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树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是电
视剧里打更人的经典台词。在古
代，打更人通过打更给人报时，同时
检查人口聚居区的消防安全，称得
上是“火灾警报员”。自从人类开始
用火，如何防火灭火就成为一个永
恒不变的话题。那么，在技术相对
不太发达的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如
何防火，在火灾发生后如何面对无
情的烈焰，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古代
消防那些事。

历史
春秋已有灭火文字记录

消防，即防火灭火。早在春秋
时期，我国已有灭火的相关记录。

《左传》记载了一个灭火故事：“夏五
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
灾。救火者皆曰：‘顾府。’……济濡
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这个故
事说的是，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
年）五月二十八日，鲁国的司铎宫发
生火灾，火势迅猛，救火的人着急大
喊：“先救府库。”大家用水浸湿帷幕
覆盖燃烧物以灭火。

《管子》云：“山泽不救于火，草
木不植成，国之贫也。”春秋齐国政
治家管仲认为，消防是关系国家贫
富的五件大事之一，他主张“修火
宪，敬山泽”。当时，防火乃至修订
消防法令已得到重视。

在我国，“消防”这一行为至少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过这个词语
却来源于日本。民国《内政年鉴》记
载：“北平消防队之成立，始于前清
光绪二十九年。初，警务学堂附设
消防科，延日人为教习，挑选长警专
司训练，毕业后即组成消防队。”警
务学堂由袁世凯开设，学堂设有“消
防警察”这一专业，自此“消防”一词
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
不过，日本文字是从汉字演变形成
的，“消防”一词的源头还在中国。

机构
宋人于高处砌望火楼

西周古籍《周礼》记载：“司爟，
下士二人，徒六人……掌行火之政
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显然，周
朝已设立与“火政”有关的官职，不
过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消防机构和消
防人员。

在宋代之前，我国没有专职的
消防机构，扑火灭火事宜，一般由治
安机构兼管，同时有民间力量参与。

我国最早关于专职消防机构的
记载，见于宋代《东京梦华录》：“每
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
兵五人……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
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
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
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
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
则有马军奔报。”这里提到了负责巡
逻和灭火的机构军巡铺，负责监测
火情的机构望火楼。望火楼建于高
处，有专人负责瞭望，一旦发现火
情，立即发出警报。据《海南省志·
公安志》记载，明代琼州也建了一座
望火楼，至清末，该望火楼改建为警
钟楼，监测火情的职能未变。

南宋诗人洪舜俞有诗《哭都城
火》，其中两句如下：“殿前将军猛如

虎，救得汾阳令公府。”其中的“殿前
将军”指的是救火的消防兵。明代
的专业消防人员被称为“火兵”或

“火丁”。
至清代，消防机构进一步完善，

一些城市有了“防火班”，“防火班”
专门负责城内救火事务。也有民间
力量参与火灾救援，如清同治年间
出现了民间消防组织“水龙局”。

1902年，清政府在天津创办南
段巡警总局，原先属于外国人的“救
火会”交由清政府监管，改称南段巡
警总局消防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支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消防队伍。
1903 年，琼州府设立消防分所，内
设义勇消防队，当时有一个班的兵
力。至宣统二年（1910年），琼州府
消防分所消防火警人员已有近百
人。民国时期，仅琼山县就有民间
救火义勇队20支。

设备
故宫有300多口太平缸

在古代，以水灭火是最常用的

消防手段。因此，在容易发生火灾
的区域添置一些运水或储水的工具
就显得十分必要。起初，水桶、水
盆、水缸等是主要的消防工具，后
来设备越来越先进，至唐代出现了
水袋，至宋代出现了水囊、唧筒
等。

明代宋濂所撰《元史·刑法志》
记载：“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
水彻，积水常盈……”这说明，元代
我国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会在家门口
放置装满水的水缸，以备灭火之
用。“个头”更大的太平缸是宫廷中
重要的消防工具，在宋代已经普遍
使用。现如今，故宫仍保存着 300
多口太平缸。

北宋学者曾公亮在《武经总要》
中记录了“唧筒”这种消防工具及其
工作原理，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
一种水铳式唧筒。唧筒由拉杆、活
塞等部分组成，可吸水喷水，可看作
是古代的水泵。

明清时期，消防设备进一步增
多，除了云梯、钩子、水桶等工具外，
人们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激桶”的
灭火枪。民国《清宫述闻》记载了这
样的救火场景：“紫禁城内禁区饬火
蚀，乾清宫等到处机桶（激桶）七十
架。”

防火
在墙上涂抹阻燃物

《周礼》记载：“仲春，以木铎修
火禁于国中。”这句话大概意思为：
仲春时节，官员摇着木铎（响器）走
街串巷，提醒大家防火防灾。《易经》
又云：“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
患而预防之。”古人十分清楚，消防
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燃”。

我国古人营造建筑善于利用自
然水源防火。古代的许多重要建筑
均临水而建，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一
粮仓”的丰图义仓，就是紧邻黄河建
造的。从建造传统来看，无论宫廷
建筑，还是普通民居，绿水环绕或背
山面水，都是理想的布局。

除了以水灭火的防火思路，我
国古人还会使用固体阻燃物防火。
形成于 5500 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
湾遗址，其建筑已采用木骨泥墙和
草泥包皮的建造方法，墙面具有一
定的防火功能。以前在海南农村，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用稻草和黏土
建造的墙体，这种房屋虽然不太牢
固，但也不易着火。

明正德年间的《徽郡太守何君
德政碑记》记载：“吾观燔空之势，未
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
在人。治墙，其上策也。”这里的“治
墙”之策指的是对建筑的墙面作防
火处理，一般为涂抹阻燃物。

我国宋代的建筑技术专著《营
造法式》是一本官方颁布的建筑设
计、施工规范书籍，里面有建筑如何
防火的内容。

清代文人袁枚在《火灾行》中
写道：“出没黑烟人不见，但闻促
水肯檬陇。水龙百遣横空射，倒卷
黄河向天倾。重九妖雾青山崩，黑
连蒸土白石化。须央半空飞霹房，
储瓦颓垣如掷戟。”在他描述的火
灾现场，虽然人们已使用各种工具
灭火，但一切为时已晚，令人叹
息。所以说，防火的重要性，古今
一以贯之。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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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汝为

汉语称谓有四大原则：平等原则、敬谦原则、情感
原则和等差原则。例如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乡》中，
少年时代的鲁迅和闰土以“迅哥”“闰土哥”相称，这种
孩提称谓所采用的是情感原则。暌隔多年后二人重逢，
闰土恭敬地称鲁迅为“老爷”，这个尊称采用的是等差
原则，即贵贱有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公私有度。面
对同一个人，称谓由“迅哥”变为“老爷”，这种变化源于
社会地位殊异造成的心理隔膜。

司空见惯的小称呼，却蕴含着大学问。称呼得体、
适宜，言语交流就顺畅；称呼不妥，就尴尬，影响交流效
果。在日常生活中，称呼语正确使用的前提是：遵循规
律，弄清称呼有哪些禁忌。首先，称呼应符合被称呼者
的身份，例如面对一位卖煎饼馃子的中年妇女，称为

“大妈”或“大姐”等；面对一位民工，称呼“师傅”或“大
哥”等。有些特殊的称呼明显带有地域特征，如山东人
喜称“伙计”，但南方人听来会误解为“打工仔”。中国人
把配偶称为“爱人”，但在外国友人的意识里，“爱人”却
是“恋人”的意思。

在职场中又分为：职务称呼，以对方的行政职务相
称，一是仅称职务，如“部长”“处长”等；二是在职务前
加姓氏，如“王部长”“张局长”等；三是在职务前加姓
名，适用于正式场合，如“刘×书记”“孙×厅长”等。职
称称呼，亦如职务称呼。一是仅称职称；二是在职称前
加姓氏；三是在职称前加姓名。行业称呼，则以姓氏+职
业，如赵老师、孙医生、周警官等。性别称呼，按性别分
别称为“小姐”“女士”“先生”。其中，未婚者称“小姐”，
不明确婚否者则可称“女士”。姓名称呼一般适用于年
龄、职务相仿者，或同学、好友之间。与众多人打招呼
时，要注意亲疏和主次：以先长后幼、先高后低、先女后
男、先亲后疏为宜。

在职场中，还要注意姓氏与职务的语音搭配，对于
傅姓、戴姓等的一把手，如直称“傅厅长”“戴局长”，都
不得体；而应略其姓氏，直称“厅长”“局长”。近年来职
场流行“二字称谓”，例如正职多以姓氏加职务的第一
个字（标志性语素），而省去了“长”字，如“钱局”“孙处”
等。偶尔遇到姓氏谐音难题，例如董事长姓步，您就不
能称“步董”；局长姓范，您就不能称“范局”；校长姓戴，
您就不能称“戴校”；院长姓季，您就不能称“季院”……
怎么办呢？略作变通，改用全称如“董事长”“院长”之类
即可。 （《今晚报》）

称 呼 的 忌 讳

▲云梯

□杨文静

我们常见的成语多是四个字的，今天来认识一个
七字成语：糟糠之妻不下堂，出自《后汉书·宋弘传》。

宋弘是东汉大臣，忠诚，正直，清廉，不媚上。光武
帝刘秀即位后，宋弘来洛阳做官，在职期间，为朝廷推
荐贤士三十多人，其中不少相继任公卿。

宋弘曾推荐博学多才的桓谭，说他几乎能与扬雄
和刘向父子相比。刘秀却很快发现桓谭擅长弹琴，弹奏
的民间乐曲浮靡悦耳，于是每有宴会，都让桓谭秀琴
艺。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穿好了朝服坐在官署里，叫
人把刚刚演出结束的桓谭叫来。

“我推荐你，是想让你以道德辅佐皇帝，你却屡次献
上浮靡的郑声扰乱雅乐，看来你不是忠诚正直的人啊。
说吧，你是自己改正，还是让我依法治你的罪？”桓谭进
门坐都没坐，就被严厉地批评一番，吓得赶紧磕头谢罪！

后来，刘秀大会群臣，又让桓谭弹琴，桓谭看着宋
弘，一失常态。刘秀奇怪，问他怎么回事。宋弘于是摘下
头冠离席谢罪：“臣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诚正直
来引导陛下，他却让朝廷沉迷浮靡之乐，这是臣的过
错。”刘秀面有愧色，不再让桓谭担任给事中。还真是一
个敢于直谏，一个从善如流。

刘秀的姐姐湖阳长公主刘黄新寡，刘秀想再给她
选一个丈夫，就和她一起议论朝臣，暗中观察她的心
意。刘黄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一听就明
白了：“我来想想办法。”

一天，刘秀召见宋弘，让姐姐坐在屏风后，自己对
宋弘说：“俗话说，地位尊贵了就换朋友，家里有钱了就
换老婆，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宋弘正气十足地回答：

“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下堂，指离
开殿堂或堂屋，也指妻子被丈夫遗弃。宋弘的意思很明
白，他不愿抛弃曾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刘秀扭头对刘
黄说：“姐，不中，这事儿办不成。” （《洛阳晚报》）

糟糠之妻不下堂

▲《远西奇器图说》中的水龙

▲《武经总要》中的唧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