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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能够拥有各种取暖方式，必须得感谢那些经
过无数次摸索尝试的古代先民们。早在旧石器时代，生
活在辽宁营口金牛山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学会了在冬季
靠火取暖。

考古工作人员曾在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了大
量用火遗迹和遗物，而在灰烬堆周围，遍布烧骨和被火烧
过的石块。由此可以推测出：金牛山人在经过长期的摸
索尝试后，学会了在火堆旁垒起圆形的石头圈，这样可以
更好地维持火势，也能保存火种。在漫长的冬季里，他们
白天出去打猎，采摘果实，晚上就在洞穴里生起火堆，一
边烤制美食，一边取暖，同时还可以吓走野兽。

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又将火堆搬到了室内。这
个时候，他们早已熟练地掌握了人工取火这项技能，于
是在取暖设备上进行了技术升级，“火塘”也就诞生了。
火塘，即在居住的房屋中间挖一个小坑，四周垒上砖石，
用来生火。你可别小看这个火塘，它的位置通常是对着
门道，这样既能挡住外面吹进来的寒风，又可以吸收氧
气持续助燃。在火塘的边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还埋有
一些陶罐，罐中存放着火种炭灰，随时可以将火塘里的
火重新点燃。拥有了火塘后，古代先民们无论干什么都
围着火塘，就连睡觉也都围在火塘边。一直到商周时
期，火塘依然是冬天取暖的最佳单品。

虽然有了壁炉这种大型取暖设备，但不是人人都能
成为秦王的。普通人想要取暖，还得想个简单的办法。

在魏晋时期，有人白天站在灶台前做饭，他一边炒
菜，一边感受着锅内腾起的热气，忽然灵机一动：要不就
睡在灶台上吧？这个主意一出，大家都觉得好，于是晚上
古人就把灶台上的炊具拿开，再将火孔堵上，直接在灶台
上铺上被褥，一夜都暖暖和和的。这个“两用灶”在睡觉
的时候，就被称为暖床。

晚上天天睡灶台上也不是事，毕竟挪来挪去也麻
烦。人们又给暖床更改了配置，将其与台灶分离成用烟
道相连接的两个主体，烟道内的烟雾可以顺着屋外的烟
囱排出，于是火炕也诞生了。至辽金之际，火炕经过无数
次改造与升级，已经相当完善。朱熹的叔祖朱弁第一次
在北方看到火炕时，大为震惊，心想就算穿十件貂皮也没
这个暖和，于是他感慨道：“御冬貂裘弊，一炕且跧伏。”
（《炕寝三十韵》）

到了明清时期，有了火炕后，人们又在想：“啊！能不
能让我行走在火炕上啊！”经过古代建筑师们的设计与探
索后，紫禁城出现了最早的地暖。古代建筑师利用火炕
的原理，在紫禁城宫殿下面铺设了地下火道，然后在殿外
廊下灶口处烧炭，这样产生的热气再通过火道传送到室
内地面上。若是在有火道流通的地方以木板作为隔断，
并将这个区域包围起来，那么温度会比其他区域更高一
些，这也就是现代人常在古代宫廷剧中看到的东西暖
阁。可见，“暖阁”这个名字，还真不是吹的，名副其实。

深受清代康熙皇帝赏识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他
的回忆录中也对此赞美道：“按照欧洲取暖的方法，当我
们双足还冷时，头已很热了。在北京双脚却总是舒适而
暖和。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充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远古时期
一切取暖方式都源于火堆、火塘

春秋时期
宦官柳发明取暖新方式

火塘再暖和，但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为了克服
这个难题，春秋时期的人发明了可以移动的取暖器具，
即镣炉。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的“王子婴次”青铜
炉就是典型的镣炉，也可以通俗一点称其为火盆。它
的形制小而浅，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漏铲和炭箕，作用
大概是用来添加火炭的。

有了可移动的取暖器具后，冬天在室内活动的范
围也大了些。或许是在火塘和镣炉旁坐久了，聪明的
古人发现它们周围的地面因长时间被火烤，摸上去一
点也不潮湿，而且保暖的时间还挺长。“如果先将地面
用火烤热，再躺在上面，简直不要太暖和哦！”后来这种
取暖方式被称作“烧地卧土”，也是火炕的雏形。

据说“烧地卧土”的发明人是一位叫柳的宦官。据
《左传·昭公十年》载：“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
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
之。比葬，又有宠。”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宦官叫柳，他
深得宋平公的宠信，因此有点仗势欺人，就连当时还是
太子的宋元公也吃过他的闷亏，恨不得把他给杀了。

后来，宋平公薨逝，宋元公要为父守丧。当时的礼
制是要“寝苫枕草”，也就是冰天雪地的腊月里，宋元公
得以草为枕，坐卧在地
上，不冻死，也得患上风
湿。柳知道自己得罪过宋元
公，于是想借此机会讨好一
下。他每天都用炭火将宋
元公所坐的地面烤得
热乎乎的，并且在宋
元公来之前，将炭火
撤出去。宋元公屁股
暖了，心也暖了，最后不
仅没杀柳，还给他升职了。

N北京青年报
海南日报
齐鲁晚报

当“烧地卧土”这个取暖方式被
推广后，古人尝试过大面积使用，但
最后发现不太容易实现，尤其是室内
的烟雾太大了，不冻死，也得呛死。
有什么办法能让整个屋子都变暖起
来呢？

在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中，考
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古代工匠们为秦
王设计的一种壁炉。这个壁炉算是
大型供暖设备，有 1.02米高，纵深 1.1
米，宽 1.2米，炉身用土坯砌造而成，
炉膛内像是一个倒扣的瓮的形状，瓮
的中腹部宽大，这样就可以使热气在
炉膛内充分运转，同时也可以使烟雾
迅速排出。壁炉的炉顶是“入”字形，
从字形上来看，是为了扩大壁炉的散
热面积，屋中的三个方向都可以散发
热量，同时也对屋子的中央有聚暖功
效。

据推测，这个建筑遗址中包含了
厅堂、卧室、浴室，看来秦王不仅日常
可以取暖，就连洗澡都有了“浴霸”！

秦汉时期
秦王洗澡居然有“浴霸”

明清时期
让传教士赞美的火炕、地暖

取暖神器
卧褥香炉、暖椅、铜暖砚

娘子，上灶
台，被窝已暖和

这是个暖
臣，可以不杀了！

花椒是纯天
然的保暖涂层

爸爸，好棒！

秦王这种大型取暖设备并不普
及，毕竟取暖成本太高。至西汉，又出
现了环保型取暖妙招：设计一间温室。
古人的脑洞很大，在品尝过花椒后，他
们认为花椒不仅闻起来香，还“性温”，
于是就将花椒捣碎了和泥涂在墙壁上。

据《西京杂记》载：“温室以椒涂
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
鸿羽帐，规地以罽（jì）宾氍毹
（qúshū）。”最出名的莫过于
西汉的温室殿，墙上有椒泥，
还挂着用大雁羽毛做成的
帷幔，地上还铺着西域的毛
毯。椒泥墙的保温性很好，
温室殿在大冬天居然还可以
赏花。花椒涂墙的取暖方式一
直流传到后世。

刚刚过去的周末，受冷空气
影响，福州各地最低气温仅0℃～3℃
左右。目前已进入“三九”，是一年中最寒
冷的时期。对现代人来说，各种取暖设施如
暖气、空调、地热等应有尽有，即使外面天寒地
冻，室内也总能暖意融融。正因为如此，很多人
也会好奇：在生活条件落后的从前，古人又是如
何取暖并度过冬季漫漫寒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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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鎏金
莲花纹五足银
熏炉

（清）掐丝珐琅双夔
捧寿纹海棠式手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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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取暖设备外，古人也有属于自
己的“暖宝宝”。不夸张
地说，古代不少人都能成

为取暖发明家。
为了能在冬天睡在一个香

香暖暖的被窝里，关于卧褥香炉，
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汉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后《西
京杂记》详细描述道：“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又
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这种卧褥香炉是一种铜制
容器，里面可以放入炭火和香料，放在被窝里以后，无论
怎么翻滚，香炉四周的环形支架都能保证香炉呈水平放
置，压根不用担心它把被子烧着。

手炉出现的时间与卧褥香炉差不多，一般都是巴掌
大小的铜制炉体，根据喜好制成各种形状。只需要在炉
体内放入一小条木炭，或是炭火余烬，再盖上有镂空花纹
的炉盖，热气就从炉盖的镂空孔洞中散发出来。汉武帝
的姐姐平阳公主的墓中就出现过一个手炉，可见除了取
暖外，手炉也是古人日常的心爱之物。

对于读书人而言，冬天坐在椅子上读书写字挺遭罪，为
此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记录了他制作暖椅的经
历。最初李渔是想多放几个炭盆，让书房暖起来，但书房还
没暖起来，炭火的灰尘就把他呛得要命，于是他开始在日常

坐的书椅上下功夫。李渔在椅子下面放了一个
抽屉，抽屉里放上一个炭炉，坐一会儿便全身
热热的了。

冬天气温低，砚台里的墨汁都冻结
了，为此古人又发明了一种铜暖砚，原理
和李渔的暖椅一样。在砚台的内层设计
一个小抽屉，内置炭火，这样砚台就具有
保温功效，墨汁自然也不会被冻住了。

此外，古人的“暖宝宝”还有足炉、汤
婆子、熏笼等，各种取暖小物件应有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