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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别的缝隙，阻挡了空气的流通。一到夏天，紫禁城内酷

热难当，而且感觉压抑，养尊处优的皇上也是怨声载道。所以

清代皇上爱住在有山有水风景好空气新鲜的园林里，北京故宫

西侧的中南海，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的心爱之处，而

圆明园建成之后，清朝皇帝就爱住在圆明园，乾隆、嘉庆、道光、

咸丰几位皇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里，办公和生活大约一

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紫禁城里。

宫里的人喝不喝宫里的水？

紫禁城里有很多井，但是宫里的人并不喝井里的水，而要

人专门从玉泉山去运山泉水。山泉水当然要比井水更加好喝，

不过玉泉山到故宫有 20 里路，非常消耗物力，所以当时规定，

皇帝每天可以用 50 罐水，太后是 20 罐，而宫女与太监只能用

2 罐水。

此外，不喝井里的水也是因为人们认为宫内的水不干净。

后宫经常会发生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来，很多人都会选择投井自

尽，比如著名的珍妃井，就是珍妃被太监推入井中淹死之地，

这样的井水谁敢喝？

井里的水不能喝，但不等于井就没有用处。由于皇宫里都

是木建筑，再加上古代人晚上照明的主要用品就是灯火，容易

失火，留下这些水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了防火。而这些水井

正好都遍布在每个别院里，故宫中几乎每个大殿的前面都有几

口巨大的水缸，也是为了救火而准备的。这些大水缸名叫“太

平缸”，有铁的、铜的，还有铜质鎏金的，每口缸都有一千多

公斤重。所以说当时取水还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发挥灭火的功能。

即便如此，紫禁城内还是经常会着火，东六宫之一的延禧

宫就曾多次遭受火灾。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延禧宫起火，

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 25 间，仅余宫门。同治

十一年（1872 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宣统元年（1909

年），端康太妃（光绪帝的瑾妃）认为，这里既然这么容易着火，

不如以西洋形式造一座水殿，以镇压火神，于是，她主持在延

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 3 层西洋式建筑——水殿。当时对这座

西洋宫殿的设想是：水殿的墙壁隔着两层玻璃，玻璃夹层里注

水养鱼，在建筑外面也注水养鱼，环以假山相绕。只是水殿还

没有修筑好，清王朝就覆灭了，所以，就留下了这座皇宫中的

西洋烂尾楼，俗称“水晶宫”。这里也成为故宫里唯一一处西

洋形制的建筑。

冷宫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影视剧，经常看到不受皇上宠爱的嫔妃被打入冷宫。

那么这个冷宫到底在哪里？实际上，紫禁城无“冷宫”匾额，

冷宫并不是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名。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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