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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到达非洲的
不是郑和

郑和因七次下西洋，最远
达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而
名垂青史。但是有史书记载的
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并不
是郑和，而是唐朝的一个士兵，
杜环。

杜环在唐天宝十年，随高
仙芝在怛逻斯城与大食军作战
被俘。但幸运的是，他被送到库
法后，不但未限制其行动自由，
还让他与军团随行，并参与了
几次军事行动，正是借此机会，
杜环游历了西亚和北非。

杜环的西亚和非洲之旅最
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见到了大
秦（阿拉伯）外科医术和造纸术
的西传。

在游历西亚和非洲十多年
以后，杜环回到中国，把自己的
游历写成了一本书，那就是《经
行记》，惜已失传，惟杜佑的《通
典》（ 801 年成书）引用此书，有
1500 余字保留至今。而也正是
这 1500 字让后人研究中西交
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据《国学》

被误解的名人姓名
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

典故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但
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

孟姜女

孟姜女并不姓孟。按照先
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
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

“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
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

“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
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
就是“姜家的大姑娘”。

《辞海》记载：孟姜，春秋时
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
后人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
杞梁’，并演变为孟姜女哭长城
的故事。

柳下惠

以“坐怀不乱”著称的柳下
惠，曾担任鲁国的大夫。柳下惠
姓什么？姓展。

《辞海》记载：柳下惠，即展
禽。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
下。谥惠。

叶公

“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
都学习过，叶公姓什么？姓沈。
他叫沈诸梁，因被楚昭王封到
古叶邑为尹，故史称叶公。

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
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
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
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

鲁班

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
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姓公
输。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
以人们常叫他鲁班。

商鞅

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
姓什么？姓公孙。《辞海》载：“商
鞅，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
孙氏，名鞅亦称卫鞅。”

据凤凰网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从第一
位皇后开始，文献中记载的有封
号的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
贵人、常在、答应就有五十五位。
其中有四对竟是亲姐妹。

康熙后妃中的第一对姐妹
是领侍卫内大臣咯布拉之女，辅
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姐姐赫舍里
氏，于康熙四年九月初八日被册
封为孝诚仁皇后，时年十三岁。
生有两个儿子，皇二子承佑四岁
夭折，皇三子胤礽从一出生就被
立为太子，后被废。与姐姐相比，
妹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是一名
嫔。在康熙三十五年去世，死后
才被追封为平妃。

康熙后妃中的第二对姐妹
是原辅政大臣一等公遏必隆的
女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
康熙十六年，钮祜禄氏被封为孝
昭仁皇后，于康熙十七年崩于坤
宁宫。孝昭仁皇后的妹妹温僖生
了皇十子胤俄和皇十一女。在康
熙二十年封妃大典直接被封为
贵妃。

康熙后妃中的第三对姐妹，
是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国舅佟
国维的女儿，康熙生母孝康皇后
的亲侄女，满洲镶黄旗人，又是
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姐姐佟佳
氏，在康熙十六年被封为贵妃，
后生有一女，不到一个月女儿就
夭折了。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
九被封为孝懿仁皇后，可第二天
去世了，只当了不到一天的皇
后，成为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
短的皇后。妹妹悫惠生于康熙七
年，在康熙三十九年被封为皇贵
妃，她晚年曾和妃瓜尔佳氏一起
抚育过弘历，所以乾隆帝念其抚
育恩情，在乾隆元年十一月，又
晋尊为皇祖寿琪皇贵太妃。

康熙后妃中的第四对姐妹
是官佐领三保之女，郭络罗氏，
她于康熙十六年册为宜嫔，生有
三子，死于乾隆二年，后被葬于
清东陵景陵妃园寝。妹妹郭络罗
氏贵人，生和硕恪靖公主和黄十
九子胤禹，卒年不详。

康熙这四对姐妹后妃，在康
熙成就千秋大业的不同时期都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世对她们
的评价也非常高。

据搜狐网

康熙后妃中

包括4对亲姐妹
和珅深得乾隆喜欢不仅仅靠小聪明

和珅年轻时曾就读于咸安
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
格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
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
天资出众。不仅如此，和珅大部
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
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
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
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当
然，“马屁”也拍得很到位。

十多岁时，和珅就显示远
超他的八旗子弟同学们的心机
和城府，甚至刻意下苦功临摹
过皇帝的字体——— 以求将来仕
进写奏章时获取皇帝的好感，
而他老师吴省兰在看到他的心
机后，不由暗暗叹服，主动与其

结交，对其倾囊相授。
和珅能得以接近乾隆纯属

偶然。一次乾隆随口吟了句
《论语》，表达对朝臣不满，此
时一个容貌清俊的侍卫接口
就答，不但领会了乾隆意图，
而且应对十分妥帖。这个侍卫
就是和珅。从此，乾隆对和珅刮
目相看。

一日乾隆在圆明园看朱熹
注的《孟子》，注解用的是小字，
乾隆看得费力，便让和珅看灯，
和珅灵机一动，将乾隆看的那
一句的注解一字不差背了下
来，并进而将《孟子》全文的朱
熹注解全部背给乾隆，此事让
乾隆对和珅的才学大加赞赏，

认为是科举遗珠，特下恩旨让
其踏上仕途。

因为相似的身世，和珅对
当时文人间暗中流传的《石头
记》如痴如醉，却苦于看不到后
四十回，于是悄悄找到高鹗，命
其续写，而高鹗也痴迷于此书，
一拍即合。

然而《石头记》是禁书，高
鹗根据和珅的意见，将续写部
分，基调改得不那么凄惨。甚至
有对当朝歌颂的可圈可点之
处。和珅更是把书名改为大气
的《红楼梦》，并借惇妃之手推
荐给乾隆，乾隆看了并无违逆
之处，便同意将此书刊行天下。

据全球通史

济南泉水众多 ,但清以前，
文献资料中从未出现“泉城”二
字，文人雅客们对济南最多的
譬喻是“似江南”“亚江南”。

1924 年，时任北京大学国
文系教授的周作人应邀到济南
讲学，后来在《济南道中（之
三）》中写道：“济南则很有江南
的风味，但我所讨厌的那些东
南的脾气似乎没有。”这是一个
南方人眼中的济南，应和了宋
人黄山谷“济南潇洒似江南”的
诗句。老舍与济南的缘分颇深。
在 1937 年发表的《大明湖之春》
中，老舍称济南是“北方唯一的
水城”。

在文学史上享有“女兵作
家”之誉的谢冰莹，1947 年的春
末夏初曾到济南探亲，并在散
文《济南散记》中写道：“济南，
的确是水都。”然而细分析，“水
都”二字于济南却不甚贴切。水
多的地方都可叫水都、水城或
水乡，比如威尼斯称“水城”，苏
州称“水都”，聊城打造“江北水
城”，台儿庄打造“江北水乡”。

济南水多，但这水却与别处不
同。是“家家泉水”。明确点破这
一点的，是民国作家倪锡英。
1940 年 11 月，客居重庆的倪锡
英写了《大明湖雪中游》一文：

原来济南的风景线，是由
“湖”“山”“泉”三种因素构成
的。在济南民间有句谚语，叫做

“湖光山色与水清”，“湖光”是
指大明湖，“山色”是指千佛山，

“水清”是指趵突泉。这三样法
宝，造成了济南风景美的主要
骨干，这个美点如果表露地说
出来，那就是刘铁云氏在《老残
游记》上所写的“家家泉水，户
户垂杨”两句话。济南的最可爱
处，就美在这个“家家泉水”上
面。整个的济南城，是被包围在
泉水的潜流中，这泉水，浸润着
所有济南全城的大街小巷，使
济南蒙上了一重水色的轻纱，
显得潇洒而美丽。这些泉水，是
以城周四围的群山为源，衍流
入城，分布为有名的七十二泉，
趵突泉以冠军突跃的姿态，结
成了群泉迸发的水花，而大明

湖又成了“群泉之家”，变为一
切泉流的总汇。所以，济南可以
说是一座“泉之城”，而大明湖
却堪称是一个“泉之湖”。

“泉之城”！“泉城”的别名
就这样呼之欲出了。

1952年10月至11月期间，毛
泽东在济南休假7天。10月26日
下午，毛泽东到达济南，10月27
日上午，毛泽东在时任山东军
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陪同下，参
观了四里山、趵突泉、大明湖、
泺口。据王东溟《毛泽东休假
到山东》一文记载，在珍珠泉
毛泽东背诵了明代诗人晏壁
的咏珍珠泉诗：“白云楼下水
溶溶，滴滴泉珠映日红。渊客泣
来无觅处，恐随流水入龙宫。”
咏完诗后，毛主席十分感慨地
对许世友、高克亭说：“济南叫
泉城，到处都是泉水，真是名副
其实啊！”

10 月 27 日下午，毛泽东在
许世友、高克亭的陪同下游览
了大明湖。在小沧浪亭，毛泽东
看了清朝书法家铁保写的楹
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然后又环视了一下
湖面，感叹地说：“泉城真是名
不虚传。”

“泉城”，或许自古就存在
于济南人的心里，毛泽东一经
说出，便如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迅速在济南人的心里生根发
芽。之后，“泉城”二字开始见诸
官方文献。 风信子

济南自何时称“泉城”？
很多城市，除正式名称外，常常还有别名。如伦敦叫雾

都，威尼斯叫水城，重庆叫山城，广东叫羊城，昆明叫春城，哈
尔滨叫冰城……这些名称，或源于历史，或源于地理风貌，或
源于神话传说，都能很好地体现城市特色。济南自古多泉，故
别称泉城。那么，这“泉城”的称呼是何时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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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城市排水系统有多发达
宋代出现了一波城市化浪潮，不但大量商

业性市镇涌现出来，大城市也急剧扩张，50万人
口的城市已不鲜见(同时代的欧洲城市，比如伦
敦、巴黎、威尼斯，人口最多不超过10万)，开封
与杭州更是人口超过100万的超大型城市。

这么大的城市，如果没有集中供水装置与
发达的排水系统，是不可想象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
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下水道是
一座城市的良心。如果这场倾盆
大雨落在古代的城市，比如北宋
的开封、南宋的杭州，会不会一
定造成严重水淹呢？

北宋东京城的排水系统是
非常发达的，地面的明渠有“八字
水口”：“内外八厢创制八字水口，
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地下暗渠也
四通八达：“汴都地广平，赖沟渠

以行水潦”。陆游《老学庵笔记》
的一段文字更是可以说明东京
地下排水管道之发达程度：“京师
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
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
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
之，虽才尹不能绝也。”因为“极深
广”，便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藏身
之地，即便来了能吏，也难以将这
个“地下王国”彻底整治。由此也
可以想见东京地下的排水沟渠

是多么宽阔、深长。
南宋杭州城的地下排水系

统同样很发达。明代人田汝成在
《西湖游览志》中说，杭州的地下
暗沟有：“李泌所开六井，沈文通
所开南井，苏轼所开新沟，通猫
儿桥及雄武营者；而布政司前百
狮池，西通西湖，东出水于普济
桥；又仁和学、府学前，亦有暗
沟，绕棂星门，出于凌云桥者是
也，余不可考。夫久废者，固不可

复矣，有踪迹可寻，而坐视堙梗，
非郡城之利也。”这些地下沟渠
到了明代时，已经因年久失修而
不可用，所以田汝成觉得很可
惜，认为“非郡城之利也”。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见
识到宋代地下排水系统的生命力。
你应该听说过江西赣州的“福寿
沟”。这一地下暗渠为宋神宗熙宁
年间赣州的刘彝所主持建造，因
为整个沟渠网络形似篆体的

“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
宋人建成福寿沟之后，历代

对此渠均有维修，至今仍在使
用。前些年，许多城市因为暴雨
发生内涝，而同遭暴雨袭击的赣
州，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但
市区未现明显内涝，“没有一辆
汽车泡水”，这其中就有福寿沟
发挥了排洪的作用。 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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