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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

冰块如今常见，不仅冰箱有制冰功能，而
且有专门的制冰机，一家人出去露营，带个便
携制冰机，就能满足当天的冷饮需求。古人
是不是没咱这么幸福？嘿，可别小瞧了老祖
宗们，他们冬天藏冰，夏天用冰，睡觉可卧冰
床，喝酒可靠冰山，还有人会制冰，可不简单。

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收录了
源于夏朝的农事历法知识，其中就有关于“颁
冰”的记载，称“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冰从哪儿来？《诗经》中有答案：“二之日
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腊月里凿冰咚咚响，正月里送进冰窖
藏。凌阴就是冰窖，又称冰井。

彼时，藏冰、用冰不光为消暑，祭祀时供
给冰鉴、招待宾客时供给冰块……冰之重
要，可见一斑，因此需要专设官职管理这项
工作。《周礼》记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
月，令斩冰，三其凌。”意思是说，凌人掌管藏
冰、出冰的政令。每年夏历十二月，就命令
属员敲取采伐冰块，储藏的冰块应是实际需
要量的三倍。看，连损耗都提前算好了。

夏天暑热，王向群臣颁赐冰块时，凌人
掌管相关事宜。每到秋天，还要打扫冰室以
备冬天藏冰，讲究得很。

明清两代延续了“赐冰”制度，明朝刘
侗、于奕正撰写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每年
立夏，朝廷会赐冰给文武大臣。清代也是这
样，把赐冰当成一种官员福利。朝廷给予官
员“冰票”，官员再凭票去指定部门领取冰
块。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就曾记
载：“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
不同，各有等差。”

古人还会挖地下室避暑。
北宋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建了座“独乐

园”，在独乐园中“穿地丈余”。洛阳城里的百姓调侃道：
“司马家入地。”

地下室如果不够凉快，那就再来几块冰。据《左传》
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大臣薳(音同伟)子冯家里就有
地下室，“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地下室不够凉快
吗？他居然还要在床下放冰！

原来，楚康王要任薳子冯为令尹(相当于宰相)，他称
病推辞，然后就回家钻到地下室里装病。躺在地下室的
冰床上冷啊，他就穿两层绵袍，再套上皮裘，少吃多睡，迅
速把自己饿瘦。楚康王派医生来探虚实，医生见他瘦得
厉害，还真不适合委以重任。这也从侧面反映，古代有钱
人家应是有私人冰窖的。

阔气的人家里，冰窖一定也很大。据《开元天宝遗
事》载，杨国忠家族子弟每到伏天就“取大冰，使匠琢为
山”，围着冰山设宴，不耐冻的客人竟要披着绵衣喝酒，也
不知那冰山到底有多大！

腊月凿冰 夏天用冰

造火药
“顺”来的制冰技术

围着冰山设宴
披着绵衣喝酒

古人的“冰箱”构思巧妙

浮瓜沉李
曹丕的夏日之乐

白居易用禅意纳凉
李白裸奔树林

夏天又启动“烧烤”模式了！太阳下晒，
屋里头闷，真煎熬人……现代可以热了开空调，
渴了喝冷饮，出门坐公交车、地铁也是一路清凉，
古人咋整？其实，古人避暑消夏的办法不比咱少。
今天的《史话》就来看看老祖宗们都有啥花样。

古人不仅藏冰，还会制冰。以西汉淮南王
刘安为首的淮南学派著有《淮南万毕术》，约成书
于公元前2世纪，是我国古代有关物理、化学的重
要文献。书中提到了人工制冰法：“取沸汤置瓮中，
密以新缣，沈(沉)井中三日成冰。”

据说，唐朝末期，人们在运用火药的过程中发现，硝
石溶于水会大量吸热，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由此
又有了硝石制冰法。

有了冰，便能制作各种冰饮、冰食。“公子调冰水，佳
人雪藕丝”，诗人杜甫就曾用生花妙笔，形象地再现出古
代达人显贵之家吃冷饮消暑的情景。

现代有冰箱，可以很便利地使瓜果有冰镇之效，古代没
有电，却也有构思巧妙的“冰箱”可用。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冰鉴是
古代暑天用来盛冰，并置食物于其中的容器。

这种外形像一只大箱子的金属容器，不仅称得上世界
上最早的冰箱，还是古人发明的天然空调：合上顶盖，将夹
层里塞满冰块，可以避免内层存放的食物腐烂、酒水变酸。
打开顶盖，让内层空着，此时夹层里放置的冰块液化，丝丝
冷气源源不断冒出来，气温很快下降，满室生凉。

然而，聪明的古人发现，青铜的热传递太快，夹层里的冰
块不到一个时辰就会融化，必须频繁换冰。因此，到了宋元明
清时期，人们不再用金属铸造冰鉴，而是改用实木来做。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柏木冰箱，该冰箱是清代皇家所
用。冰箱外部为柏木质，箱上有一对箱盖，盖上有四个铜钱
纹开光，用于将箱盖提起。箱内设一层格屉。盛夏时节，天
气炎热，在格屉下放置冰块，将食品置于屉板之上，而箱内
四壁用铅皮包镶，可以隔绝外面的热气进入箱内，利于冰块
保持低温，对箱内储藏的食品起到冷冻保鲜的作用。

“六月葵威暑气蒸，擎来一碗水晶冰，碧荷衬出清新果，顿觉
清凉五内生。”当年道光皇帝享用完冰箱里的“水晶冰”，龙颜大
悦，暑气顿消。不过从史书记载看，尽管各种木冰箱被用于多种
场合，但是，其成本高昂，用户非显即贵，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夏令
消暑妙品，常常只能望而却步。与此相比，现代先进的家用电冰
箱能步入寻常百姓家，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巨大进步了。

吃冷饮，也是消夏的好方式。冷饮在古代已
经出现，《楚辞》中就有记载。杜甫诗“公子调冰
水，佳人雪藕丝”，形象地描绘了显贵之家吃冷
饮之情景。不过，古时冷饮“价同金璧”，于平
民百姓而言，当然是一种奢望。

对平民百姓来说，比较常见的消夏方法
是“浮瓜沉李”。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云：
“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瓜果浸过了
冷水，再拿出来，饱满多汁，清凉解渴。

论起吃西瓜，宋代李重元可是非常享
受：“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沉
李浮瓜冰雪凉。竹方床，针线慵拈午梦长。”
（《忆王孙·夏词》）躺在院子里的竹方床上，
听着夏天的风吹过池塘，闻着满院荷花香，
再将桃李、西瓜放在井水里，过了半晌就能
吃上冰镇水果。纳凉如此惬意，还做什么针
线女红，吃水果，睡觉！

说起纳凉，老一辈人最爱说那句
“心静自然凉”。其实这句听起来就让
人感到无语的话竟出自白居易的《苦热
题恒寂师禅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
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
静即身凉。”

当年也是这样的一个酷暑，白居易
去拜访一名叫恒寂的禅师，只见禅师静
坐在房间内，夏日的炎热丝毫没有影响
到他。白居易不解地问道：“禅师，这里好
热，你怎么不换个地方？”禅师依然很淡
定：“我不觉得热呀，甚至还觉得很凉快
呢！”白居易细品了会儿禅师的话，品出了
其中的禅意，就写下了这首诗。

相比于白居易用禅意纳凉，李白就显
得要潇洒豪迈许多，他曾在《夏日山中》云：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
顶洒松风。”那年夏天，是李白被“赐金放还”
后一年，他为了守护自己的初心，放弃了荣
华富贵，独自走在一片青翠的树林里。天
气实在太热，李白纳凉如他的真性情，丝毫
不带犹豫，分为三步走：一摇白羽扇，二脱
衣散发，三裸奔。就是这么潇洒，完全不
用考虑自己的“偶像包袱”，毕竟这世间
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古人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照样能
在如此炎热而又漫长的夏日里惬意纳
凉。作为现代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跟
古人多学着一点？

（综合洛阳晚报、北京晚报、北京
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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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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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必是寒

土豪家标配
是冰井

好热
好热！

小白，别烦
心静自然凉

我现在是
裸奔模式

夏日冰箱
居家旅行必备

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
（国家博物馆收藏）

清代柏木冰箱
（故宫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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