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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建筑粗制滥造的质量
问题，聪明的古人又想出了一个
办法——“物勒工名”，我们现在
叫“质量追溯制”，工匠必须把名
字刻在自己所造的物品上，以示

“背书”，担保质量。从一件商品
的“工名”，可以追溯到制作商、
制作者等诸多信息，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物勒工名，以考其
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谁还
敢弄虚造假？

还有更绝的，不等到建筑垮
塌再来兴师问罪，在施工过程
中，就有人来抽查了，若有不合
格者，当场问罪。明代书法家、
文学家祝枝山在《野记》里记载，
朱元璋修南京城墙，经常跑到工

地去视察，检验工程质量，他随
便走到一处城墙工地，就叫人将
他所指之处拆开检查，看有没有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合不合“程
式”，若是发现问题，这一段工程
的质监员、包工头、工匠都抓起
来咔嚓掉，“筑筑者于垣中”——
把人当作材料给砌到城墙里去，
以此残酷手段确保城墙修得固
若金汤。

这种方法不只在建筑行业
如此，其他的行业如织布也有

“质量追溯制”，明永乐十三年规
定，织匠“就予车上编号烙印，附
册开写看验提调官吏并匠作姓
名。日后有不坚固者，照名究
治”。几乎所有的匠活，都搞“质

量追溯制”，随时准备秋后算账。
当然，对于本来就诚信生产

经营的人来说，“物勒工名”既具
有防伪的作用，也相当于打广
告，这就是最初的商标品牌推
广。在建筑工程建设中，无论是
用材还是工具，人们愿意选择质
量好、口碑好、服务好的商品，而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都
愿意通过“物勒工名”将商品品
牌化，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
度和附加值，也因之无形中提高
了建筑质量。

古人最后一个聪明的法子，
就是组织行业协会，让协会促使
行业自律，提高质量。譬如北宋
规定各行必须按行业登记，委任

行业协会会长，叫“行首”或“行
头”，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
负责评定产品质量。与建筑行
业相关的工匠行会叫“鲁班会”，
他们重要的职责是维护行业合
法权益和形象，在行业内宣传和
落实“国标”。金杯银杯不如口
碑，总不会希望自己所在的行业
丢人吧，那就自己把自己管好点
儿。

如此盘点下来，为什么古代
没有现在的技术和材料，但建筑
质量有保障，已经了然于目了，
无论哪一条，背后都有严格的问
责制相匹配。被技术和材料冲
昏了头脑的现代人，何不谦虚一
点，向古人学习一下呢？（南国）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李治与武
则天算得上是一对相敬如宾、夫唱
妇随的恩爱夫妻。虽然历史对武
则天的私生活颇有微词，但李治在
世时，武则天对丈夫是忠贞不渝
的。

武则天14岁入宫，成为唐太宗
李世民的才人。但唐太宗对武则
天的锋芒毕露并不赏识，他更爱慕
的是像长孙皇后那样恪守妇道、温
柔敦厚的女人。

而作为太子的李治，血统中不
乏胡人的因子。马背上的民族从
来就不歧视妇女。武则天的祖籍
是山西文水。晋阳女人一向以声
色俱厉、性格凶悍而闻名于世。苏
东坡诗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
落手心茫然。”山西女人的凶悍，确
如“狮子吼”！而李治却非常喜欢
武则天的性格。于是，在武则天尚
做父皇的才人时便与武则天偷偷
地相爱了。以至太宗驾崩后武则
天居感业寺为尼时，做了皇帝的李
治依然念念不忘，多次去寺院与武
则天幽会。

归纳起来，李治喜欢武则天的
理由有三：一是武则天性格泼辣，
有棱有角，敢作敢为，深受李治赏
识。一天，太宗带太子李治及嫔妃
一群，观赏一匹无人可驯服的烈
马。武则天当着皇上的面，自告奋
勇说：“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铁
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打之不
服，则以锤击其首，又不服，则以匕
首断其喉！”当时，皇上和众宫女都
很震惊。只有太子李治对武媚娘
赞赏不已。武则天在太宗身边 12
年一直深受冷遇。二是武则天对
李治爱入骨髓。早在感业寺时，武
则天就写下一首思念李治的诗《如
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
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
验取石榴裙。”李治来到感业寺看
着这首诗，“武氏泣，上也泣”。652
年秋，武则天在感业寺生下了李治
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太子李弘。三
是武则天30岁再次入宫后，对李治
倍加体贴关心，对周围的人又很恭
顺尊敬，而且“巧慧，多权数”，令李
治称其“胜于上”。其后，武则天辅
助多病的李治广开言路，广招贤
才，标新立异，大胆改革，使大唐事
业日趋壮大昌盛。

武则天能在治理国家和感情
生活中双获丰收，这与李治宽容开
明、尊敬重用女性不无关系。从
而，才促成武则天这样一位有智有
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重情会爱
的伟大女人成为举世无双的一代
女皇！

（羊晚）

李治为何
钟情武则天

古代建筑为何如此牢固

房子、路、桥……但凡建
筑，骤起骤灭比比皆是，快者，
刚刚剪彩数月，慢者，使用不
过三五年，即以新闻形式跳入
人们眼帘。且有官员直言：中
国的建筑寿命只能持续 25到
30年。

人们纷纷进行古今对比，
你们看，应县木塔已有 960 年
历史，赵州桥已历经 1300 年
风雨，至今仍未见老态，如今
修个路、架个桥、建个房咋就
这么不经用？古人没有钢筋
水泥，没有起重机，技术、材料
都无法与今天相比，为什么能
将建筑物造得那么牢固？

不得不说，古人确实在极
差的技术、材料下，将制度和
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
造就了建筑史上诸多辉煌。

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编成
一部《考工记》，记载了一系列生
产管理和营建的规范要求，叫“程
式”，用于指导匠人实际操作。然
后有专门的部门和官员来管理，
如隋唐时期，在尚书省设工部，工
部郎中掌城池土木之程式，后世
基本上如法炮制。

到了北宋，建筑“程式”臻于
完善，编订了建筑施工的标准化
文件集《筑城法式》，收集了当时
关于城池建筑、堤坝、水闸等的技
术、工具、材料和工时等方面的规
定。南宋时建筑工程“程式”更不
得了，出现了著名的《营造法式》
和《木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营造法

式》，这是我国建筑学史上一部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有文字说
明加图样参考，说得简单一点，这
是一本“国标”式的建筑“葵花宝
典”，一册在手，万事不求人，保你
建出又安全又漂亮又实用的建
筑。

当然，这“国标”不是拿来把
玩的，是拿来执行的，如若不然，
刑罚伺候。明代《大明律》、清代
《大清律例》都有《工律》篇，是工
程建筑方面的法律，列出了对非
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
用、造作低劣等方面非常具体的
刑法规定。总而言之，轻者打板
子、给徒刑，重者处死，下面就是
一个实例。

1621年，朱常瀛被封为桂王，
封地在衡州，即现在的衡阳，因此
要建桂王府。王府是朱家面子，
是一项大工程、一块大肥肉，多少
人想将工程揽到自己手里。

按明朝制度，修造藩王府，由
内官监掌印太监主管，由他派手
下太监去监督工程。这时内宫里
一个叫黄用的太监花了五万两银
子行贿，弄到了监造的美差。

修造历时六年，耗费五十万
钱，桂王府修成了，朱常瀛美滋
滋地搬进去，不料有一天正在休
息，房梁咣当一声掉下来，差点
砸到王爷。黄用和一同主持工
程的工部营缮司主事高道素闻
讯，赶忙送去五千六百两白银做

修补之用，又献了四百两“问安
银”压惊，桂王爷这才没有将此
事闹大。

第二年三月初三，衡州连降
大雨，桂王梳洗时忽闻“如雷震
响”，跑出来一看，王府的正殿居
然轰然垮塌了，六名宫女被埋在
瓦砾之下。桂王气愤不已，将此
事上奏崇祯皇帝。

皇帝派人调查，原来黄用等
人为了多捞工程款，工程建设十
分潦草，地基没有夯实，墙脚根基
浅薄，石料之内用竹条、松枝与河
沙充数，梁柱所用木材，竟然有低
价买来的朽木，完全不符合“程
式”。黄用等人被拉出去问斩，再
批银子重建。

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
却仕途多舛。

苏轼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
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人
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
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苏轼因此
不被变法派赏识，被贬到外地做
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
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翻身了。
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
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

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
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

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
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
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
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
时 期 的 官 员 被 称 为“ 元 祐 党
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
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
贬，直到贬至遥远的海南岛。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

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
学生活。每到一地，都留下优
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
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
年狂”，写下的脍炙人口《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更被称为
中秋节绝唱；在赤壁，写下了气
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
和前后《赤壁赋》……不仅如
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过日
子 ，“ 食 不 可 无 鱼 ，居 不 可 无

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
些，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
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
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
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
己活得有滋有味。不像有的
人，处在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
中，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
欲生呢，可苏轼，无论多么颠沛
流离，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
观、豁达地生活着。 （新浪）

苏轼仕途多舛：再三被贬，远至海南岛

国家建筑标准

质量追溯制

武则天像

建筑构件花样《营造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