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尿液浸泡虾米

据宋代《清波杂志》记载，淮南的虾米经过长途运

输，往往“色皆枯黑，无味”，明明是鲜活可人的上等食

材，色香味俱全，经过遥远的路途，全给毁了。

怎么办？ 商人们有办法。 先找个大木盆，里面盛满

尿液，然后把发黑的虾米放进去泡上一整夜，早晨起来

将尿液撇去，换上清水漂洗，但见一颗颗虾米“化腐朽

为神奇”，旧貌换新颜，跟刚刚从水里打捞出来一样鲜

亮美观，是为“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不仅虾米有这等“待遇”，鱼也一样。 那些自外地贩

运而来用来腌制品的鱼，放在笼子里运到京城，路上被

风沙侵蚀，难免腐坏，“乃以水濯，小便浸一夜，控干，入

物料”，用清水洗过之后，用小便泡一整晚，控干后即可

继续用来做菜，而且，味道甚至比鲜鱼还好，被认为“肉

益紧而味回”，鱼肉变得更加筋道，更有滋味。

往植物油里掺鱼油

再往前朝看看，据《稽神录》记载，唐代江西庐山有

个卖油的，对家中老母孝顺万般，结果竟惨遭雷劈，一

命呜呼。 他老娘非常愤怒，逢人便说俺家小子每天起早

贪黑地做生意， 凭劳动挣钱， 对我这老太太又孝敬有

加，不敢说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好青年，至少不应该如

此短命，年纪轻轻就被老天爷取走了性命。 老太太不只

诉冤，还径直赶奔主管生死的九天使者的祠庙去闹事。

说是闹事， 她也不太敢， 只不过天天坐在那里大

哭。 但这就足够。 要不说一哭二闹三上吊管用呢，神仙

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很快便托梦给她，说她家儿子的问

题出在“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

原来，唐代动物油的价格大多低于植物油，这小子

干的时间长了掌握了门道，一直往植物油里掺杂鱼油，

以牟取暴利。 欺骗消费者、多挣点儿昧心钱也就罢了，

关键是惹恼了神仙。 因为神仙吃素，最厌恶荤腥，庙里

供奉诸位神仙的油必须用植物油， 被这小子这么一混

搭，祠庙腥气弥漫，毫无庄严肃穆之气，神仙们全被恶

心坏了，谁还来为本地百姓排忧解难？ 考虑到神仙的尊

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只好把这小子劈死。

这个故事很神奇，但内容很朴素。 究其内涵，可以

发现它表达的其实是老百姓的心声， 作为普通消费者

的老百姓， 受到侵害之后很难凭借有效的手段保护自

己的权益，只有用口诛笔伐的方式，假借神仙之手，用

奇幻无比却无比有力的雷电， 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惩

治那些昧着良心往食品里胡乱添加东西的奸商。

厨师的“应急”之举

当然， 不只百姓， 王公贵族同样是添加剂的受害

者。 只不过有时候受了欺蒙不自知，反倒挺高兴。 清代

的《庸闲斋笔记》里有一段趣闻，说的是嘉庆初年，福王

到四川某县视察工作，地方准备炖肉招待，没想到王爷

提前驾到，到了就要开饭，厨师急得“登灶解裤，溺于锅

中”，一下跳上灶台，解开裤子往锅里撒尿。 周围的人大

惊失色，问他这是干什么。 答曰：忘带皮硝，以此代之。

结果王爷什么也没发现，吃得津津有味并大赞鲜美，饱

餐之后赏赐厨师绸袍褂料若干。

假使王爷最终知道了嘴里的炖肉味道如此鲜香，

缘于这种“人造”添加剂的功劳，不知是喜，是忧，还是

怒。

（据《河北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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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怎么测量超视距的远距离

那么，古代在没有飞机、卫星的情况下，怎么进行超视距

的远距离测量呢？

我国古代是借助太阳进行超视距的远距离测量的。 我

国古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法， 即利用日影的长短变化进

行远距离测量。 具体方法是： 在同一天 （如夏至） 的中午，

在南北方向上的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标杆， 然后测量标杆

的影， 并根据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的原则推算两地距

离。

于是“寸影千里”就成了最早的远距离测量原则。

汉代以前，人们一直遵循“寸影千里”这一定则。 南朝时，

科学家在进行阳城（河南登封县境内）和交州（今越南境内）

的联测时，发现了“寸影千里”的不准确性。 唐代一行高僧在

河南平原上成功地进行了子午线长度测量和纬度测量后，才

最终否定了“寸影千里”的测量定则。 这一定则虽然被否定

了，但它借天量地的思路是值得称道的，曾经是克服山川湖

海障碍进行远距离测量的有效办法，在中国测绘史上具有启

迪意义。

没有飞机、卫星古人照样能测绘

康熙曾发起最大规模测绘

心提示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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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件，最近屡见不鲜。 食品从田间

到餐桌之间的链条被拉得越来越长，食品添加剂

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食品中去。 与此同时，对

食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也受到了挑战。 其

实，纵观古今，不论是披长袍梳辫子的，还是穿西

装打领带的，都遭遇过添加剂。

古人的食品里

也有添加剂

尿液浸泡后，黑虾米换新颜

测绘， 并不只是绘普通的地图那么简单，

在生活中很多地方还运用到测绘， 比如盖楼

房、建高速、修地铁等各方面都用到测绘技术。

现在，测绘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在

古代，是否也有测绘一说呢？ 最早的测绘技术

出现在什么时候？

最早的测绘工具：准、绳、规、矩

江苏省测绘局办公室的潘加保说：“测绘技术其实很早

就出现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的浑仪和简仪其实就是古代

的测绘仪。 ”

在古代，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测绘的重要性。 在现已发现

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中，就已经包含地理一项。

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上千个地名。 大量

地名的出现，说明卜辞记录的人与“地”有关的事很多。 学者

们按“地”追踪，发现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相当大。 比

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命人占卜，对象可以是太行山

另外一侧某国的安危， 也可以是陕西泾渭地区某国的凶吉。

而“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则代表了更为遥远

的人文地理区位。

这些都是测绘工作第一步需要了解的。

而在古代，也出现了一些测绘工具，司马迁在《史记》中

写到大禹治水时有这样一段话：“（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

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行，以开九州，通

九道。 ”

在这里，司马迁给我们展现了禹带领测量队治水的生动

画卷：禹带着测量人员，肩扛测量仪器，准、绳、规、矩样样具

备。 他们有时在陆地坐车行进，有时在水上乘船破浪，有时在

泥泞的沼泽地里坐着木橇，有时穿着带铁钉的鞋登山。

由此可见，“准、绳、规、矩”是古代使用的测量工具。

康熙主持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测绘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测绘就是由清朝康

熙皇帝亲自主持进行的。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十分喜爱地理。 在整治黄、淮的工程

中，他多次在现场巡勘地形，测量天文并提出具体意见。 康熙

三十八年（1699 年）春，他巡至苏北高邮， 亲自用水平仪进行

测量， 测得运河的水位比高邮湖水位高出四尺八寸， 并据

此对防洪护堤提出具体要求。 后来， 康熙帝在治理国家和

抵御外国侵略的过程中， 对当时的地图测绘粗略、 精度不

高、 内容不详甚感不满。 根据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奏请，决定

进行全国性的大地测量。

由于采用西方经纬度法测绘全国省级地图在我国还是

第一次， 为慎重起见， 康熙帝在 1707 年底命传教士白晋等

人在北京附近进行小面积的试验性测量， 康熙帝亲自加以

校勘， 认为比过去的地图精确。 于是决定全面铺开， 实测

全国各省。

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 年

～

1718 年）完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图测绘，即《皇舆全览

图》的测制。

由此可见，古代的测绘水平已经很高了。 只是当时还没

有现代这么高科技的仪器设备，也没有飞机、卫星，所以一切

测绘都只能在地面上进行。

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测量标志工具：标石

在现代测绘工作中，为了精确测量地形地貌，常常会在

一些地方设立一些测量标志，比如在实地控制测量中就会用

到一些物体做标志、标记，方便精确计量。 有的标志就会作为

永久的测量标志，比如标石，一般埋设于地下，用于测量和标

定控制点地理坐标、高程、重力、方位、长度（距离）等方面；而

觇标是建在地面上或其他建筑物顶部的测量专用标架，作为

观测照准目标和供升高仪器位置之用。

在古代，其实也用到了这样的标志。 陕西省咸阳市附近

的汉代阳陵的罗经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测量标石。

阳陵是汉景帝及其妃嫔的墓葬群， 建于公元前 153 年。

据此判定，罗经石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 罗经石埋在灵

区中间的一块坚硬的夯土之上，是一方黑云母花岗岩。 上为

方形，下为锥形，锥形部分埋入地下约 1 米，地上部分为四方

体。

罗经石是当地村民对标石的称谓。 该石与近代测量标石

极其相似，特别是顶部的十字中心标志，其纵线指向子午方

向，横线指向卯酉方向，标示性显而易见。 罗经石的发现说

明， 在西汉时， 长久地保存测量标志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

（据《现代快报》）

“寸影千里”图示。

罗经石的模仿石刻。

清朝康熙时期制作的地球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