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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二十四节气·大暑

大暑，说文雅点儿，就是盛夏；说俗点儿，就是一年中最
烤的日子，三伏天都含在里面了。

在老北京，作为都城，最有意思的是，到了这时候，皇上
要给各位大臣发冰解暑。《燕京岁时记》 中说：“各衙门例有赐
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
看这则旧记，我总想笑，在没有冰箱和空调的年代里，大暑的
日子，解暑唯有靠冰，发的冰多少，居然也得根据官阶大小。
这让现在的孩子，得笑掉大牙。在封建社会里，老天爷撒下人
间的热，楞是人为地分出三六九等来。

那时候，一般人家只能到冰窖厂去买冰。旧京都，一北
一南，各有一个冰窖厂，专门在冬天结冰时藏冰于地下，就
等着来年大暑时卖个好价钱。清时有竹枝词说：磕磕敲铜
盏，沿街听卖冰。敲铜盏卖冰，成了那时京都一景。冰窖厂
一直存活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这两个地名一直还在。只是
前些日子我旧地重游，冰窖厂街已经基本拆干净了。原来的
冰窖厂，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变为了一所学校，另一部分拆
平成了宽敞的马路。

旧京都大暑前后，还有一景，便是借太阳之烈来晾晒衣
物，以防虫蠹，这很有点儿以毒攻毒的意思。老儒破书，贫女
敝缊，寺中经文，都在晾晒之列。清时有诗说：辉煌陈列向日
中，士民至今风俗同。不过，不少寺庙每年这时候举行了晒经
会之后，风俗便开始变了味儿，逐渐成为了庙会，人代替了经
书，美女更是比经书养眼。《天咫偶闻》中说“实无所晾，仕女
云集，骈阗竟日而已。”

不过，这也可以看出老北京人对于生活的性情，贫也好，
富也好，冷也罢，热也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自寻其
乐，用老北京话说，叫做“找乐儿”。

在大暑到来之际，老北京人找乐儿最好的去处，是宣武
门外的护城河边。那时候，皇宫养象的象房就在宣武门内，
很近，每年这时候，官校都要用旗鼓迎象出象房，再出城
门，到护城河洗澡消暑。那时候，聚在河边看洗象，成为了
大暑天盛大的节日。有钱人，会如王士祯诗中所写的那样：
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金更赁楼窗坐，都为
河边洗象来。没有千金可以坐在楼窗前最好位置的穷人们，
则只能拥挤一身臭汗，在河边看热闹。想那时的情景，应该
如现在看音乐会歌剧一样，阔人有包间，穷人有站票，热闹
得也就不怕热了。

在取消象房之后的清末民初之际，没有洗象的热闹可
看，一般人找乐儿，是去什刹海。那时有唱十不闲的小曲这
样唱道：六月三伏好热天，什刹海前正好赏莲。男男女女人
不断，听完大鼓书，再听十不闲。逛河沿，果子摊儿全，西
瓜香瓜杠口甜。冰儿镇的酸梅汤，打冰盏卖，了把子儿莲
蓬，转回家园。

这样的炎夏情景，今天在什刹海还能依稀见得到。子儿莲
蓬，就是嫩莲蓬，在今天的什刹海，应该还可以买得到。这个
节气，老北京人讲究吃子儿莲蓬。除了子儿莲蓬，还爱喝荷叶
粥，嚼藕的嫩芽。《酌中志》 里说这节气里要：“吃过水面，嚼
银苗菜，即藕新嫩秧也。”看，这个特殊的节气，大自然不仅给
予我们最炎热的温度，还馈赠我们最美丽的荷花，而且，那荷
花连叶带根带果实，都成了我们的时令食品。当然，别忘了再
来一碗过水面，在这个大暑的节气里，我们就可以过得神清气
爽了。

京都大暑忆
肖复兴

□诗意·大暑

登殊亭作
元 结（唐）

时节方大暑，试来登殊亭。
凭轩未及息，忽若秋气生。
主人既多闲，有酒共我倾。
坐中不相异，岂恨醉与醒。
漫歌无人听，浪语无人惊。
时复一回望，心目出四溟。
谁能守缨佩，日与灾患并。
请君诵此意，令彼惑者听。

熊远明书熊远明书

吃凉：荔枝凤梨烧仙草

大暑的民俗主要体现在吃的方面。这一时节
的民间饮食习俗大致分为两种。

先说第一种，吃凉性食物消暑。如广东很多
地方都流传着一句谚语：“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
神仙不会老。”

所谓“吃仙草”中的仙草，又名凉粉草、仙
人草，是药食两用植物资源。茎叶晒干后可以做
成烧仙草，外观和口味均类似粤港澳地区流行的
另一种小吃龟苓膏，是一种消暑的甜品。由于其
具有神奇的消暑功效，所以被誉为“仙草”。烧仙
草有冷、热两种吃法。

烧仙草也是台湾的名小吃之一，当地在大暑
还有吃凤梨的习俗，因为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
吃，有败火的作用，再加上凤梨的闽南语发音和

“旺来”相同，所以也被用来作为祈求平安吉祥、
生意兴隆的象征。

另外，大暑前后台湾地区的民众还要过“半
年节”。大暑期间适逢农历六月十五，是全年的一
半，在这一天拜完神明后全家会一起吃“半年
圆”。半年圆是用糯米磨成粉再和上红面搓成的，
大多会煮成甜食来品尝，象征意义是团圆与甜蜜。

福建莆田人在大暑时节则有吃荔枝、羊肉和
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荔枝含有葡萄糖和
多种维生素，富有营养价值，所以吃鲜荔枝可以
滋补身体。最过瘾的吃法莫过于先将鲜荔枝浸于
冷井水之中，大暑时刻一到便取出品尝。这一时
刻吃荔枝，最惬意、最滋补。于是，有人说大暑
吃荔枝，其营养价值和吃人参一样高。

喝热：馍馍就着羊肉汤

不光吃凉，有些地方的人们习惯在大暑时节
吃热性食物。比如，湘中、湘北素有一种传统的
进补方法，就是大暑吃童子鸡。湘东南还有在大
暑吃姜的风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
方”。

山东不少地区的民众，比如枣庄，有在大暑
到来这一天“喝暑羊”（即喝羊肉汤） 的习俗，又
叫吃伏羊。

枣庄吃伏羊的习惯，与当地的农事、气候有
关。枣庄是有名的麦产区。入伏之时，正值麦收
结束，新面上市，是一个短暂的农闲期。这个时
候，夏收忙过，人已疲惫，该休息休息，享受享
受了。农村有什么好吃的？也就是吃个新麦馍
馍。狠狠心，杀只羊，不舍得光自己吃，还得把
嫁出去的闺女接回来，带着孩子回娘家，吃新
馍，喝羊肉汤。

好，你家闺女接回来了，我家也不能落后
啊，也蒸新面馍馍，也杀只羊，也把闺女接回
来。就这样，吃伏羊便成了一方民俗。

温汤羊肉是福建莆田独特的风味小吃和高级
菜肴之一。一般做法是：把羊宰后，去毛卸脏，整只
放进滚汤的锅里翻烫，捞起放入大陶缸中，再把锅
内的滚汤注入，泡浸一定时间后取出上桌。吃时，
把羊肉切成片片，肉肥脆嫩，味鲜可口。

有营养学家对大暑吃羊肉进行过研究，认为
羊肉在伏天吃营养程度最高。三伏天，人体内积
热，此时喝羊汤，同时把辣椒油、醋、蒜喝进肚
里，必然全身大汗淋漓。这汗可带走五脏积热，
同时排出体内毒素，有益健康。

晒姜：暑热晒出好食材

大暑有着一年中最热烈的阳光，让人避之不
及。这样极致的酷热，也催生出水分蒸发后的美
味。晒豆角、晒辣椒、晒咸菜……这些食材只要
天气好，晒上一两天就行了。但有一种食材，得
从大暑一直晒到出伏——晒伏姜。

大暑期间，在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地
区，房顶、露台、前坪，经常可以看到一块块的
老姜在享受“日光浴”。

对于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来说，传统的晒伏
姜，就是把姜往瓦屋顶上一丢，掉到瓦槽里，也
就了事了。不过，现在即便在农村，瓦屋也越来
越少，这时老姜就只能放在能沥水的各种簸箕

中，或者用棉线穿成一串，吊在屋檐下。在此之
后，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露湿，一直到末伏的最
后一天。

到那时，因为缩水了一大半，只用手轻轻一
掰，伏姜就会断裂开来。咬上一口，姜块就变成
了粉碎的状态，完全没有生姜那种坚韧的丝状纤
维和浸润的汁水。姜块此时已经变得异常泼辣，
是发汗的佳物。

生姜性暖，被暑热暴晒之后变成大热的食材，
正好可以给着凉的人救救急。一块伏姜吃下去，暖
胃、发汗，捂着被子睡到天亮，一场可能即将来临的
感冒就这样避免了。有人说，这三伏天里的恩物，
在三九严寒中给人带去了温暖。晒伏姜，从某种意
义上说，也算是冬病夏治的一种表现。

送暑：送走瘟疫保平安

大暑送“大暑船”，这个民俗活动在浙江台州
沿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清朝同治年间，此地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
暑时期为甚，人们以为是五位凶神所致，于是在
江边建了五圣庙，更在大暑节这一天，用特制木
船将供品送至椒江口外。这船就是大暑船。意思
很明显，即是送走瘟疫，祈求平安。

大暑船一般长约 15 米，宽约 3 米余，船内设有
神龛、香案，载有鸡、鱼、虾、米、酒等食品与桌、椅、
床、榻、枕头、棉被等用品。大暑船造成后，须在大
暑节前数日，延请和尚做法事。船由一两名船老大
驾驶到椒江口处，然后船老大改乘所带之小舢板回
来，让大暑船趁落潮大水，飘向茫茫大海。船只必
须飘得无影无踪，才是大吉大利。

今天，当地仍然延续着这项活动。大暑船完
全按照旧时的三桅帆船缩小比例后建造，船内载
各种祭品。活动开始后，50 多名渔民轮流抬着大
暑船在街道上行进，鼓号喧天，鞭炮齐鸣，街道
两旁站满祈福人群。

大暑船最终被运送至码头，进行一系列祈福
仪式。随后，大暑船被渔船拉出渔港，然后在大
海上点燃，任其沉浮，以此祝福人们五谷丰登，
生活安康。

□节气·民俗

大暑：冰荔枝、热羊汤，

祛病延年晒伏姜
熊慕东

“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
天。”作为一个气温类节气，
炎热的大暑，日照强，雨水
多，生机勃勃，孕育着丰收。
大暑期间是一年中最紧张、最
艰苦的收获季节。讲究怡情健
身的中国人在每年的这个节气
里，举行各种民俗活动，在火
热的日子里调养身心。

小暑之后是大暑。大暑节气一般在 7 月 22 日
—24日之间，这时太阳位于黄经120°。今年大暑
的交节时刻为7月23日11时30分。《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称：“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
为小，月中为大，斯时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曰
大暑。”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唐代元稹《咏廿四
气诗·大暑六月中》是这样写大暑的：大暑三秋近，
林钟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瓜果邀儒
客，菰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

诗中的“三秋”指秋季的 3个月。“九夏”指
夏天的四、五、六月，3个月共 90天。“林钟”是
六月的音律。“桂轮”指月亮。“萤火”“菰蒲”

“瓜果”都是热天生长或享用的东西。最后两句大
约有点“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的
意思。

“三伏”里的“中伏”，一般发生在7月23—31
日，今年恰巧大暑与中伏是同一天，都是 7 月 23

日 。 中 国 传 统 科 学 认 为 ， 春 、
夏、秋、冬四季分别对应五行中
的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
方水，按五行的相生相克，由秋
到冬是“金生水”，由冬到春是

“水生木”，由春到夏是“木生
火”，唯有从夏到秋特殊，是“火
克金”。所以古人认为，从夏到秋
是一段艰难的历程，秋被夏压制着，虽然从夏至
开始已经“一阴生”，但炎热却继续增长，秋不敢
露头，要潜伏一段时间，这段最热的时间就称为

“伏”。因靠近中伏，大暑这一天民间还有饮伏
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

大暑是我国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期，但南北
雨量差别很大，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雨量很
少，有“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的说法；在
我国北方，这却是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节，谚语
则称“小暑大暑，灌死老鼠”。

宋代大诗人陆游是这样写大暑的：
赫日炎威岂易摧，火云压屋正崔嵬。嗜眠但

喜蕲州簟，畏酒不禁河朔杯。
人望息肩亭午过，天方悔祸素秋来。细思残

暑能多少，夜夜常占斗柄回。
头两句写太阳的炎威，三四句写诗人靠饮

酒、睡凉席来消夏，五六句写人的难熬、天的忏
悔。最后两句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大暑到了，秋
天还会远吗？于是他夜夜都在观星掐算，还有多
久，就斗柄西指，天下皆秋了？

□节气·物候

大暑——赤日炎炎 夏火克金
王玉民

浙江台州大暑送“大暑船”浙江台州大暑送“大暑船”

大暑吃仙草

大暑喝羊肉汤大暑喝羊肉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