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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侯嘉伟 卢家傲

古代朝廷用人，秉承才守并重的标准，希
望官员不仅操守过硬，而且政绩显赫。但操守
清廉、实心任事的官员，历朝历代其实都寥寥
无几。康熙年间曾任江西巡抚、闽浙总督的王
骘，可谓是操守与治绩合璧的典型代表。

王骘的故乡在烟台古现东村，如今提起王
骘，众人仍要发出几声赞叹，竖起大拇指。翻
阅清代四川地方文献，也多能见到对王骘治绩
的赞美和感叹。

千百年的古代官场，长如万里黄河，宽如
穹天大幕。官员寄身其中，似黄河之沙，似明
暗星辰。王骘治绩与操守并举，如多彩砂石，
耀眼晨星，至今依旧色彩斑斓，熠熠生辉。

亮点频现，仕途平淡
66岁之前，王骘的仕途虽有亮点可言，但

总体略为平淡。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已经41岁的

王骘考中进士，被派到最高监察机构都察院担
任观政，也就是政务实习生。实习期满、考核
合格后，他被分配到户部，担任山西司主事，
办理山西钱谷等民政事宜。后来王骘又奉命监
督京师通州的中南仓储。仓储用来贮存经大运
河北运的漕粮米谷，供应京师平日所需。但许
多看仓小吏因缺乏约束，监守自盗，时常暗中
出售积粮获利。王骘上任后整饬积弊，杜绝陋
规，拿获仓蠹王小槐等人。王骘回绝了他人的
说情，按律惩治所有嫌犯，仓储风气为之一
新。

正当王骘施展拳脚之际，其母亲、父亲相
继病故。他回到故乡连续丁忧，仕途被迫中断
六年之久。

服阙后，王骘补户部云南司主事，官衔原
地踏步，没有改变。康熙五年（公元 1 6 6 6
年），已经52岁的王骘充任广东乡试副主考。
他仔细斟酌考卷，认真批阅，录取具备真才实
学的士子。考试结束后，礼部简派官员抽查考
官所取士子的策试文，一致认为王骘所选的最
为优异。

第二年，王骘迁任户部江南司员外郎。两
年后，16岁的康熙帝罢黜独掌权柄的大臣鳌
拜，开始自己亲理政务。他访寻诸臣，了解各
部情况，考察吏治得失，将勤勉负责的王骘从
户部调出，出任刑部江南司郎中，专门处理繁
重棘手的江南案件。

当时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知州马中
矩，因在当地革新吏治，受到地方力量的阻
挠。他们从前因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得势于
官场，并以此谋取暴利。如今因改革而利益受
损，处处与马中矩针锋相对。加上马中矩只是
拔贡出身，无科举功名，更遭到他们耻笑和嘲
讽。一些被革职的官员，联名诬告马中矩贪渎
不法、为害地方。朝廷见控告者人多势众，以
为必有其事，便不辨忠奸，将马中矩屈打成
招，准备治以重罪。王骘经过细心调查，知其
含冤负屈，准备着手进行翻案。

王骘的翻案行动，遭到了刑部重臣对哈纳
的反对。但他不畏权势，不怕丢官，终于为马
中矩洗刷嫌疑。王骘公正严谨、刚直果敢的办
案风格，反而令对哈纳愈加器重他的才品、气

骨和识量，并保荐王骘提督通惠河事务。
虽然工作颇有成绩，但王骘因年龄偏大，

仕途一直没有多少起色。花甲之年，王骘动了
辞官回乡、终老林泉的心思。

康熙帝的破格任用，让王骘内心的治绩
“火种”再次燃起。

简放外任，不惧艰难
康熙十九年，66岁的王骘突然被破格外放

到四川，出任松威道台。康熙帝此举，是鉴于
四川形势危急，急需清廉能员前往镇服。

此时正值三藩之乱，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的
军队进攻四川，希望保云南大本营的安全。王
骘的同僚见此次差遣凶险，劝他不要身涉险
境，可以身体老迈为由推辞。王骘不为所动，
迅速收拾好简单行囊，“只带上两个仆从”，
立即乘车行船赴任。

当时清军和吴军正在四川展开拉锯战，战
况非常激烈，局势也不明朗。军需粮草供应，
直接关系军心安稳、战局安危。王骘刚到任，
就接受巡抚的安排，去督运军粮。

王骘押运粮草，历川滇千里险阻，忙碌得
只能并日而食。他翻山越岭、乘船渡河，先在
虾蟆滩覆舟，后在狮子坎坠马，险象环生，几
乎丧命。王骘不顾身躯受创，继续勉力而行，
终于按期前进，粮草及时送达，保证了大军顺
利进剿。

因在松威道台任上表现杰出，王骘署理布
政使。当时三藩之乱刚平息，四川久历兵燹，
疮痍未复，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令从富庶之省
调拨金银，谓之协饷。为了便利协饷入库，王
骘速发公文凭证，提高办事效率，而且严禁吏
员索取，公平收兑。秦晋齐豫各省的协饷解送
官，在他省往往遭受拖延刁难，见王骘办事如
此高效，全都感激而出。

第二年，王骘又署理按察使。他将积年的
重案，迅速按律审清，狱中无冤囚。两年后，
四川发生民变，王骘驻扎松威，告诫当地官
兵，严禁出兵弹压，力主安抚百姓。在他的努
力下，百姓纷纷耕田归园，民变悄然消散。民
变平息后，王骘走访乡野，见四川“蒿草没
人，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知民生之艰难，
痛哭失声数次。他苦思冥想，为善后对策用心
擘划。他建议当地官员在此地建城，鼓励垦
荒，活跃市场，便利百姓，永绝后患。四川巡
抚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称赞王骘：“松威道力
主安抚，经画指授，成效显著，并虑及后策，
劳苦功高。”

谏阻伐楠，百姓得安
王骘在蜀地劳作五载，已是两鬓如雪的古

稀老者。当年九月，朝廷念他年老体弱，令转
任地近京师的直隶口北道。离任之际，四川百
姓攀辕挽留，流泪相问：“公若走，吾等何以
生？”见此情景，王骘不免悲从心起，止不住
老泪纵横，对百姓说：“蜀省有难，王骘若
生，当全力相济。”

五年川省岁月，百姓的困苦，已映入王骘
眼帘，印刻脑海，融合血液，汇聚心灵。很
快，他就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个掷
地有声的诺言。

因在四川任内治绩卓异，王骘获准入朝觐
见康熙帝，聆听皇帝的褒奖和告诫。当时适逢
紫禁城发生大火，太和殿受损严重。朝廷为了
修复宫殿，大兴土木，需要采购大量木材。工
部经过商议，决定从四川征运杉木4056棵，楠
木4503棵。

时任四川巡抚韩世琦以蜀省人口稀少、工
匠不足为由，请求朝廷指派陕西、湖广等邻省
的民工协同助运。康熙帝据此令工部酌情减少
四川应征运木材数量。工部经过研究，将原应
征的杉木免去，楠木减少到2663根。后来，有
重臣再对征运楠木有异议，都受到皇帝的斥
责。

王骘深知蜀地山川险阻，交通不便，转运
艰难，而且兵革初息，疮痍未平，蜀民疲敝已
臻极限。如果再贸然劳民取木，恐百姓受难，
动乱再起。他虽年逾古稀，又调任他职，本可

置身事外，却因心系四川黎庶，决定不顾安危
冒死上疏。有同僚劝阻他，王骘慨然叹曰：
“为民请命，此其时也。”遂将四川采运之艰
难、人民之稀少、民情之摇惑，作《请停止解
运楠木疏》谏止。

王骘在奏疏中，详细分析四川当地的地理
状况，“四川境地，大半环山，巉岩云蔽，旅
途艰难。只有成都附近地势稍微平坦，但并无
大楠出产。有大楠的地方，都是人迹罕到、斧
斤难施的深山茂林”。“只一根楠木，就需众
人纤拽。众人往往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才能
运送木材出山。出山之后，再运到江边码头，
远的有百余里，近的也有七八十里，沿途都是
深涧幽壑的地方”。而更为严重的是，经过明
末战争和三藩之乱，四川人口损失极为惊人，
“通省户口，不过有一万八千九十多壮丁，甚
至比不上他省一县之多。如果抽拨五千壮丁入
山采木，又要动用成千上百的人供应运送衣粮
器具”。王骘未雨绸缪地指出：“如此遣发民
夫到远至千里、近者数百里的地方，农田耕作
必将全部荒废，这样国家赋税凭何供应？”

奏疏末尾，王骘直陈其弊：“取木工程尚
未开始，百姓或携妻挈子，或抛家弃室，闻风
而逃。如果真的动工、征用壮丁，可能有人逃
入他省躲避徭役，有的铤而走险走向反抗。”

王骘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诚心，将情真意
切的忧惧之情注入奏折，惜民之念跃然纸上。

王骘不仅上疏谏阻，还利用觐见机会当面
陈对，向康熙帝分析利害：“天威咫尺，王骘
历述地形之险阻，民力之艰难，音节侃侃，天
子为改容首肯，侍直满汉大臣相顾倾动。”王
骘的真诚打动了皇帝。康熙帝下谕：“四川山
路险阻，人民稀少，且屡经兵火，困苦已极，
采运楠木必致累民，松木楠木可兼用。”终于
取消了从四川采运楠木的计划。

劝阻取木的消息传到四川，百姓无不号啕
大哭，感激涕零。明代时，四川巡抚张时彻，
曾在成都建起一座六贤祠，纪念为官蜀地、功
绩卓著的官员，供奉着秦代李冰，汉朝文翁、
廉范，宋代张泳、赵抃、崔与之等六人。百姓
也为王骘绘像，将他列入祠堂内，并将六贤祠
更名七贤祠。他们还自发著成《松威治绩纪
略》，颂扬王骘在蜀中任松威道的政绩。

力行数事，积弊无遗
一篇为民请命的奏疏，免去了蜀民重负，

也让王骘闻名朝野。他就任口北道后，依旧实
心任事，毫不懈怠。当时保安州庄头百姓衡有
林与宣府士民争讼地产。衡有林的身后，站着
当地的官绅和地头蛇。他们一贯鱼肉百姓，此
次又阻挠官员办案，惹得民情澎湃，物议汹
涌。

地方衙门不敢做主，将案子陈奏朝廷。康
熙帝令王骘会同当地官员审理。王骘据实秉公
判处衡有林以谋夺他人资产论罪，所争的二十
余顷地产归原八百户业主所有。而此前参与舞
弊的官员，也按律被惩治。康熙帝知晓审理结

果后，夸奖王骘“老骥伏枥，老而弥坚，不输
壮年”。

一年后，王骘从道员骤至封疆。康熙二十
五年十一月，吏部开列司道官员内应升迁者10
人，王骘因老迈而未在名单内。康熙帝看完名
单后，下特旨令王骘内升。第二年三月，王骘
授光禄寺少卿，不久升鸿胪寺卿，十月迁太常
寺卿，十二月，特别简用为江西巡抚。

古稀老人仕途通达的个中缘由，或许正如
王骘自己所说:“不借援引，不由廷推，皆特旨
简用。”康熙帝看中的，是王骘实心任事的品
质。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王骘动身赴任江西巡
抚。他前往皇宫，聆听康熙帝的临别告诫和嘱
咐。

当时江西正发生腐败窝案，前任巡抚也被
革职。康熙帝希望王骘以身作则，引导江西吏
治革新，“巡抚为地方大吏，以操守为要。重
臣守法则小吏清廉，百姓俱蒙福矣”。皇帝还
关怀地说：“听说你在四川为官，用度皆自
补，不取民间粒米束草，唯带一二家僮。身为
大臣，寻常的日用，还是不能全部取自家
中。”康熙帝告诫王骘，只要心存廉洁操守，
砥砺清操，心思从爱百姓起见，便是良吏，
“卿年逾古稀，还是要多珍惜身体”。

王骘奏称将严禁属下违法和贿赂等事。康
熙帝鼓励且叮嘱他：“积弊必须革除，你赴江
西即负此任。但身为封疆大吏，为政也要讲求
安静。凡是贪污官员，先当训诫，若屡教不
改，再行纠劾。”

王骘出发之前，康熙帝除了按规定发给路费
外，还额外赐白银一千两，鞍马一副，说：“你实心
任事，用度自补，这是赏你的。”

当时江西地方官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他们
在收取赋税时，除了每两加收一钱五六分的火
耗外，还继续层层加码，又多收一钱一二分，
以致百姓疲累，民怨沸腾。王骘到任后，立即
剔除当地官场“加收火耗”的陋规。

王骘还一反前任贪黩搜敛之风，遇有属员
及州县各官循例馈送的，一概申斥屏退。很快
江西“自巡抚衙门起，去旧更新。官役上下，
大小杂费尽革，有犯必惩”。

按照官场惯例，新巡抚到任即盘查司库，
并参劾造成亏欠的官员。王骘为了安定江西局
势，提出“不如缓以时日，彼司道府县怕参
革，自图填补”的建议，结果月余之后，亏空
的府库全部填补完毕。

王骘还将南昌、新建两县的漕粮征收，由
原先乡绅负责的民收民兑，改为朝廷通行的官
收官兑。他还规定，省内每石漕米只加收白银
三分、米谷三升，作为运输的经费和损耗。如
此一来，百姓就知晓官运非为牟利，官员虽失
利，百姓却省费。

王骘在江西施政月余，成效显著，“力行
数事，积弊搜剔无遗”。

海疆无警，清廉引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王骘受擢闽浙总督。
他行至福建邵武，适逢湖广督标营裁军引士兵
哗变。兵勇占据武昌，攻陷黄州，福建震动。
原计划星速赶往福州的王骘当机立断，暂驻延
平府。他对随行官员说：“若径直到省城，则
逆水愈远，防卫愈难……延平府为闽浙、江
右适中之地，信息易通，声援可壮，似宜暂
留驻扎。”哗变平息后，他又具折上奏，指
陈叛兵起事陷城的原因，系行伍虚冒扣克，
“总督以至把总，对行伍实情不加细查，以
致数不足而兵虚，银减半而兵怒”。结果“一
旦有急，呼之莫应。有知者逃避，无知者胁
从。省城拒敌之表现，尚不如孤村抵御强
盗”。

清朝建立之初，因购铜需要，并不禁海。
后来为了防止沿海百姓通过海上，接济援助反
清势力，厉行海禁，规定沿海省份“无许片帆
入海，违者立置典刑”。顺治十八年，清廷更
强行将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设界防
守，不准逾越。直到三藩之乱平息和台湾收复
后，海禁政策才告撤销。沿海百姓驾船入海，
与外船交易互通，生活日渐富庶。但从前销声
匿迹的海盗，也重新泛滥起来。他们以海洋为
基地，抢掠商船，骚扰岸民，行迹与明代倭寇
相仿。

黄岩、温州等地的官员，拘泥于缉盗不得
越界的成规，五个月内没有拿获一贼一船。而
在清廷内部，重新要求海禁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起来。

王骘一面上疏朝廷，指出开放海禁对百姓
生活的益处，一面提出“紧要贼情，犹分疆
界，非忠也”的建议。他令地方官驾船出洋，
不分疆界，遍搜贼踪，克期痛剿。由于措施得
力，进剿捕获许多海贼和贼船，擒斩贼首16
人，海疆一时无警。

事后，王骘出台有针对性的防范之策，规
定以后商船扬帆回航，都要停靠在定海山港
口，验明无异言异行之人，并将炮火器械贮
存，再给以执照，方准进关。接着，他根据经
验，进一步提出三边经久筹画之策：“于三边
最要之地，添设总督衙门，得一忠勇兼资谋擅
长之重臣，委之专管兵马、选将、练兵，因时
制胜，缮器械拔技勇。”可使国家、百姓常获
开海禁之利而无海贼之患。

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到达闽浙，视察
吏治民风。

不久，王骘因治理有方受赐御衣凉帽数
件，以及绿大蟒一疋、青彭缎一疋、青大缎一
疋。康熙帝告诉他，赐尔衣物非金银，正是因
尔“实心任事，操守清廉”。二月初七，王骘
迎龙舟于嘉兴，康熙呼衔不呼名，令他跪拜
从简，并亲切询问其身体状况：“总督比前
瘦了，胡须都白了。”又命内侍取来御用药
材七种，亲自手拣目视后赐予王骘。初九
日，銮驾到达杭州，康熙帝下旨说总督（王
骘）年逾古稀，又病体初好，赐予新来的人
参二斤，帮助调理身体。三天后，康熙帝又
在行宫召见王骘，御笔亲书“养素”两字匾
额，又临摹苏轼五言诗两首，说：“你做官
好，赐给你的。”十五日，在江南岸码头侍奉
康熙登舟，王骘坐一六桨船飞渡中流，康熙帝
望见后，命侍卫为王骘更换大一点的船。第二
天，又传旨王骘赐大缎六疋，谕曰：“尔任总
督，凡事实心办理，操守清廉，闽浙黎庶称尔
为清廉总督，故特加优赍。”十九日，康熙帝
又赐御制七言绝句一幅，传旨说：“在杭州已
经赐他匾额、手卷，因他做官清正，所以又赐
他的。”

第二年五月，王骘补授户部尚书。他不顾
75岁高龄，清廉、实心如故。当时，凡销算、
发解、钞关等项，户部官员都有收受各方“敬
送”的惯例，王骘斥之曰：“何为例？纳贿
耳！”又有火房招买岁支钱粮百余万，商人以
浮冒部分贿赂堂、司各官，王骘斥去，曰：
“祸水，可稍沾濡乎？”

直隶省旱灾饥馑，各官疏请开放捐官，令
有财者捐输金银，可获取官职。王骘奏称，此
事例属万不得已，恐滋生腐败贪官。河工又奏
销历年钱粮三十余万，王骘依理驳案，康熙叹
曰：“朕道王骘定不苟，且其病中尚办理妥当
如此。”

康熙三十一年，78岁的王骘又同工部尚书
萨穆哈前往陕西赈饥。他不顾年高，周历各村
堡查看饥民，访问米粮时价，带领司道星驰散
给赈灾物品。

康熙三十二年，王骘已年近耄龄，先后三次
以伤病年老乞休，均蒙温旨慰留。康熙帝称：“王
骘才品优长，简任司农，正资料理，著在任调理，
不必以老病求罢。”第二年，康熙帝斥责大臣于成
龙排陷靳辅，也牵连到王骘。他具疏引罪，借此告
老还乡，得原品休致。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王骘卒于乡里，受赐
祭葬。

■ 政德镜鉴┩导盗

他赴任江西前，康熙帝赏白银千两，鞍马一副，说：“你实心任事，用度自补，这是赏你的。”后来皇帝南巡闽浙，

又赐衣帽人参等，还有御制七言绝句一幅，传旨道：“因他做官清正，所以又赐他的。”

王骘：用度皆自补，为民鼓与呼

□ 本报记者 鲍 青

王骘上疏谏阻康熙帝征用楠木，起源于故
宫太和殿因火灾被毁，朝廷想用楠木重新修
缮。其实揆诸史料，故宫发生火灾的次数和频
率都非常惊人。自明成祖建成后的500年里，就
发生了火灾100余起。

自永乐末期故宫建设完毕，火灾隐患便如
影随形。若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皇帝还会觉得
是天降灾异，要下诏罪己，以平息汹汹的舆
论。直到明世宗嘉靖时期，皇帝终于从无休止
的火灾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消弭火灾隐患的建
议。

那是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的正月，因
太监燃放烟花爆竹不慎，导致皇宫东偏房着
火。火苗一路延烧，毁坏房屋14间。嘉靖帝为
了查看火灾事情，还特意考察了事故现场，认
真总结火灾原因。他告诫大学士们：“宫中地

狭而屋多，且屋宇相连，所以火灾频发，且每
每连烧。听说南京宫中诸门，皆用砖砌而不用
木，因此火灾较少。这次烧毁的房屋，不须依
旧式修复。那些没有被毁的也要重新规划，务
使道路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离太近。门俱
如南京制，以免火灾。”

嘉靖帝的建议可谓一语中的。北京故宫多
用木材，屋宇之间距离过近，一旦有火星燃
起，就延烧不断。火势形成后，又借风势，更
加难以控制。嘉靖帝希望大臣仿效南京宫殿样
式，用砖石代替木头，并且加大房屋间安全距
离，这样便能降低火灾损失。

但是说也奇怪，皇帝的话竟然没有发挥作
用，故宫的改建，大概因为资金匮乏或大臣谏
阻而没有成行。后来每隔数年，皇宫就会发生
一次火灾。

嘉靖三十六年，故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又
一次燃起冲天大火，火灾损失惨重，三殿二楼十

一五门俱焚。火灾发生时，皇帝命抢运《永乐大
典》，幸使这部文化巨著没有被焚毁。

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乾清
宫、坤宁宫又遭火灾焚毁。半个月后，皇宫内
存放宝物的承运库遭火灾，累朝历代所藏宝物
付之一炬。

隆庆六年十月、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
十二月，皇宫又起火一次，幸亏扑救及时，未
成大祸。

万历二十五年，故宫三大殿再一次燃起大
火。万历帝在位48年，皇宫失火20余次，平均
每两年失火一次。

其后的光宗、熹宗在位分别1年和7年，皇
宫亦分别起火一次和三次。

明清易代后，故宫的命运依旧没有多少改
变。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六月，两名女子
在故宫前金水河里放鹅，后来坐在绳堆上吸
烟。弹出的烟灰引燃绳堆，大火蔓延到炮车和

仓房，竟然焚烧了绳子3万多斤，炮车200余
辆，仓房120余间。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十二月，6位烧火
太监在御膳房用火，不慎导致火灾。因为扑救
不及时，大火从御膳房烧起，一路烧毁后右
门、中右门、西斜廊，然后烧毁太和殿。当年
京师发生地震，康熙帝宣布大赦天下。但也许
是火灾惊魂过于深刻，6位太监并不在赦免之
列，依旧被处以绞刑。

康熙三十四年，火灾再次光临故宫。光明
殿东侧柴场失火，大火延烧到光明殿。康熙帝
前往现场视察，发现守巡兵丁尽皆旷误，于是
大为光火，下令说：今后各位都统，必须亲身
巡察守卫官兵执勤情况。若发现旷误者，一定
严惩不贷！尤其是粮仓，须倍加谨慎，倘有疏
忽，格杀勿论！

康熙帝严格管理的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在位期间，除上述两次火灾外，未再发生过

大火。
故宫的安定局面，大概维持了近百年。到

了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西华门内清
茶房煮饭后忘记熄灭余火。大风吹燃灰烬，引
燃其他物品，遂酿成冲天大火，烧毁西华门并
房屋85间。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失火，
将《永乐大典》的正本化为灰烬，也烧掉了太
上皇乾隆帝最喜欢的书籍。此时乾隆帝已年满
87岁，他认为这次火灾是火神惩戒，于是下了
《罪己诏》自责。可是到了次年三月，乾清宫
又再度起火。嘉庆二十四年，故宫文颖馆内烤
火取暖，因火炉过于破旧，火焰从砖缝冒出，
烧着了废纸，遂延烧了书柜，所幸火尚未穿
顶，算是虚惊一场。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六月，武英殿失
火，延烧房屋30余间。当晚值班人员玩忽职
守，被予以严惩。而王大臣等90余人身先士
卒，奋勇救火，均得嘉奖。次年正月，神武门
内敬事房又失火，延烧房屋20余间。王大臣再
次奋勇扑救，大小官员及兵丁，各得嘉奖、晋
级和赏银。

民国建立后，故宫的火灾隐患依旧没有消
除。1923年6月，故宫神武门内因电线走火引起火
灾。大火烧毁房屋120余间，各种金银宝器、占玩
字画烧毁无数。当时甚至有人提议，为了保护故
宫，应该禁止内部电力运行，一时引为笑谈。

1949年以后，随着消防设施的日益完善，
火灾的身影才逐渐从故宫淡出。

·相关阅读·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质结构，决定了它深受火灾的困扰。往往星星之火，就能成燎原之势。即使是皇家重点看护的故宫，，也毫不例外。

自建成起，故宫就屡次受到火灾的威胁和破坏。

火灾：故宫如影随形的梦魇

王骘的故乡古现东村 鲍青 摄

古现东村前树立的王骘后世子孙、“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雕像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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