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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古籍中有不少关于
伏天天热的记载。据记载，自“三伏
日”确定以来，就一直有着很强的

“存在感”，所以历来文人墨客都喜
欢就三伏天说上几句。“无因羽翮氛
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南宋诗人
陆游在《苦热》中通过形象生动的比
喻，表现了小暑时节的炎热天气，直
言烈日暑热无处可避，使人读来似
乎身临其境，亦能感同身受。

当然，一旦度过这段“苦”日
子，迎来“出伏”，大家的快乐也会

“溢于言表”。这种感觉从诗圣杜甫
的描绘中可以体会：“三伏适已过，
骄阳化为霖。”宋代另外一位文人
唐庚也留下“三伏光阴过，初秋宇
宙新”的感慨。

在秦汉时期，“伏日”成了民
间特别庆祝的节日。西汉杨恽在

《报孙会宗书》记载了“伏日”大家
伙儿奏乐唱歌、喝酒聚会的快乐
时光。在唐朝，据刘恂在《岭表录

异》中的表述，唐时岭南地区的民
众仍然看重“伏日”，甚至将“伏
日”视作与冬至、春节同样重要的
节日。不过，度“伏”也不一定都是
敲敲打打、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
古人们也曾遵循“隐伏避盛暑”的
理念，减少自身活动，安心居家躲
避暑热。

除了“宅家”，古人也会选择出
游避暑。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
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

《穆天子游舂山》一篇记载了周穆
王于六月北上舂山的旅行经历。记
者从部分文献记载中获悉，有学者
认为《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
厚，甚至在《四库全书》中被列入小
说家类。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
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始。《贞观政
要》中记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
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
于路”，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
盛世繁荣景象。

苦度“三伏”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由我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主办的
2024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落下帷
幕，我市代表队斩获两金一铜。

我市羽毛球小将凭借扎实的技战术能力、顽强
的拼搏精神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勇创佳绩。其中，
陈筱涵获乙组女子单打冠军，陈筱涵、虞哲睿获乙
组混合双打冠军，虞哲睿、方一畅获乙组男子双打
季军。

近年来，我市在深化体教融合、发展青少年
体育方面不懈努力，促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蓬勃
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义乌羽毛球小将
省赛披金挂铜

▢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中小学书法大赛师生优秀
作品展，在稠州国光社开幕。

据了解，本次书法大赛共征集到有效作品
1053 件。历经初评、复评、现场终评，共评选出一
等奖作品44件、二等奖作品95件、三等奖作品142
件，最后精选入展作品 126 件，并在稠州国光社展
出一个月。开幕式上，依次颁发了小学、初中、高
中组的一等奖，表彰了部分获奖教师代表，同时还
颁发了优秀组织贡献奖。

近年来，我市中小学书法教育质量不断提
升，师生共发展，教研呈特色，品牌初育成，宣传
辐射效果明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本
次大赛作品内容高雅、形式多样、书体丰富，充分
展示了全市中小学师生的书法水平，有效推动我
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入发展。

我市举行中小学书法大赛
师生优秀作品展

▢ 见习记者 陈秋池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文
通 讯 员 宗剑飞/图

本报讯 近日，由市文联主办，市音乐家协会、
市文化馆、何青工作室承办的“荷叶青青”何青师
生琵琶音乐会在市文化广场剧院举行。

音乐会在十大名曲之一《阳春白雪》中拉开序
幕。浙江省琵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市音乐家协会
副会长、秘书长何青率优秀学员登场献艺，以其高
水准的演奏、丰富多彩的曲目编排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带来一场古韵与新乐交
织的盛宴。

据介绍，本次音乐会是“艺术乡建 与你相见”
系列活动之一，主题为“荷叶青青”。“青，寓意夏
日的蓬勃，春天的希望。”市音乐家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音乐会甄选了 12 首具有代表性的琵琶作
品。从曲目的创作、编排及演奏中，可以看到琵琶
人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持续探索。不少曲目还包
含了小提琴、大提琴、二胡、钢琴等中西乐器融合
演奏。

▢ 见习记者 丁奕彤

本报讯 近日，2024 苏溪镇全民健身活动暨篮
球赛开幕。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 拥抱奥运”为主
题，旨在响应国家全民健身日号召，营造全民健身
氛围，推广科学健身理念。

简短的开幕式后，随着裁判员一身清脆的哨
响，精彩激烈的开场赛拉开了帷幕。“加油”“好
球”……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展开激烈的角逐,
整个球场充满了紧张气氛。球员们全神贯注、精
神饱满，双方拼抢激烈，带球、运球、抢板、投篮
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队员之间配合默契，赢
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现场
还设置了创意广告区，展示篮球主题和奥运元
素，让村民们感受浓厚的体育氛围。新颖的舞台
区不仅有花式篮球表演，还安排了丰富的文艺节
目，为比赛营造浓厚的文艺氛围。

据悉，本次篮球赛共有 37 支队伍参赛，共计
进行百场对决，比赛将持续到8月底。

苏溪镇全民健身活动
暨篮球赛开幕

音乐会现场音乐会现场

“荷叶青青”
琵琶音乐会举行

8月14日，进入农历夏季最后

一个伏天阶段，也意味着今年超长

版三伏天进入倒计时。关于“末

伏”，民间老话有“秋老虎，热如炉”

的说法，说的是立秋后还有一伏，

而在这期间，天气依然炎热。

三伏天代表“初伏、中伏、末

伏”，是一年中盛暑后最热的天气。

“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今年

7月15日正式入伏，“三伏”时长又

是40天。据了解，从2015年至2024

年，已连续 10 年的“三伏”都是 40

天。赤日当头，大家直呼太热。实际

上，古时，人们早就拉响过三伏天

的警报。我们不禁好奇，面对这样

的炎热酷暑，在没有制冷设备的条

件下，古人是如何度过夏日的？带

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义乌市博物馆

藏品保管部，通过部分文物还原古

时消暑、纳凉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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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较为广泛的
一种温标，用符号“℃”表示，但只有270年
的历史，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
于1742 年提出。古时，人们有关高温天气
的记载较为模糊，常以“酷热”“炙热”“晴
热”“炎暑”“赤日”“热伏”等来记录，所以也
就难以考证古代的高温天气到底是多少摄
氏度。

在古代，普通人家常常在树下搭个简
单的凉棚，或者找阴凉、低温处避暑。“相比
之下，大户人家特别是官宦人家，他们避暑
纳凉的‘神器’就不一样了。”义乌市博物馆
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李亮表示。从可以巧妙
利用冰块的冰鉴，到散发凉意的瓷枕；从精
巧的扇子，到精心设计的夏室……一系列
物件、陈设传递了古人避暑的创意与智慧。

冰箱的“始祖”在中国。据古籍《周礼·
天官·凌人》中记载，冰鉴在祭祀活动中被
用作保存冰块和食品的器具。周代有“凌
人”一职，其职责是在隆冬时节组织凿冰、

藏冰，用于来年开春时制作一种叫“鉴”的
容器。冰鉴长什么样？“冰鉴是一件双层的
器皿，鉴内有一缶。夏季，鉴缶之间装冰块，
缶内装酒，就可起到降温的作用。”李亮说。

鉴缶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冰箱”，由盛
酒器尊缶与鉴组成，方尊缶置于方鉴正中，
方鉴有镂孔花纹的盖，盖中间的方口正好
套住方尊缶的颈部。战国时期的曾侯乙青
铜尊盘，被称为当时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
器件。在尊与盘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
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内盛酒，
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春秋晚期
蟠螭纹兽首衔环耳青铜鉴……”李亮向记者
描述这件文物的大致样子，“这件青铜鉴除
了作为古代的‘冰箱’，装入冰块冰镇美酒，
还可以作为早期古人的照容器物，通过盛
水为媒介进行梳妆。”记者了解到，青铜鉴容
器纹饰的雕刻工艺较为繁杂，图案精美，象
征使用者的身份与地位。

避暑“神器”

扇子是我国古代最为常见的避暑工
具，被古人称为“摇风”或“凉友”。“有的扇
子细节讲究，用象牙进行装饰。”李亮介绍，
我市博物馆内藏有数把“广东十三行”出口
至国外的定制扇。清乾隆二十二年，随着

“一口通商”御旨的颁布，“广东十三行”成
为当时唯一特许经营海路的中西贸易商
行。由此，广东成为清朝全盛时期世界市场
的重要环节。中国工匠尤其是广州工匠将

“广式”工艺与西洋审美相融合，创作出了
大量中西风格共融、专供外销的艺术商品。

炎炎夏日，普通人家用什么工具纳凉？
那就不得不提一种叫作“竹夫人”的工具
了。竹夫人又叫“竹几”“竹夹膝”，起源于唐
朝，名字起于北宋。它是一种长约一米的圆
柱形物，用竹篾编成，中间通空，四周有许
多洞孔。利用“弄堂穿风”的原理，“竹夫人”
能收风窜散，供人取凉，常常在身边枕侧伴
人入眠。据统计，在日本和韩国，竹夫人至
今依然非常受欢迎，韩国出售的竹夫人中，
90%为“中国制造”。当然，中国古代也有
风扇，由齿轮互相联动，然后由人力转动齿
轮，所以也被称为“七轮扇”。然而，由于七
轮扇过于精致复杂，它在历史上并不流行。
到了明清时期，风扇才开始常见。

在穿衣模式方面，古人也想了很多办

法让自己的夏季清凉些，事实上，他们的夏
装要轻薄、凉爽得多。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
纱襌衣就是“轻薄”二字最直观的展示之
一。这件衣服仅重49克，重量甚至不如一
枚小鸡蛋。现代人习惯在夏季穿短袖，但在
古代，各个朝代的冬夏服装在样式及层次
上相对固定。古人为何在夏天也穿长袖？答
案在面料上。《国朝宫史》中就有关于清代
皇后吉福褂面料的记载：“春秋以缎绸，夏
以纱，冬以裘，随时所宜。”由此可见，古人
服装的面料是随时节发生变化的。中国古
代织物织造技术发达，很早就开始利用蚕
丝。在我省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牙
雕蚕纹盅木质蝶形器表明，我国养蚕缫丝
业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7000年前，为制造
不同季节的服装面料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如今熟悉的绿豆汤、西瓜汁、糕点
外，为了解暑降温，古人也创造了不少夏季
养生食谱。“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
盘底碎，雪到口边销。”南宋杨万里的《咏
酥》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非常受欢迎的古代
版“冰淇淋”的口感。虽说古代的生活条件
较为受限，但古人积极主动探索各种避暑
方式，让自己更为舒适便利的生活态度，相
信能为我们度过“末伏”带来一丝清凉。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夏日清凉

春秋蟠螭纹兽首衔环耳青铜鉴

竹夫人

清代带漆盒象牙雕花鸟纹双面绣折扇

湖南省博物馆的素纱襌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