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25日，山东省新闻
美术家协会组织书画家到济南某部
送书画进军营，亲切慰问部队官兵，
受到热烈欢迎。参加活动的书画家
有：叶兆信、刘爰、高昆、黄汝清、尹秀
波、于勇、尹海波、黄宝福、刘兵、田根
承、徐宁、李钧等。

八一前夕，新闻美术家到部队与
部队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深情，他们挥
毫泼墨，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对人民子
弟兵的深情厚谊。 (本报记者)

又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5周年之际，济南市文联美协、书协
的书画家杨炳云、韦辛夷、马骥、张家
祥、韩英伟、吴毅民、王升峰、李庆杰
专程来到武警济南市支队，以饱含深
情的书画作品奉献给武警官兵，共庆

“八一”建军节。书画家们饱蘸浓墨、
满怀深情地创作了近百幅精品力作，
受到武警官兵的热烈欢迎。

(曲安东 姜洪斌)

美术家送书画

进军营

据沈阳一位古城建筑专家介绍，紫禁城
的排水有明暗两套系统。明排水是通过铺地
做出泛水，通过各种排水口、吐水嘴排到周
边河中，暗排是通过地下排水道将水排到河
里，而这条河就是内外金水河。据其介绍，承
德避暑山庄也是这样建设的排水系统。归纳
起来，一句话，整个系统，通过明暗等手段，
达到一个目的：汇总往外排。

排水系统经历600年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己
未，“雨坏都城，发兵二万人筑之”，57年后
的至正八年五月，“京师大霖雨，京城崩
圯”。

而后，水灾不绝。据《明英宗实录》记
载：景泰五年七月，京师霖雨，九门城垣塌
决者甚多。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顺天府
大雨如注，昼夜不止，经二旬。雨潦浸贯
城，长安街水深五尺，洼者深至丈余，各衙
门皆成巨浸。

上述史料显示，在明朝英宗时期，虽九门
城垣塌决，但是紫禁城显然比元大都岿然淡
定，没有出现“雨坏”局面。而万历年间的20天
连续大雨，长安街出现积水，但故宫没有大面
积积水情况发生。

永乐十八年落成的紫禁城的排水系
统经受了考验，原因到底何在？

城外三道防线预防洪水

据专家介绍，从地势上看，北京北依
燕山，东临渤海，西北高东南低，所以水向
东南流。从紫禁城来看，北门神武门地平
标高46 . 05米，南门午门地平标高44 . 28
米，差约2米。其排水设施充分利用了这一
地形特点而建。

专家称，这套排水系统的总特点，是将东
西方向的雨水汇流入南北干沟内，然后流入
内金水河。

疏通各个宫殿院落的排水系统有干线、
支线，有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眼等，经过
精心测量、规划设计和施工，每年固定时间
掏挖养护。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外安排了完
整的排水系统，减轻了城内的负担。

紫禁城外至少有三道防线：一是明内
城护城河及大明濠、太平湖；二是西苑太
液池和后海；三是外金水河和紫禁城的筒
子河(护城河)。这些河渠一方面可用于城
市供水，另一方面汛情之下亦可用于排
水，先在外围保证不至于大量雨水和山洪
流入紫禁城。

排水主干道内金水河

内金水河是紫禁城的内河。在紫禁城西
北角楼偏东的南河帮上，有一石砌券洞，便
是内金水河流入宫内的进水口，设有控水
闸，可以控制水位高低，遇汛则可以关闭。

按照专家的说法，内金水河所引为西郊
玉泉山水，因西在五行中属金，“金生丽水”，
故名金水河，“由神武门西地沟引护城河水
流入宫内，沿西一带经武英殿前，至太和门
前金水桥下，复流经文渊阁前至三座门，从
銮驾库东南出紫禁城。”

内金水河全长2000多米，河帮、河底通用
白石铺砌。河道曲折蜿蜒，或隐或现，传流整
座紫禁城。不只用于美化环境、欣赏鱼藻，在
兴建施工时，它是建筑用水的来源，而平时
也是作为城内井水之外，消防用水的来源。

紫禁城内大小90多个院落，通过本院的
排水沟道，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就近排入地
下暗沟，最后都汇流于内金水河，再至东华

门南隅的水闸流出，与外金水河汇合。

御路甬道加暗沟汇总内金水河

紫禁城占地面积72公顷，庭院都是中高
边低、北高南低，遇雨首先流入四周房基下
的石水槽，亦即明沟。台阶或建筑物之类的
障碍物则都开有券洞，亦即沟眼，方便地面
水穿过障碍物。地面或明沟的水再通过入水
口流入地下。入水口多为方石板镂雕成明清
铜币(大钱)形，即外圆中方镂成5个空洞，可
以进水，称作钱眼。

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
殿为例，前三殿建在8 . 13米高的三层台基
上，台基四周栏杆的底部，有排放雨水的
孔洞；每根望柱下还有一个雕琢精美的石
龙头，名曰“螭首”，其口内为凿通的圆孔，
也是辅助排水的孔道。每逢雨天，雨水从
1142个排水孔喷出，呈现“千龙喷水”景
观，逐层下落，流到院内，使得台面无积
水。台基四周设有石槽排水沟。

前三殿、后三宫都有一条南北向的御
路。东西六宫等院落也都有南北向的甬道。
御路、甬道均为中间高两边低的形式，顺其
地势，雨水能够直接从中间向两边排水。

如当太和殿的御路确定后，为使排水流
畅，在铺砌地面前还要确定水流方向并找好
坡度，将雨水汇集到东西两侧的排水明沟，
又称荷叶沟内，引入院东南角的水沟门，经
泊岸下的暗沟流入内金水河。

东西六宫诸院落基本为前后两进，院
落之间有长街相间隔。甬道把院落分成两
个排水区域，后院向前院排水，为使排水
顺畅，预先需要确定前后院的水流落差坡
度，俗称泛水。雨水自前院东西两侧水沟
门经明沟，流入长街的暗沟内，再经支线
汇入干线总汇于内金水河。

因为殿宇楼阁、假山亭台、鱼池花木
的存在，御花园是故宫排水最复杂的地
方。具体做法是先以御路将御花园分为东
西两个排水渠，其间再细分若干小排水
渠。以每个小区域的最低点作为暗沟的入
水口。暗沟相互连通，再与园外干沟贯通，
形成地下排水网络。

多条纵横沟渠内外排水

在故宫北城墙内、红宫墙外，即东西联
房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大干沟，深约1.5米，宽
约六七十厘米。上盖长方形石板，每隔20多
块石板就有4块石板，两边凿出四个豁口，对
在一起则是16个小洞，以便雨水漏入。沟西
端与城隍庙内的金水河相通，雨水则泄入该
处。东端则沿宫墙向南延伸，成为南北纵向
干沟，雨水流入清史馆的金水河段。

除此之外，还有3条南北纵横直接进入
内金水河的沟渠。一条在东六宫冬眠和宁寿
宫的夹道里，北通神武门内的纬沟，往南绕
过御茶膳房往东，再往南注入文华殿东面的
内金水河。其中又经分叉，西穿奉先殿南群
房。由西南墙角穿出。自箭亭东侧往南，由文
华殿西墙外注入内金水河。

第四条南北沟渠自乾清门院内的西
南角穿出，横过内右门穿入养心殿南库，
然后由南库穿出隆宗门外，往南折，至武
英殿东面的断虹桥处注入内金水河。

另外，东一、东二、西一、西二长街等
小巷内都有短距离的南北向纵沟，分别接
通乾清门内和乾清宫后向东、西泄水的纬
沟和各宫廷院落的纬沟，利用中央高、四
周低、北部高、南部低和某些小沟的中间
高、两端低的自然跌落，迅速将雨水汇总，
排入内河，流出宫外。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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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600年的排水系统很给力

故宫三大殿三重台基上有1142个
龙头排水孔，瞬间将台面上的雨水排
尽，并形成千龙吐水的壮丽景观。这些
被排出的水，通过北高南低的地势泄
入内金水河流出。故宫的排水，正是综
合了各种排水法，既有地下水道，又有
地面明沟，这些或大或小、或明或暗、
纵横一气的排水设施，能够使宫内90

多个院落、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
畅排出。

格延伸阅读

故宫排水系统简介

格相关链接

21日，京城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
雨，造成局地积水成了“汪洋”。但记者
获悉，身处暴雨中心的北海团城却无
一例积水报告。

无论下多么大的雨，在这个城池
上，都会雨过地皮湿，很快就渗流得一
干二净，地面只略显潮湿，而秘密就在
地面铺设的青砖和地下的涵洞中。距
今已近600年的一套明朝建成的古代集
雨排水工程，目前仍在团城“服役”。

据悉，团城上的青砖造型很特
别，上大下小呈倒梯形，同时具有很
强的吸水性，每块砖就像一个微型水
库一样。下雨天，雨水会通过青砖和
缝隙流入到地下。若遇到大雨或连续
降雨时，多余的雨水便会借北高南低
的走势流入到石质的水眼中。

团城上有十一个这样的水眼分
布在古树周围，并且每个水眼的下部
都有一个竖井，竖井与竖井之间有涵
洞相连。涵洞高度在80厘米-150厘米
之间，同样是用青砖建成的。多余的
雨水到了涵洞以后储存起来，形成一
条地下“暗河”。除了有渗水及排水功
能外，同时涵洞与水眼组成了一个巨
大的地下通风系统，为城内的植物提
供了良好的透气条件。

没有排水明沟

团城雨过不留痕

7月21日的北京大雨，故宫没有出现积水。这座600年的系统建筑为何能够在

61年不遇的大暴雨中不现积水？它的排水系统中又有哪些特点？

东东筒筒子子上上的的排排水水滴滴子子。。

太太和和门门前前的的内内金金水水河河。。

故故宫宫排排水水的的““钱钱眼眼””。。

三三大大殿殿台台基基排排水水龙龙头头。。

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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