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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来回7次，到过
三十多个国家，宝船载人过千，
总人数过万。一路航海而行，船
上都有哪些食物？他们又是怎么
保存食物的呢？
自备食物

据现有资料表明，郑和的船
队很重视后勤补给，船队中有专
门的保障给养的船只，而且船员
们在船上带上了黄豆，黄豆可以
发豆芽，这样就有了新鲜蔬菜，
保证了维生素的补充。而且船员
还饲养了马、羊等牲畜，这样既
可以当做停船着陆时必要的交
通工具，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补
充营养。确保了即使在长时间不
能靠岸补充新鲜淡水和食物的
情况下，依然不会出现败血症等

疾病的症状。
打捞海鱼

出海航行不吃鱼怎么行？拥
有200余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自然
也不例外，在航行的过程中船队
也会进行捕鱼工作，虽然其收益
跟现在相比要小的多，但也不失
成为最快捷的补给渠道之一。
打海盗、缴物资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上都携
带有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先进
的火炮，配备这样精良的装备主
要就是防范沿途海盗，一旦遭遇
海盗并打败他们，郑和便派人缴
获他们的物资，这也是船队在茫
茫大海中能够得到有效补给的
重要手段。另外还要将伤员安置
在就近的小岛上，等待他们痊愈

后再带上，这样就减轻了船队负
担，也有效遏制了疾病的传播。
将贸易用的瓷器用来种菜

瓷器是当时中国在海外最
受欢迎的商品,郑和船队每艘船
上都带有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
贸易或中国皇帝的赏赐之用,郑
和船队上的人把这些瓷器里埋
上土,在瓷器里面种蔬菜,这样,一
方面船员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
且吃的还是新鲜的蔬菜,不但能
填饱肚子,还能保持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在瓷器里添满泥
土,既可以节省瓷器的摆放空间
和蔬菜种植空间，又可以使得瓷
器在长时间的航行中不易破碎,
这一做法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据央视百家

关于人们的坐姿，在古礼上
是很有讲究的，决非随便找个地
方把屁股放上去就完事儿。古人
围绕着坐姿之礼，定下了很多规
矩和要求。如今的“葛优瘫”非常
出名，历史上还真有人和葛优的
坐姿相仿，但不幸被孔子发现，
结果会被臭骂一顿的。

先秦时期，不会坐或是乱坐
都属不懂礼仪的行为。孔子的老
朋友原壤，就曾因乱坐而被孔子
臭骂一通。原壤的坐姿是两腿张
开，伸直，身后还放有依靠的物
品，这种坐姿在古代叫“箕踞”，
基本上与“葛优瘫”非常相似。他
的坐姿被孔子发现后，据《论语·
宪问》记载，孔子当场就发火了，
用拐杖敲打着原壤的小腿骂道：

“幼儿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
不死，是为贼。”其大概意思是，
你从小就不懂礼数，长大也是废
物一个，老了白浪费粮食，是个
害人精。

孟子的老婆有一次这样叉
开腿坐着被孟子看见，差点被

“休”了。据西汉人韩婴所撰的
《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独居，
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
无礼，请去之。”

孟子反应如此强烈，是有缘
由的。那时人们穿的都是开裆
裤，且无着内裤的习惯。“箕踞”
成何体统？十分讲究礼教的孟子
要把老婆赶回娘家，也许并非小
题大做。

古代男性应该怎么坐才能

表现出自身的高贵？安坐，是早
期最体面的一种坐姿，即以膝居
地，小腿平置于地，臀部贴于脚
后跟。据考证，安坐源于神灵安
置受祭的特殊姿势“尸坐”，乃一
种权威姿势，当时的男性贵族或
者有身份者，在公开场合都是这
么个坐法。

女性如何坐不失体面？从
“女”字起源上便可知道。“女”是
一个象形字，从甲骨文和小篆的
字形来看，就是坐姿：两膝着地，
臀部落在两脚上，双手相交下垂
于前。“双手垂坐”不仅可防止

“走光”，且与“女”字类似，“母”、
“妾”也是这种坐姿，这是当时女
性最优雅的坐姿。

据中国青年网

农历中的闰月到底是怎么
回事？这要从古人看月相说起。
古人以月相变化为依据，把29天
或者30天称为一个月，把12个月
称为一年，并以此形成了我们最
初使用的历法，也就是阴历。

但是阴历的一年平均只有
354天左右，按我们现在来看，比
地球公转周期365天少了11天。这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一年过完
了，四季还没轮完。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气候
变化直接指导着农事。所以，为
了让历法跟四季轮回对上节奏，
古人决定人为地增加一年的长
度，于是他们就在阴历的基础
上，设置了闰月。

所谓闰月，就是一年中多出

来一整个月。也就是说，新的历

法中会出现一年有13个月的情
况，而这种经过改良、有利于农业
活动的历法就是“农历”。在农历
中，闰月出现在哪个月之后，就叫

闰几月。而今年的闰月出现在农
历六月之后，所以叫闰六月。

但阴历全年354天，加上一
个月都380多天了，仍然没跟四
季轮回对上节奏，所以，闰月并
不是每年都有。农历中大约是每
19年设置7次闰月，以保证农历

每年的平均长度跟地球公转周
期大致相等。

那么，这每19年7次闰月的
规定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很简单：阴历年跟地
球公转周期相比，每年差11天
左右，那1 9年就差了2 1 0天左
右，这个天数大致就相当于 7

个月。所以农历大约是每 19 年
补上 7 个闰月，平均两三年出现
一次闰月。

据《国家人文历史》

溥仪结婚，张作霖随多少钱？

郑和舰队两万人，航海四年吃什么

孔子臭骂朋友“葛优瘫”不懂礼仪

农历中为何有闰月

我们现代生活常用口香糖
来清新口气，那古人是如何去
除不良口气的呢？我们的老祖
宗想了很多妙方，其中一个就
是口衔“鸡舌香”。

东汉桓帝时，有一位侍中
名叫刁存，年纪挺大了，有口
臭。一天，汉恒帝赐给刁存一个
状如钉子的东西，命他含到嘴
里。刁存不知何物，惶恐中只好
遵命，入口后又觉味辛刺口，便
以为是皇帝赐死的毒药。

他没敢立即咽下，急忙回
家与家人诀别。此时，恰好有朋
友来访，感觉此事有些奇怪，便
让刁存把“毒药”吐出来看看。
刁存吐出后，却闻到一股浓郁
的香气。朋友察看后，认出这并
不是毒药，而是一枚上等的鸡
舌香，是皇上的特别恩赐。虚惊
一场，遂成笑谈。

“鸡舌香”形如钉子，又名
丁子香 ,东汉时是名贵的进口
香药，含之能避口臭，令口气芬
芳,是现代口香糖的老祖宗。

相传，唐代著名的宫廷诗
人宋之问在武则天掌权时曾充
任文学侍从，他自恃长像仪表
堂堂，又满腹诗文，理应受到武
则天的重用。可事与愿违：武则
天一直对他避而远之。一次武
则天对一近臣说：“宋卿哪方面
都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口
臭的毛病。”宋闻之羞愧无比，
此后，人们就经常看见他口含
丁子香以解其臭。

到明清之后，口含鸡舌香
以避口臭、增芳香，已成为朝臣
和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至于
文人雅士以香赠友，更是常见
礼节。 据搜狐网

“鸡舌香”
是口香糖的老祖宗

京剧中
为何没有女演员

中国象棋里的“车”
为什么读作 jū？

象棋中的“车”为什么会
读作jū？要回答这个问题，还
是要从中国象棋棋子的历史
演变以及“车”字在古汉语中
的读音说起。

早在《诗经》的时代，当
“车”字特指一种载人交通工
具或战争载具时，便已经与诸
如“琚”（音jū）“且”读作（jū）
等在今天读jū音的字押韵。

隋末唐初学者陆德明所
著专门为古代儒道典籍注音
的《经典释文》中，也说类似

《诗经》中这种意义的“车”字
“又音居”且“与居为韵”。

到了《康熙字典》，更是明
确说明，这个读作 jū的“车”
字，就是特指宋代《论语疏》中
所提到的诸如“驷马车、田车、
兵车、乘车”这样用来乘坐或
用于战争的车。

《康熙字典》引用包括《广
韵》和《说文解字》在内的前代
韵书与字典说明“车”字，在作

“载人车”或“战车”等意思时
读作jū，而作“有轮子的工具
总称”和“牙床”等意思时则读
作chē。

上面所提到的种种“车”
中，包含了用于作战的“兵车”

（战车），即中国象棋中“车”这
个棋子所代表的东西。那么自
然，在“车”这个字指战车时，
无论是在日常使用中还是在
象棋中，理论上应当读做jū。

据《国家人文历史》

清朝第一位进京做皇帝
的是顺治。严格来说，顺治皇
帝是清宫戏班的开拓者。教坊
司原属礼部，负责庆典及迎接
贵宾演奏乐曲事务，拥有众多
乐师和女乐，地址在今天北京
东四牌楼南边的本司胡同。

顺治这年19岁，他对明朝
留下的教坊司大有意见。于是
就召见礼部尚书说：“教坊司
里的女乐成分太复杂，不少是
战争失败者或被处罚官员的
妻子、女儿，被视为性奴，受到
非人对待，影响宫廷声誉。今
后一律不准使用女乐，全部由
太监担任，负责宫廷中和韶乐
事务。”

这是清宫戏班的一项重
大改革。从唐朝以来的历朝历
代，宫廷戏剧音乐机构中都有
女乐，现在要撤销女乐，那唱
歌、跳舞、演戏的事谁来干呢？
按照顺治皇帝的谕旨要太监
来干，于是一支80人组成的中
和韶乐队成立了，由原来的教
习做先生，从太监中挑选出来
的伶人开始学习吹拉弹唱，以
逐步取代原有女乐。

清朝宫廷戏班完全由太
监充当，加上后来允许招进民
籍伶人，但不允许女人参加，
形成200多年清宫戏班局面，就
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这对后
来京剧的形成，特别是对京剧
中没有女演员、男扮女角大有
影响。

据《清宫戏班纪事》

考虑到清室的府
库与北洋政府的国库
一样干瘪，徐世昌提前
一个月就进奉 2 万元
做为自己的礼金；远在
东北的张作霖闻讯，第
一时间派专人送来 1
万元聊表寸心；辫帅张
勋岂能落后他人，也送
来 1 万元表忠心。

1922年，清朝虽然早已经被
推翻多年，但因为之前清室与民
国政府间有保留皇帝尊号的约
定，所以十七岁的溥仪结婚时对
外宣称仍是大婚。为了把这场婚
礼办得风光、体面，清室为此专
门成立了“大婚礼筹备处”。结婚
时的礼仪仍按清朝旧例来，而且
还与时俱进增加了一些民国以
来的新花样,比如说收份子钱。

民国政要和那些自认为有
头有脸的人，听说溥仪大婚，自
然不会放过这种抛头露脸的好
机会。这些人参与的方法不外是
直接掏钱或者送些礼物两种。据
史料记载，溥仪大婚一共收到各
方人士馈送的礼金及礼品列有
清单，一共收到礼金19 . 6万余
元，其中最多的上万，最少的仅
有区区十元。

这其中，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他随的份子钱最多。或许是考虑
到清室的府库与北洋政府的国
库一样干瘪，徐世昌提前一个月
就进奉 2 万元做为自己的礼金；
远在东北的张作霖闻讯，第一时
间派专人送来 1 万元聊表寸心；
辫帅张勋岂能落后他人，也送来

1 万元表忠心。
各地军阀、下野政客闻风而

动，黎元洪“进喜礼一份，龙凤双
如意，龙凤银制圆盒，龙凤银制
花瓶，龙凤彩花烛台，织金闪缎
八端，红缎锦绣彩花喜帐，红缎
锦绣彩花喜联，红缎锦绣富贵喜

幔”等物，吴佩孚送来一些衣料
和7000元，曹锟送来如意和衣料，
王怀庆送来九柄金如意，冯玉祥
送来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

以陈夔龙为首的满清遗老
们共报效24000元，东三省交来份

子钱 3 万元。康有为送来 1000 银
元之外，另有磨色玉屏、磨色金
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等
物，还亲自撰写了一幅婚联。上
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为

“九天日月耀金台”。
驻华使馆、上海的犹太资本

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
何东，也都送来了贵重礼物。由
于各方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一
时间无法处理，溥仪令人暂时储
存在建福宫中。哪知道人算不如
天算，后来太监们放了一把大
火，绝大多数礼物在烈焰中化为
灰烬。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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