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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
□王峰

所谓矿产资源，是指经过地质成矿作用，具有开发
利用价值，或有用元素的含量达到具有工业利用价值
的矿物。作为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它们或埋藏于地下
或出露于地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后来的铁
器时代、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各
种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对于这些深埋在地下的矿产资源，用什么方法才
能发现呢？“有一种找矿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即
使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该找矿方法仍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据南京大学矿床学博士、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
地质调查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维民介绍，这就是植物
找矿。《荀子·劝学篇》中说“玉在山而草木润”，体现山
中蕴藏矿物和周围植物生态相关的思想；唐代段成式
在《酉阳杂俎》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
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等，论述了作为矿床的指示植
物和某些元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其理论比国外的植
物探矿理论早了几百年，而这些植物便是矿产勘查领
域中常说的‘指示植物’”。

古人很早就学会根据植物来找矿，并在这过程中
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春秋时期的《管子·地数篇》、明代

《天工开物》等都有相关记载。《管子·地数篇》载：“上有
凡江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
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天工开物》
称：“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

“矿产是在地球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
植物能通过根系吸收来自土壤、岩石中的元素。”郭维
民告诉记者，这意味着，植物成分可以反映地表以下一
定深度的土壤、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从而为寻找矿体
提供成矿信息。

1951年，海州香薷是我国用科学方法正式发现的
第一种找矿的指示植物，其发现者正是中国科学院院
士谢学锦。

据郭维民介绍，其时，谢学锦前往安徽安庆月山地
区进行野外调查，发现在铜矿区这种野草开着紫色小
花，生长茂盛；经鉴定后认为，这是一种“喜铜”植物，所
以又称它为“铜草”。其根部含铜量最高达3％，一般也
在1％左右，而生长着这种小草的土壤里也有极高的含
铜量。海州香薷作为铜矿指示植物由此宣告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谢学锦的父亲谢家荣是我国的矿
床学巨匠，他发现了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他曾在南京
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以应国家建设急需,快
速培养一批地质人员。 （《金陵晚报》）

古人通过植物找矿

在中国，植树的历史可谓悠久。中国人为什么爱种
树呢？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还有其他原因吗？

答案是：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桑、枣等经济
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充，为百姓的衣食生活
提供保障。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还能致富。据《史
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橘”“千树萩”

“千亩竹”的人，堪称“素封”。他们虽然没有朝廷的封
爵，但是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

行道树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两周时期就“列树以
表道”，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
延伸方向。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是周人所崇尚的
礼仪。秦朝时，大修驰道，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道广
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两
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道树种类增加，不仅限于松树，
杨、柳、榆、槐皆有之。

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军事屏障。战国
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例子。彼时，函谷关附近有茂密
的森林，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其关隘作用因此大大提
升。秦汉以来，用树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作
用更加明显。

当然，古人也早早有了环保的意识。孟子曾言“斧
斤以时入山林”，《汉书》更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
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明确提出了水旱灾害与乱砍
滥伐之间的联系。清代华州严格执行山禁，禁止砍伐林
木，以减少水土流失；西乡县广种树木，防止水患……
这些都说明，古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
土流失之间的关系了。 （《漯河日报》）

古人植树的N个理由

每年的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说到“3·15”，你会
想到什么？是不是脱口而出的

“打假”。在古代，人们会不会也
买到“货假价不实”的东西？遇
到假货，他们会怎么处理？大家
来看看古人打假那些事。

三千多年前
古人就在打假了

早在 3000 多年以前，古人
就有了“打假”意识。

自上古周朝，便已出现假
货，并且泛滥程度严重到需要政
府加以管制。据《礼记·王制》记
载：“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
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
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
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古汉语“粥”有“卖”的意思，
这个规定说的是如果商家卖的
器具、车辆、布帛等商品的质量、
数量、品质、颜色不达标，就不准
在市场上出售。

食品安全问题在古代也很
受关注。唐朝对于食品安全有
相当严格的法令条例，比如，食
物变质致人生病或死亡的，商家
的主要负责人要被关押进监狱，
甚至被判处绞刑。

《唐律疏议》还规定，只要消
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
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
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
府举报，由官府强制执行退货，
并打卖方四十鞭子。

茶商以柿子树叶掺假
宋徽宗被气得“坐不住”

宋朝手工业、食品行业发
达，工商贸易非常兴旺，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以次充好、以假乱
真的现象，甚至连皇帝都被假货
给气得坐不住了。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提
到茶商造假，手段令人发指：“其
有甚者，又至于采柿叶桴榄之
萌，相杂而造，时虽与茶相类，点
时隐隐如轻絮，泛然茶面，粟文
不生……杂以卉莽，饮之成病。”

不知道这位皇帝是不是也
喝到过这种掺假的茶叶？他以
天子之尊，面对造假，可谓痛心
疾首：不法茶商把柿子树叶、苦
丁树叶掺进茶叶里，一起加工制
作成真假难辨的茶砖，普通百姓
看不出来，把这种茶喝下去，久
而久之会喝出病来。

宋代也有“防伪码”
买双鞋子都能查真假

面对造假成风，宋代官府的
态度倒是非常强硬，命令商人组
成“行会”，按照不同行业登记造
册，经营者必须入会，由会长作
为担保人，严把质量关，如果发
生行业内商品案件，担保人就负

有连带责任。
此外，宋朝法律也继承了唐

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
售者给予严惩。比如，往牛肉、
猪肉里注水，一经发现，就会被
责打六十大棍，造假商户若再次
造假被抓，数罪并罚，将会被判
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宋朝时还出现了“防伪码”，
要求商户自己发明“防伪”措
施。宋朝公案传奇《勘皮靴单证
二郎神》中讲过一个故事：制鞋
匠任一郎，在每双做好的鞋中都
会放一张写有“宣和三年三月五
日铺户任一郎造”之类字样的字
条，并且特设一本“坐簿”，靴子
里面的纸条与“坐簿”上是一样
的，买家要想知道鞋子的真伪，
来他的店铺一对照便知。

聪明如纪晓岚
也屡买屡踩坑

明清时期，造假欺诈更是层
出不穷，就连著名的才子纪晓
岚，也屡屡上当。在他所写的

《阅微草堂笔记》中，专门有一篇
笔记，盘点了他从小到大在假货
上栽过的跟头。

比如，他买到的号称明代制
墨师傅罗小华所制的墨，竟是用
泥巴染成黑色的，还有一次买到
的蜡烛点不着，一看居然是泥巴
做的，仅在外面敷了一层羊脂。
就连外焦里嫩的烤鸭也是泥巴
做的，只不过是在真的鸭骨、脚
掌、头颈上塞上泥巴，又糊了一
层烧烤颜色的纸仿作鸭皮，涂上
油以假乱真。

收藏界响当当的乾隆
买了赝品还“嘴硬”

假货层出不穷，甚至渗入到
了艺术界。收藏界响当当的人
物乾隆皇帝，这不也看走了眼。

元代著名画作《富春山居
图》（子明卷）于乾隆年间被征入
宫，乾隆视之为至宝，天天将它
带在身边，稍有兴致便在上面

“发个弹幕”（乾隆爱好在画作上

题跋，此卷题跋多达55处）。
谁料没过多久，市场上又流

出了一幅一模一样的《富春山居
图》（无用师卷）。经过多方求
证，乾隆惊知这幅才是真货，而
自己之前爱不释手的竟是一幅
仿冒品！好面子的他打死也不
承认自己买到了假货，一口咬定
新的这幅是“赝品”，同时又以高
价买下“赝品”，并偷偷珍藏了起
来。

为了治理愈演愈烈的假货
风潮，清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
在一些政策的推动下，涌现出许
多“编制内”的职业打假人，他们
大多是当地政府主管财政的官
员。

图书馆的经籍竟被篡改？
石头上刻书应对“学术造假”

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
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
造假。

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
及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
自己手里的才权威，于是互不相
让。争论无果时，大家纷纷去找
依据，结果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
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
扰。不过，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
的，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
权威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
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
经籍被改得面目全非。

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
家蔡邕实在看不下去，就向汉灵
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
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
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
不能再篡改。

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
大的文化工程，命蔡邕负责这项
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
的主持下，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学
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校订出

《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
秋》《孝经》《公羊传》七部儒家经
典，共20.9万字，全文刻制在46
块石碑上，每块碑石“高一丈许，
广四尺”。

（《海峡都市报》）

▲信誉是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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