多
火灾。

再有就是防火涂层，比如在纯
木建结构中间混入砖石结构，或者
在木材表面涂抹石灰泥等等。在遥
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文化中，
我们就发现木柱上被涂抹了一层坚
固的防火涂料。

此外，为了防止一烧就烧一片，
有一个东西就被发明了出来，它就
是——防火墙。

这防火墙有多种形式。一种是
并排着的建筑物，中间空着一间，在
里面填土，堵上；还有一种，是让屋
顶两侧的山墙高出屋面，屋顶是斜
坡，山墙也形成阶梯形，这种墙就被
称为“风火墙”或者“封火墙”，大名
鼎鼎的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就是最
典型的代表。后来，“防火墙”这个
词语还成为了一个网络专用术语，
成为网络安全的保护神。

好，说完了人力防火和建筑结
构防火，就到了防火最后一个大招：
意念防火。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之前已
经讲过了，比如藻井，比如鸱吻和脊
兽，这些东西从物质层面来讲完
全没有防火的功能，甚至在真有火
的时候还会火上浇油，但是，在古人
的观念里，它们认为这些个东西可
以从源头镇住火灾，所以，我们把它
总结为“意念防火”，至于是否起过
作用，或者是没起过作用，就不知
道了。 （据人民网）

故宫博物院里的大水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