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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

作家妙笔下的夏天
炎炎的夏日在作家笔下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

从几位作家的作品中摘取了部分描写夏天的精彩段
落，让你在炎炎烈日中感受语言的清凉魅力。

阳光照着他们，照着夏天的打麦场。满场铺盖着
铡掉根部的小麦，金黄中泛着银白的麦秸和麦穗，尖
锐的麦芒。麦芒上生着纤细的刺毛，阳光给它们动
力，它们互相摩擦着，沙啦沙啦地响。偶有一两个不
成熟的绿麦穗，夹杂在金黄中，醒目得让人难受。那
绿麦穗上，有火红色米粒大的小蜘蛛在爬动，好像电
光火星。

——莫言《爆炸》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
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汪曾祺《夏天》

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
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
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宜园去住几天啊。

——老舍《北平的夏天》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
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
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
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
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它们
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

——三毛《夏》

孩子小心地揭开棒冰纸的一角，看棒冰的赤豆
是否很多，挨了女店员一通训斥，看什么看？都是机
器做出来的，谁还存心欺负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棒
冰，吃棒冰，吃得肚子都结冰！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
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
奔跑，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
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到一种完整
的冰冷的快乐。

——苏童《夏天的一条街》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
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
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
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
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
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
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
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鲁迅《示众》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
地上已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
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街上的柳树，像病了
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
得动，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
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
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恶毒的灰沙阵，烫着行人
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像
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
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
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

——老舍《骆驼祥子》

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菱角
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
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
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
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
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
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
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
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矛盾《天窗》

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
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
周围的犁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
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
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

——王朔《动物凶猛》

水果、冷饮、雪糕，都是极具夏日风情
的美食，其实在古人的夏天里，他们也扮
演着重要角色。

冰棍

荔枝歌（节选）
南宋·杨万里

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
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雨。
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
甘霜甜雪如压蔗，年年窨子南山下。

在炎热的夏日，一千年前的宋代人已
吃上冰棍，那时还有冷饮专卖店呢。大木
桶里放上冰，撒上盐以降低冰的融点，再
将盛有蔗糖水的小铁盒排列在桶中，插入
小木棍，过一会，就冻成了冰棍。这“冰棍”
一上市就受到了欢迎，所以卖冰人获利颇
丰，足可以养活一家人。

奶茶、果茶，其实古人也爱喝

刘驸马水亭避暑
唐·刘禹锡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
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
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
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刘禹锡在这首诗里写到“赐冰满碗沉
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词句玲珑，一股
清凉迎面扑来。唐代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
冰饮，比如酥山，这是一种类似于牛奶冰
沙的冷饮，在唐代出土的墓葬壁画当中多
有出现。

南宋临安（今杭州）街上有卖“雪泡豆
儿水”的，就是冰镇绿豆汤。还有“冰雪甘
草汤”，是用甘草、砂糖和清水熬成汤，然
后放凉，之后加进磨碎的冰块。据《东京梦
华录》（宋代笔记体散记文）等古籍记载，
当时有不少流行的冷饮，如沙糖绿豆、漉
梨浆、木瓜汁、卤梅水、红茶水、椰子酒、姜
蜜水、苦水（一种加冰的茶）、香蕈饮、紫苏
饮、荔枝膏水、白醪凉水、梅花酒、金橘雪
泡、冰雪、沉香水等等。

元代的《饮膳正要》记载了酥山的做
法：先把牛奶反复煮，捞取上层固态物经
过加工即为酥，有点类似于奶油，至于酥
山，则是先将“酥”加热到近乎融化、非常
柔软的状态，然后往器皿里一边淋一边做
出山峦的造型，然后，放到冰窖里冷冻。

明清时期出现了冷饮界的消暑神器

——酸梅汤。其实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乌
梅一条中就有对乌梅熬汤的记载，最早的
酸梅汤在宋代是作为一种避瘟的药品而
非饮品，但是到了清代，因为满族来自于
比较清凉的东北，受不了北京夏季的酷
暑，故而将乌梅水多次改革，使之有消暑
之功效。而这一方子从宫廷当中流传出去
之后，则成为了老北京的一道饮食地标。
《红楼梦》中也曾写道，男主人公贾宝玉挨
打后，就请求贾母：“只嚷干喝，要吃酸梅
汤。”

再如，甘菊冷淘，它的制法是，先用好
米煮成稀粥，然后放进一些经过加工的甘
菊作为香料，最后盛入器皿放在清凉如冰
的井水中进行“冰镇”，便成了很好的甘菊
冷饮了。另如“沙糖冰雪冷元子”“雪泡梅
花酒”等果茶冷饮，也很受民众欢迎。

古人喜欢冷饮，那冰从何来？虽然没
有冰箱，但古代有冰窖，寒冬腊月，窖主雇
人戽水蓄于荡田，待冰结成敲凿于窖内。
等到来年盛夏，用以加工冷饮，满足大家
的需要。在暑气逼人之夏日，皇宫和大户
人家家里都陈设有“冰桶”，把天然冰摆在
冰桶内降温。

凉面
唐朝诗人杜甫作有《槐叶冷淘》一诗，

“轻轻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迎市，
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
鲜俱照著，香饮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
投比珠。”

杜甫十分推崇的“槐叶冷陶”是一种
与槐叶水调和的凉面，当时十分流行。除
此之外,杜甫还为冷饮写有“公子调冰水，
佳人雪藕丝”的名句。

本文原载“书虫时光”

编者按
大暑刚过，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盛夏，又会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这个季节呢？有

些人的夏天总与空调、冰饮相伴，有些人还有晒伏姜、喝伏茶、烧伏香、吃仙草等习惯。那么，古代诗人，
现当代文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呢？文学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本期文苑我们推出“文艺作品里的
夏天”专题，给大家呈现一个古老又现代，诗意且浪漫，热辣并热烈的夏天。

夏日里，避暑永远是一个不变的主
题。现代人为了躲避烈日，钻进空调房、走
进避暑山庄、尽可能薄衣裹身……那么古
人怎么纳凉呢？读一读这些古诗，你会发
现，古代人的纳凉方式不仅低碳环保，而
且创意百出。

1.储冰
《诗经》有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

日纳于凌阴”，说的正是冬季采冰的事情。
冰从河里湖里采集上来之后，就要储存起
来，储存冰块的地方叫冰井。因为古人不
会制冰，只能单单的等冬天有冰了，采集
储藏，夏天纳凉用。这样的方法持续了两
千五百年，一直到清代。一桶冰，凿孔置于
地，凉风满屋。

《三国志》记载说当年魏王曹操专门
筑此台来藏冰，故号冰井。《庄子·徐无
鬼》：“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
造冰矣”。庄子的想象力总是奇特的，也是
进步的，想象着怎样在夏天制冰。

2.薄纱
《洛神赋》中讲到：“披罗衣之璀粲兮，

珥瑶碧之华琚”，这里的罗衣便是古代女
子钟爱的夏季服饰，轻薄且透气。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素纱单衣”中的“纱”就是“罗”，衣服较
大却轻若无物，重不足一两，具有极佳的
透气性。西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咏宫人
夏日纳凉时之情形，有言“薄罗衫子透肌
肤”。词人李清照夜在《点绛唇》中写到“薄汗
轻衣透”，薄汗竟能透衣，可见其轻薄凉爽。

3.凉席
古代夏天用的凉席称“夏簟”或“凉

簟”。簟是用竹条或用芦苇编织的席。古时
候的席和簟是有很大区别的：席子是用蒲
草等编制，席子性温，为冬天使用；而簟性
凉，为夏天使用。夏簟祛暑降温、凉爽宜

人，编织精美的“凉簟”甚至被称为“玉
簟”。李清照《一剪梅》中写道：“红藕香残
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其中的玉
簟并非是玉石做成的凉席，而是竹簟。苏
轼曾在《南乡子·凉簟碧纱厨》中也曾写
道：“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到了
晚上，夏夜漫长，暑气蒸腾，尤为难熬，古
人就睡在“凉簟”之上。

4.冰枕
“冷枕”是一种瓷枕，枕头里面是空

的，有个夹层，上有一个注水洞口，夏天放
凉水。宋代诗人张耒曾经做诗《谢黄师是
惠碧瓷枕》，诗中说：“巩人作枕坚且青，故
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
冷泥丸惊。”夏天睡觉前，用刚从井里打的
凉水注入其中，上垫枕巾，头枕其上，凉爽
宜人，一枕清凉入梦来。

5.竹夫人
除了枕头上的考究，古人还发明“竹

夫人”。“竹夫人”是古人夏天抱着睡觉的
竹物，一般为圆柱形，用竹篾编成，中间镂
空状。陆游在《初夏幽居》里写道：“虚堂一
幅接篱巾，竹树森疏夏令新。瓶竭重招曲
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

“竹夫人”的特点：空、薄、凉，空而自
然透风，薄而自然轻盈，凉而自然沁心，躺
着竹席怀抱竹夫人，漫漫夏夜顿觉清凉。

6.风扇车
宋代诗人刘子翚在《夏日吟》中写道：

“君不见长安公侯家，六月不如暑。扇车起
长风，冰槛沥寒雨。”

这儿写到了一个东西“扇车”，能起长
风。据悉，这种风扇车在宋代就有了，扇车
上有一个称为冰槛的装置，它能制造水
雾。通过制造人工风与人工雨，给人们送
去清凉，这创意实在妙。

（网络综合）

策划：李卉 执行：罗玉珍

文艺作品里的夏天

文人墨客如何过夏天
罗玉珍

漫谈

相比生活在城市格子间里面的我们，文人墨
客们接触自然、游山玩水的经历似乎更丰富。盛
夏时节、烈日炎炎，他们眼中的夏天是什么模样？
他们笔下的夏天是什么味道？今天让我们从这些
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中去了解他们的夏日吧。

李白：裸袒青林中

《夏日山中》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李白的最大特点是旷逸潇洒，个性豪迈，在
这首诗中他坦率地描写了自己度夏的一幕，我
眼前仿佛浮现了这样的场景：“我是懒得摇那白
色羽毛扇子的，我直接脱了衣服去青苍茂林里，
那里绿树成荫，多么舒适凉快啊，我脱了头巾，
将之挂在石壁上，任林间那清凉的松风吹着
我。”诗人怡然自得不为礼法所拘，率真坦荡地
忘情于山水，真不愧为“诗仙”，这首诗就写得自
由逍遥，仿佛他正是林中神仙。

白居易：心静自然凉

《苦热题恒寂师禅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
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很多人不知道这句家喻户晓的“心静自然
凉”是我们白居易大诗人说的。他在这首诗里讲
述了一位禅师，语言直白，很好理解，他说，大热
天人人都疯狂焦躁地想找个清凉地方，只有禅
师静坐家中，毫无动静，难道是禅师的禅房不热
吗？不是的，因为禅师境界高，心平气和，内心安
静，即可以感到身心凉爽。这首诗虽说讲的是禅
师，但也是他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这首诗
虽说朴素如大白话，但寓意深刻，也许正因为如
此才会流传千古脍炙人口吧。

孟浩然：打开窗户吹自然风

《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孟浩然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和夜晚，
语言宁静隽永，一股浓浓的抒情味，既有景又有情，
读起来画面真切，如身临其境。他说：“夕阳忽然从
西边落下了，池塘上的月亮渐渐从东边升起来，我
披散着头发在夕阳下乘凉，打开窗户，闲适地躺在
宽敞的屋子里，吹着有荷花香气的晚风，夜好静谧
啊，竹叶上滴下来的声音都能听到，我打算拿着我
的琴来弹奏一下，可惜又没有知音来欣赏……”

在这个夏天中普通的一天，他也感到炎热，
因为写到了“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还写到
了荷花和竹林，可见他平素在夏天就是这样纳
凉的，虽没有李白脱衣躺到林子里乘凉那样豪
迈，却也宁静自在。

杜甫：开窗纳凉时还心疼着边疆战士

《夏夜叹》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

飖吹我裳，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
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
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
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
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笳发，鹳
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

杜甫忧国忧民，他被后人称为“诗圣”，作品
也有“诗史”之誉。这首诗是杜甫于乾元二年（公

元 759 年）在华州所作。那一年，关中大旱，灾民
到处逃荒，流离失所。杜甫时时忧虑动荡的局势
和苦难的人民。《夏夜叹》这首诗就明确地表达了
这种心情。

“仲夏苦夜短”，杜甫“开轩纳微凉”，吹着微
风，但心情却不能舒适起来，他惦记着那些比自
己更苦的人，“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杜甫感
慨那些士兵常年守卫边疆，连洗个澡都难，再热
也只能相互间看看，没有条件能让自己凉快舒服
一些。杜甫在任何时候都能对穷苦人的遭遇感同
身受，就连在睡梦中，都在心疼那些疲倦的人。

辛弃疾：听蛙鸣，雨中漫步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茆店社

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辛弃疾这首诗很多人都会背诵，他描述的夏
日景象十分生动传神，尤其“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一到夏日就被人想起。除此还写到
稀疏的七八颗星星，突然降下的几滴小雨，以及
漫步雨中看到的美妙景致。无论星子还是细雨，
溪水还是小桥，都那么亲切熟悉，尤其在夏天的
夜晚，闻着稻香听着蛙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这一幕在如今的乡村仍能看到，因而总能让人产
生共鸣。

白朴：冷水泡西瓜，佳人扇扇子

《天净沙·夏》
云收雨过波添，
楼高水冷瓜甜，
绿树阴垂画檐。
纱厨藤簟，
玉人罗扇轻缣。

白朴的夏天真够惬意的，这首诗描述了夏天
雨后的情景，池塘里的水满了，他把瓜果浸在凉
水里，吃起来又凉又甜，绿树成荫，枝条垂到了画
檐，屋子里挂着蚊帐，铺着藤席，而他悠闲地躺
着，旁边一位佳人在扇着扇子。

白朴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与关汉卿、马
致远和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出身官僚
士大夫家庭，父亲曾是进士，官至枢密院判。然
而，白朴的幼年遭逢兵荒马乱，他同家人在惊恐
惶惑中苦熬着光阴。后来虽然生活安定了下来，
但白朴也没有求取功名之心，一方面是因为蒙古
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恢
复，此外，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
目之叹，所以他一生都没有当官，同时写下了大
量伤怀、悲戚的作品，这首诗算得上他作品中比
较少见的惬意时刻吧。

周邦彦：焚香消暑

《苏幕遮·燎沉香》（节选）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

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

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我过去只知道“焚香沐浴”或“焚香助眠”，没
想到在周邦彦的诗中还学到了新知识，在他这
儿，焚香还能消暑。这也许基于香草的药用价值，
其实有很多香草是可以消暑的，清热解毒清心明
目，还可以驱蚊，有些香草的香气闻起来更是清
新怡人沁人心脾。周邦彦除了写焚香消暑，还用
高超的才华写了夏日的鸟雀、风荷、渔郎、轻舟等
事物，尤其“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真是精
妙绝伦。

诗句中的纳凉神器

随笔

古代的消暑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