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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不仅拥有雄

伟壮观的古建筑群，城内亦有一条长长的

河流环绕，这条河被称为内金水河。

“内金水河”的水源于北京西郊玉泉

山，再从紫禁城西北角处的护城河引入。

紫禁城的地势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因而

内金水河的流动走向由西北流向东南，具

体路线为：由紫禁城西北角楼附近入宫，然

后沿着西城墙向南流至西华门附近，再向

东依次穿过武英门、太和门广场、文华殿等

区域，最后由紫禁城东南角的东华门流出，

汇入护城河。

内金水河全长约 2100 米，平均深度约

4 米，河水时隐时现，时直时弯，时宽时窄，

最宽达 11.8 米，最窄处不超过 2 米。河底

及侧帮均由石材铺砌。蜿蜒的河流和碧波

河水给紫禁城带来了灵气，其造型亦点缀

着紫禁城，丰富了建筑艺术效果。然而，内

金水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科学运用，

在紫禁城古建筑的防火、排水、气候调节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紫禁城古建筑以木结构为

主，建筑内外檐还饰以油性易燃材料，一旦

着火，需要及时而充足的水源进行扑救。

紫禁城内虽然有 72口生活用水井，且它们

能够提供消防水源，但这些水井并非均匀

地分布在各大宫殿附近，而紫禁城宫殿建

筑数量众多，因而水井无法满足紫禁城的

消防用水需求。

明代宦官刘若愚所作《酌中志》里面有

关于内金水河的这么一段话：“非为鱼泳在

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

外回禄之变，此河实可赖”。这说明内金水

河的平面设计成弯弯曲曲形状，主要目的

就是充分接近流域途径的各个宫殿，以利

于及时救火。

清乾隆四十一年建造的“皇家图书

馆”——文渊阁，内藏有《四库全书》；为避

免建筑着火，文渊阁的选址位置即在文华

殿区域的内金水河后面。文渊阁与前面的

文华殿隔着内金水河，一方面防止其他建

筑物失火时的火势蔓延，另一方面可提供

及时可靠的消防水源。

北京每年的汛期一般是 6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尽管该时段紫禁城内的雨水暴

增，但是紫禁城内 9000 余间房屋从未出现

过积水问题；即使在对外开放的今天，紫禁

城内的暴雨也不会影响公众参观，这无疑

得力于紫禁城优秀的排水系统。

紫禁城的排水系统包括屋顶、地上和

地下三个部分。屋顶排水，即雨水降落到

屋顶后，而后从屋顶排至地面；地上排水，

即是指地表雨水流入明沟、再流入暗沟或

直接排入内金水河；地下排水，即暗沟的水

排入内金水河。紫禁城屋顶排水利落；而

地上、地下排水系统纵横交叉，巧妙地通向

各个宫殿及院落，它们将雨水由中轴线排

向东西两侧，再统一由北向南排向内金水

河，最后由东华门区域的内金水河并及时

排出紫禁城，经护城河流入通惠河。由此

可知，内金水河是紫禁城内排水系统最终

的环节和最重要的保障手段。

紫禁城的布局特点是“背山面水”，此

处“山”即为紫禁城北面的景山，“水”则是

指紫禁城南面的内金水河。内金水河不仅

在南面、在东西两侧亦环绕紫禁城，因而紫

禁城中的水汽比较丰富。从气流组织角度

来看，由于北部有景山遮挡的原因，因而与

山垂直的气流必然不会很顺畅，而与山平

行的气流则畅通无阻。

紫禁城古建筑一般是正面宽、侧面窄，

呈正面为长边的长方形，且正面方向大都

与景山平行。由于侧面的挡风面积较小，

即整个建筑群的挡风面积也较小，因而气

流组织较为顺畅，有利于内金水河的水汽

充满紫禁城，这有利于缓解北方较为干燥

的气候对紫禁城使用者的不利影响，提高

人体的舒适度。

不仅如此，内金水河的水汽还有利于

紫禁城建筑的避暑和御寒。在夏天，内金

水河能通过水汽蒸发来降低各个建筑的温

度，有利于避免紫禁城内温度过高，并产生

良好的避暑效果；在冬天，内金水河的水有

利于避免紫禁城内温度过低，并起到一定

御寒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水的比热容

大于土壤，而物体的温度变化与比热容成

反比，在同样的热量条件下，水的温度改变

没有土壤明显。

内金水河有效分割了紫禁城的空间，

增添建筑的活力和美感。它可静止、可活

动、可映射周围的景物，因而具有独特的

美。内金水河的流水增添了紫禁城建筑群

的灵气，动态的水景与静态的建筑形成完

美的统一，刚柔并济，对比鲜明，形成了和

谐的人文景观。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内金水河，并非防火排水这么简单

如今，很多读者都对英雄人物在关键时刻

扭转历史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除了人为因

素之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力量在暗中左右

着人类的历史进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

越英雄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英雄的价值仅仅在于顺势

而为，真正创造历史的重要角色却大多深藏功

名，从不喧嚣。《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

人类命运史》这本书，就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

揭开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另一个重要力量，那就

是老鼠、虱子以及它们所携带的致命病原体。

这本书视野广阔、雄心勃勃，从科学到艺

术、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文明、从政治到军事，

都被整合进一个有机的系统里。在这个系统

中，人类与老鼠或者虱子等生命之间并非格格

不入的独立单位，而是共同进化的生命共同

体，它们会用奇特的方式相互影响。

我们无疑会努力消灭老鼠，而老鼠也在黑

暗之中默默“支配”着人类历史的走向；至于寄

生在人体上的虱子，则更是与人类“不离不

弃”，一直是人类历史的旁观者与参与者。尽

管我们对它们往往不屑一顾，而它们对人类历

史的影响却客观而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说，人

类的历史从来都不仅仅属于人类自己，而是与

各种生物共享。

本书作者汉斯·辛瑟尔是著名的微生物研

究专家，在传染性病原菌研究领域作出过巨大

贡献，而且和中国较有缘分。他在哈佛大学医

学院任职期间，曾经指导过几名中国留学生，

对中国微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比如汤飞凡和魏曦等，都是中国微生物学的先

驱者。辛瑟尔以医者仁心，对这个东方古老文

明的历史充满了好奇与景仰。这种深邃的人

文精神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在这本书中，辛瑟尔立足于专业领域，

而又跳出了专业之外，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动

物、病原菌以及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

是将瘟疫与罗马帝国的衰落联系在了一起，

这在 20 世纪 40 年代是相当新颖的观点。书

中关于瘟疫对于政治、军事的影响进行了认

真梳理。比如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远

征军刚刚离开君士坦丁堡，军中就暴发了一

场可怕的黑死病，导致十字军没能到达耶路

撒冷。

在辛瑟尔之后，相关研究迅速成为一个重

要的领域，比如探讨瘟疫与基督教崛起的关系、

瘟疫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关系等，都

成为横跨人文历史与科学史研究的热点。

相关文献表明，西罗马帝国曾先后发生过

四次大规模瘟疫，每次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罗马城一度每天有五千人死亡，甚至皇帝都不

能幸免。在巨大的死亡威胁下，罗马帝国的局

面极度动荡，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心灵安

慰，宗教就在此时的西方站稳了脚跟。

数百年后，蒙元帝国开始扩张，东西方交

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空前繁忙，疾病流动也

随之加快，商队把病菌从草原地鼠传到了人

身上，导致瘟疫在中国暴发，人口大量死亡。

随后瘟疫越过天山，到达吉尔吉斯斯坦。蒙

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克法城时，用投石机把

患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内，城里的人在短

时间内出现高热、咳血等症状身体呈黑紫色，

十分恐怖，被当地人称为黑死病，这个名称一

直沿用至今。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正是在黑死病的推

动下，西方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大大开拓了人们

的文化视野，同时也开启了人们的科学思维。

当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结合之后，

现代科学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些历史进程

之中，都隐隐可见病原菌的巨大影响。

辛瑟尔正处于现代科学发展方兴未艾的

伟大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理解宇宙、生命、人类

以及人类社会运作的一般规律。他深受这种

思潮的影响，在微生物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把视

线也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文领域，开始有意识

地探索微生物与人类文明的命运之间的联系，

正是在这个宏大主题的推动下，才有了这本

书。并立即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辛瑟尔在书中不但展示了科学家的严谨，

而且表现出了文学家的想象力。他文笔流畅，

而且充满了独具魅力的幽默感。书中既有对

科学成果的介绍，也有对历史进程的思考，饱

含着浓浓的悲悯情怀。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老

鼠、虱子以及它们所携带的斑疹伤寒、黑死病

等病原菌如何影响人类的历史，不妨读一下这

本书，或许你会对大历史有新的看法，对人类

的命运也有新的感悟。

历 史 并 不 仅 仅 属 于 人 类
——读《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飘雪之日最是安宁，也最是孤寂。在千百

年前那些聊以消遣的事与物屈指可数的年代，

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市井小民，凭窗观雪，在那

肃穆却又祥和的气氛里，心头总是五味杂陈。

岑参雪中送友，梨花般的浪漫终被马蹄印般的

惆怅取代；柳宗元雪中戴笠，在全无鸟鸣人语

的山谷里摆出悠闲的姿态，酝酿一腔落寞与忧

郁；张岱望雪亭中，有知己铺毡对坐，有童子把

壶烫酒，欢愉之外，只有隐隐作痛的故国之思

最是真实。雪对人们的情绪与心事进行着撩

拨与召唤，人们想尽办法借助外物从中“脱

身”。何以消雪愁？可凭弦与钩。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

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岑参的“忽如春风”与“万树梨花”向来为

世人称颂。其实，“中军置酒”四句也是一句反

应唐代冬日军中接风送行宴饮活动的神来之

笔。军营大帐内觥筹交错，弓弦舞动，一派热

闹，帐外辕门落雪，红旗不展，一派清冷。而此

四句中的第二句被三种乐器占据，足以说明这

些笙箫管弦是帐内非常重要的“主角”。冬日

萧索，杯中之物暖的是人的身，宫商徴羽暖的

是人的心。胡琴声嘶哑而洪亮，绵长颤动；琵

琶声细碎却清晰，急缓交杂；羌笛声婉转且悠

扬，如泣如诉。

这三种乐器在中唐及以后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盛行于全国特别是边塞地区。唐朝曾

历繁盛，人们钟爱的乐器自然不似宋代呜咽的

洞箫与陶埙，而是声音洪亮高昂并富有激情、指

法花炫多变并具观赏价值的乐器，演奏出的曲

目或宏大或靡靡，如《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

曲》，尽管早已失传，相关古籍文献的记载仍足

以填补人们的想象。在大漠无边的塞外，漫天

飞雪早已染白了沙海，岑参帐内的乐师大抵不

多，但取乐的效果确是不减的。轻拢慢拈者，鼓

腮换气者，抽弓压弦者，就像今天的室内乐（在

比较小的场所演奏的音乐）。乐师们陶醉在自

己的韵律中，全然忘记来时的寒冷；岑参与友人

把乐曲和着美酒一并饮下，他们微醺的脸上挂

着笑意，暂时忘却了此后飞雪中的别离。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垂钓是消磨时间的上佳选择，特别是在了

无生趣的冬日。冬钓比起其他时节的垂钓更

具挑战和乐趣，垂钓者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

要难得住寒冷。

垂钓，重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和全无浮躁的

心。在“鸟飞绝”且“人踪灭”的山间小溪上，可

遮风挡雪的蓑衣斗笠上或已接上了一层薄薄

的清霜。这种头顶尖尖、周身蓬刺的打扮，让

扮成渔人的诗人看起来如同褐色的刺猬，坚硬

的刺甲之下往往藏着一具脆弱而易感的躯体。

从《小石潭记》就不难看出，柳宗元时常

“发呆”，喜欢一个人在安静之所在独处。颇富

声色的轻歌曼舞不足以让柳宗元在冬日里感

受到快意，静谧的山水间或许更能真正地放空

自己。而没有什么活动比垂钓更适合喜欢“发

呆”的人。钓线浸入寒冷的水中，静待鱼儿上钩

的时候，时间便真正地属于自己了。什么都可

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或许柳宗元此番垂钓

的目的本就不是“闲来垂钓碧溪上”，而是抛出

了无饵之钩，等待上苍次给自己姜尚那般机遇。

永州的雪不比北方，它更加湿润而沉重，

落在山间树间，却无法染白南国的河流。在一

片白芒中的清流边，这样一次垂钓，个中意义

怕是只有柳公自己最懂吧。

如何打磨那些飘雪的时光

作者：汉斯·辛瑟尔
译者：谢桥 康睿超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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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内金水河雨中的内金水河 周乾周乾摄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上网

看剧日渐成为人们“刷视频”的主要形式

之一，影片制作方也越来越倾向于网剧

的拍摄与制作。近年来，我国已掀起了

“ 网 剧 热 潮 ”——《庆 余 年》《鹤 唳 华 亭》

《大明风华》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古装网剧

岁末在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穿越而来的

范闲、在逆境中不但成长的萧定权、端庄

美丽的孙若微等角色形象在手机、平板

电脑等终端设备上鲜活地演绎着扣人心

弦的故事。

古装网剧，顾名思义便是在网络平台

上映的古装剧集。其日渐成熟丰富与备

受追捧的背后，更是离不开“网络”与“古

装”的两个关键要素。

作为一个由来算不上已久的艺术品

种，网剧与荧屏视剧不同的是，它可以由

观众随意即兴点播，具有快速、便捷的优

势，因而深受年轻网民的青睐。随着时间

的发展，网络剧和电视台同播的现象越来

越多。近年来逐渐出现“先网后台”现象，

部分剧集先在网络平台播出，再由卫视平

台购买播出。

当然，除了快捷方便，网剧最大的优

势还是其互动性与技术流。可以发送表

情包的弹幕让观者边看剧边言简意赅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AI面部识别功能

让观众一键获得剧中角色的扮演者信息；

倍速播放功能让观众在不“跳播”的条件

下快速了解剧情发展；“只看 Ta”功能帮助

观众筛选出自己想看的角色与情节……

而 古 装 剧 则 一 直 是 国 产 电 视 剧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几乎清一色的

现代装的美剧，在国产剧中至少占据半

壁 江 山 的 古 装 剧 绝 对 是 独 树 一 帜 的 中

国特色。

回顾近年来的古装网剧创作，以唐宋

明清四个朝代为描绘对象的剧集都出现

了代表作品：《长安十二时辰》既讲述了

“保卫长安”的精彩故事，又展现了盛唐的

繁华美丽；《大明风华》以历史上真实的人

物和故事为蓝本，描绘了一段跌宕起伏的

大明历史；《延禧攻略》对清朝生活进行精

细复刻……这些细节都让观众一步步领

略中华服饰之美、礼仪之美、语言之美、书

法之美，全面的展现出了中华古典文化的

内涵，无形中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这

一点从时下众多的汉服爱好者身上就能

得到印证。

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影

视传媒一直都处在模仿阶段，一直缺乏定

位明确的表达方式。现如今优秀的网剧

在创作上别开生面，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历史氛围的高度还原已经成为了古装剧

探索的新方向，这有利于观众汲取历史智

慧，提升审美修养。

中华五千年文化，可以取用的素材很

多。古装题材仍是当下网剧创作的重要

阵地。尊重历史逻辑、反映历史风貌、弘

扬传统文化，这必须成为创作者自觉追求

的目标。

事实上，无论是古装戏、近代戏还是

现代戏，创作逻辑都要落脚到现实生活之

中，正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所说：“我们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编织

故事，从创作之初就本着讲好‘中国故事’

的初衷，打造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题

材作品。”

当历史感撞上技术流 古装网剧红了

易 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