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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军欧阳军

酷暑当头吃点啥酷暑当头吃点啥

烈日炎炎烈日炎炎、、酷暑当头的盛夏酷暑当头的盛夏
时节时节，，在古代在古代，，人们是用怎样的美人们是用怎样的美
味佳肴来抵挡热浪的袭击呢味佳肴来抵挡热浪的袭击呢？？让让
我们跟随历代文人的脚步我们跟随历代文人的脚步，，一起一起
穿越到古人餐桌上去看一看穿越到古人餐桌上去看一看。。

杜负翁在杜负翁在《《岁时乡梦录岁时乡梦录》》的的《《消消
夏琐谈夏琐谈》》中说中说：：一般的老百姓会在一般的老百姓会在
正午时分拿上一块木板正午时分拿上一块木板，，在通风处在通风处
或绿树浓荫下或绿树浓荫下，，美美地睡上一觉美美地睡上一觉，，
醒来之后醒来之后，，吃一碗茶泡饭或者泡锅吃一碗茶泡饭或者泡锅
巴巴，，佐以香酥适口的大头菜佐以香酥适口的大头菜。。到了到了
晚上晚上，，熬上一锅绿豆粥熬上一锅绿豆粥，，放凉之后放凉之后
呼呼地喝上两碗呼呼地喝上两碗，，配上香干或者臭配上香干或者臭
干干，，再拌点虾皮再拌点虾皮、、花生米花生米，，浇上酱油浇上酱油
麻油麻油，，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番滋味。。

在乡下在乡下，，农夫们就更有意思农夫们就更有意思
了了，，他们赤脚站在瓜棚豆架间他们赤脚站在瓜棚豆架间，，一一
边摇着蒲扇边摇着蒲扇，，一边喝着自家酿的一边喝着自家酿的
小酒小酒，，用五香蚕豆当下酒菜用五香蚕豆当下酒菜，，和邻和邻
居们或闲话桑麻居们或闲话桑麻，，或讲讲神仙鬼或讲讲神仙鬼
怪的故事怪的故事，，逍遥快活得很逍遥快活得很。。

从唐朝开始流行的冷淘也是从唐朝开始流行的冷淘也是
古人们夏季最钟爱的美食之一古人们夏季最钟爱的美食之一，，
冷淘就是今天所说的凉面冷淘就是今天所说的凉面。。陆游陆游
喜欢吃冷淘喜欢吃冷淘，，也曾经为冷淘赋诗也曾经为冷淘赋诗：：

““佳哉冷淘时佳哉冷淘时。。””冷淘的做法是将冷淘的做法是将
细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中浸漂细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中浸漂，，
然后捞起然后捞起，，用熟油浇拌用熟油浇拌，，放入井中放入井中
或冰窖中冷藏或冰窖中冷藏。。食用时再加佐料食用时再加佐料
调味调味，，成为令人爽心适口的消夏成为令人爽心适口的消夏
美食美食。。

除了主食之外除了主食之外，，古人们的餐古人们的餐
桌上也少不了瓜果和新鲜蔬菜的桌上也少不了瓜果和新鲜蔬菜的
影子影子，，还有刚刚采摘的莲子还有刚刚采摘的莲子、、菱菱
角角、、花生花生、、毛豆毛豆、、玉米等等玉米等等。。

与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相与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相
比比，，在湖心亭看过雪的张岱更懂在湖心亭看过雪的张岱更懂
得生活的情趣得生活的情趣，，他选择了和朋友他选择了和朋友
们在杭州南五里龙山的下雷殿避们在杭州南五里龙山的下雷殿避
暑暑，，他们坐在高台之上他们坐在高台之上，，““乘凉风乘凉风，，
携肴核携肴核，，饮香雪酒饮香雪酒，，剥鸡豆剥鸡豆，，啜乌啜乌
龙井水龙井水，，水凉冽激齿水凉冽激齿。。下午着人投下午着人投
西瓜浸之西瓜浸之，，夜剖食夜剖食，，寒栗逼人寒栗逼人，，可可
雠三伏雠三伏。。””和朋友们一起和朋友们一起，，吹吹凉吹吹凉
风风，，喝喝清茶喝喝清茶，，谈谈诗文谈谈诗文，，再吃点再吃点
凉飕飕凉飕飕、、水灵灵的冰镇西瓜水灵灵的冰镇西瓜，，文人文人
们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潇洒快意们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潇洒快意。。

烈日炎炎喝什么烈日炎炎喝什么

值得一提的还有饮料和小值得一提的还有饮料和小
吃吃，，它们成了古人盛夏餐桌上一它们成了古人盛夏餐桌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道亮丽的风景线。。根据记载了风根据记载了风
土民俗土民俗、、人情世故的人情世故的《《东京梦华东京梦华
录录》《》《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籍中等书籍中
的介绍的介绍，，古代人们拿手的饮料和古代人们拿手的饮料和
小吃有几十种之多小吃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著名其中最著名
的要数绿豆汤的要数绿豆汤、、酸梅汤和各式凉酸梅汤和各式凉
茶以及凉粉茶以及凉粉、、杏仁腐等杏仁腐等。。这些清凉这些清凉
爽口的饮料小吃爽口的饮料小吃，，为没有冰箱为没有冰箱、、没没
有空调的古人有空调的古人，，送去了夏日里的送去了夏日里的
一抹清凉和温馨一抹清凉和温馨。。

夏日炎炎夏日炎炎，，热浪袭人热浪袭人，，街上各街上各
种各样的解暑饮料热销起来种各样的解暑饮料热销起来，，那那
么古人在夏天是不是只能喝喝么古人在夏天是不是只能喝喝

““凉白开凉白开””呢呢？？其实古人早就想出其实古人早就想出
了不少制作夏季饮料的招数了不少制作夏季饮料的招数，，而而
且还很多且还很多、、很广很广。。

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普通百姓的冷饮普通百姓的冷饮
就是井水就是井水。。因为井水在地下因为井水在地下，，通常通常
都比地面上的河水要清凉都比地面上的河水要清凉。。井水不井水不

仅方便仅方便，，而且不用花费钱而且不用花费钱，，生活用生活用
水就是从井中挑出来的水就是从井中挑出来的，，几乎家家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井户户都有井，，十分便捷十分便捷。。有了一口有了一口
井井，，就可以用来冰镇水果就可以用来冰镇水果、、食品食品。。

当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依
靠井水解渴靠井水解渴。。早在秦朝以前早在秦朝以前，，皇室皇室
和达官贵族就有储存冰的习惯和达官贵族就有储存冰的习惯。。
冰窖一般建于地下冰窖一般建于地下，，原理跟井的原理跟井的
构造相同构造相同。。在冬季时在冬季时，，派队伍收集派队伍收集
一年所需的冰块一年所需的冰块，，这些收集的冰这些收集的冰
块大多是自然冰块块大多是自然冰块，，很多都是河很多都是河
水结冰而形成的水结冰而形成的。。采集回来的冰采集回来的冰
块就放到冰窖里块就放到冰窖里，，到了夏天到了夏天，，就可就可
以凿成小块放在水里饮用以凿成小块放在水里饮用。。

到了汉代到了汉代，，就出现了一种比就出现了一种比
较讲究的饮料较讲究的饮料———蜜水—蜜水。。这在汉这在汉
代是比较流行的饮料代是比较流行的饮料，，在水中加在水中加
入蜂蜜入蜂蜜，，喝起来甘甜可口喝起来甘甜可口，，因此十因此十
分受人追捧分受人追捧。。蜜水虽制作简单蜜水虽制作简单，，可可
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
原因在于古代养殖技术还不够发原因在于古代养殖技术还不够发
达达，，所以所以，，只能采用野外搜寻或者只能采用野外搜寻或者
土窝养蜂土窝养蜂，，毁巢取蜜毁巢取蜜。。因此蜜水价因此蜜水价
格自然也就不低格自然也就不低，，相比于井水这相比于井水这
种廉价的饮料种廉价的饮料，，蜜水是高档消费蜜水是高档消费
者的饮料者的饮料。。

到了汉末到了汉末，，在井水里加蜜已在井水里加蜜已
慢慢成了常见的喝法慢慢成了常见的喝法。。汉末枭雄汉末枭雄
袁术袁术，，便十分爱喝这种饮料便十分爱喝这种饮料，，袁术袁术
死时正是大热天死时正是大热天，，想喝杯蜜水想喝杯蜜水，，但但
当时军中已绝粮当时军中已绝粮，，哪还有蜜哪还有蜜？？厨师厨师
端来了井水端来了井水，，袁术长叹袁术长叹：：““我袁术我袁术
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后趴在床上后趴在床上
吐血而亡吐血而亡，，这就是这就是《《魏书魏书》》所谓所谓““时时
盛暑盛暑，，欲得蜜浆欲得蜜浆，，又无蜜……又无蜜……””

袁术想喝的这种袁术想喝的这种““蜜浆蜜浆””，，就就
是类似蜜水的一种夏季饮料是类似蜜水的一种夏季饮料。。一一
分钱难倒英雄汉分钱难倒英雄汉，，一代枭雄竟让一代枭雄竟让
一杯饮料羞死了一杯饮料羞死了，，这不能不说是这不能不说是
中外饮料史上的一件奇闻中外饮料史上的一件奇闻。。

到了隋唐到了隋唐，，饮料比以前讲究饮料比以前讲究
多了多了，，出现了类似深受今人推崇出现了类似深受今人推崇
的保健饮料的保健饮料，，时人把这种饮料称时人把这种饮料称
为为““饮子饮子””。。饮子是用果品饮子是用果品，，或草药或草药
熬制而成熬制而成，，解渴的同时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还具有清
热解毒的功效热解毒的功效。。这种饮子跟现在这种饮子跟现在
广东地区的凉茶有很大的关联广东地区的凉茶有很大的关联，，
凉茶也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凉茶也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由由
于广东地区比较燥热于广东地区比较燥热，，因此凉茶因此凉茶
也成了大众饮品也成了大众饮品。。它是由中药演它是由中药演
变过来的变过来的，，除了功效多以外除了功效多以外，，夏天夏天
喝还能消暑喝还能消暑。。所以所以，，饮子也可能是饮子也可能是
因为功效显著而备受推崇因为功效显著而备受推崇。。

饮子一经推出后饮子一经推出后，，就十分受就十分受
人喜爱人喜爱，，也很快取代蜜水的地位也很快取代蜜水的地位，，
原因在于饮子的成本比蜜水要原因在于饮子的成本比蜜水要
低低，，而且多采用如菊花而且多采用如菊花、、金银花金银花、、
夏枯草夏枯草、、鱼腥草鱼腥草、、车前草车前草、、苦丁叶苦丁叶

等草药熬制等草药熬制，，每次能熬一大锅每次能熬一大锅。。饮饮
子很受隋唐消费者的欢迎子很受隋唐消费者的欢迎，，当时当时
长安街头长安街头““饮子店饮子店””很多很多，，和如今和如今
街头冷饮店一样街头冷饮店一样，，生意兴隆生意兴隆。。为了为了
能及时解渴能及时解渴，，有的饮子店还可以有的饮子店还可以
先喝后付钱先喝后付钱。。这种饮品的制作方这种饮品的制作方
法和销售模式也一直流行到后来法和销售模式也一直流行到后来
的几百年间的几百年间。。

冰冻奶食凉悠悠冰冻奶食凉悠悠

到了元代到了元代，，还出现了一种叫还出现了一种叫
““冰酪冰酪””的冰冻奶食的冰冻奶食，，也就是原始也就是原始
的冰淇淋的冰淇淋。。忽必烈很喜欢冰酪忽必烈很喜欢冰酪，，将将
它列为宫廷消暑食品它列为宫廷消暑食品，，经御膳房经御膳房
多次改进多次改进，，风味更佳风味更佳。。忽必烈曾降忽必烈曾降
旨旨，，冰酪的制作方法不得外传冰酪的制作方法不得外传，，于于
是成了皇宫的专利品是成了皇宫的专利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
离开中国时离开中国时，，忽必烈把冰酪的制忽必烈把冰酪的制
作方法透露给了他作方法透露给了他，，马可波罗回马可波罗回
到家乡到家乡，，又把它献给了意大利王又把它献给了意大利王
室室，，从而传入了欧洲从而传入了欧洲。。到了公元到了公元
16601660 年夏天年夏天，，意大利人才在巴黎意大利人才在巴黎
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冰淇淋店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冰淇淋店。。

到了清代到了清代，，由于藏冰业的高度由于藏冰业的高度
发展发展，，冰不再是罕贵之物冰不再是罕贵之物，，冰饮业冰饮业
一跃而上一跃而上，，变得非常普及变得非常普及，，冰价也冰价也
为之暴跌为之暴跌。《。《燕文京岁时记燕文京岁时记》》中记中记
载载：：““京师暑伏以后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则寒贱之子担
冰吆卖冰吆卖，，曰冰胡儿曰冰胡儿。。””这种冰胡儿这种冰胡儿，，
就是比较原始的冰棍就是比较原始的冰棍。。当时还出现当时还出现
了冷饮佳品了冷饮佳品，，一是酸梅汤一是酸梅汤，，用乌梅用乌梅
和冰糖水熬成和冰糖水熬成，，外用冰围住外用冰围住，，久而久而
自凉自凉；；二是西瓜汁二是西瓜汁，，西瓜去籽拧汁西瓜去籽拧汁，，
入于冰中镇凉入于冰中镇凉。。这些饮料冰镇后吃这些饮料冰镇后吃
起来绝对爽口起来绝对爽口，，真是真是““过雨荷花满过雨荷花满
院香院香，，沉李浮瓜冰雪凉沉李浮瓜冰雪凉””。。

当然当然，，茶也是古代不得不提茶也是古代不得不提
的一种饮料的一种饮料，，喝茶这种传统似乎喝茶这种传统似乎
是很早之前就流传下来的是很早之前就流传下来的。。没有没有
机器的年代机器的年代，，喝茶也是颇为复杂喝茶也是颇为复杂
的一件事的一件事，，加之茶比水有味道加之茶比水有味道，，喝喝
进去在嘴里有回甘进去在嘴里有回甘，，因此因此，，古人对古人对
喝茶也十分钟情喝茶也十分钟情。。茶自然也成了茶自然也成了
古人的一种消暑饮料古人的一种消暑饮料。。夏天夏天，，通常通常
都是冲一大木桶的茶都是冲一大木桶的茶，，不仅可以不仅可以
自己喝自己喝，，还可以跟邻居分享还可以跟邻居分享，，大家大家
一起喝茶消暑一起喝茶消暑。。京城的大碗茶京城的大碗茶，，也也
是这样演变而来的是这样演变而来的，，在经过了烈在经过了烈
日劳作后日劳作后，，喝一大碗茶解渴是最喝一大碗茶解渴是最
为不过的为不过的。。

仔细想来仔细想来，，古人避暑的饮料古人避暑的饮料
其实都是原生态的其实都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污没有任何污
染染，，不仅健康不仅健康，，还解渴还解渴，，确实比现确实比现
在的饮料要好得多在的饮料要好得多。。有了这些纯有了这些纯
天然的饮料天然的饮料，，古人的夏天就算没古人的夏天就算没
有空调冰箱有空调冰箱，，也不再怕了也不再怕了。。

（《（《海东日报海东日报》）》）

□姚新兴

古人使用请柬十分讲究，请柬均用上好的
纸张或绢制成，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以红色居
多，用毛笔工整书写，格式也十分讲究。

目前虽然各类通讯十分发达，但请柬这一
传统形式还颇受人们的喜爱。每逢大小事，均喜
欢发个请柬，大家似乎十分注重请柬这一形式。
但我们发现，目前请柬的许多俗成的规矩好像
已不被人们所重视，因而常常闹出笑话。如孙子
有事也发个请柬给爷爷；儿子给父母发请柬，将
父母称之为先生、女士；有时写姓名时将客人的
名字写在主人的位置，弄不清是谁在邀请谁。

请柬千百年来似乎形成统一的格式，有被
邀请人、事由、时间、地点、邀请人。在书写请柬
时也有俗成的“规矩”，如在填写客人名字时须
顶格，主人的姓名字体不能大于客人等，以示恭
敬。发请柬也非常讲究，一般事宜，均是平辈之
间发，也有小辈向长辈发请柬的，但长辈一般不
会向小辈发请柬；家庭内部的事，一般不会发请
柬。请柬中用词大多十分谦卑，如儿子结婚，会
写成“犬子完婚”，商店开张，写成“小店开业”
等。这些“规矩俗成”反映了人与人交往的礼节，
体现了我国悠久的文化。

近代著名书法家邓散木，别号粪翁，一次在
上海举办书法展，他别出心裁，为了与他那“粪
翁”相配，便用卫生纸印了请柬，真所谓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著名书画家谭建丞20世纪80年
代在杭州举办书画展，因邀请的人多，便自己设
计了请柬样式，白纸大红框，宋体字，古朴庄重，
现在已成为人们的收藏品了。

当今人们常叹人情份子多，礼金也越来越
重，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因此，有人又无奈
地戏称“请柬”为“红色罚款单”。（《科教新报》）

请柬的文化传承

□李想

“国士无双”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
传》，是西汉相国萧何说的一个词，用来形容韩信。

韩信是秦时的东海郡淮阴县（今江苏省淮
安市）人，“初汉三杰”之一、被称为“兵仙”。年少
时贫困，曾寄食于人，遭胯下之辱。秦二世初年，
项梁起兵反秦，韩信仗剑投奔，成为项梁麾下小
卒，但直到项梁战死，韩信都没有展露声名。项
梁死后，韩信又继属项羽，多次给项羽献计，项
羽都不予采纳。于是，在秦朝灭亡、项羽自称西
楚霸王后，愤而转投汉王刘邦。

韩信起初在刘邦麾下依旧不得志，只做一
些管理后勤的工作，不能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
军事才能。但在这期间，韩信与刘邦集团的大将
夏侯婴、相国萧何多有接触，他的非凡才干得到
他们的赏识和认可。

数月后，韩信见萧何等人多次在刘邦面前
举荐自己而仍不得重用，于是逃离汉营。萧何听
说韩信逃走，来不及向刘邦报告便去追赶韩信。
追上韩信后，萧何回来报告刘邦，刘邦问他：“你
去追回的是谁？”萧何答：“是韩信。”刘邦很生
气，问：“跑掉的将领有好几十个，你都没有追，
倒去追一个小小的韩信？”这时萧何说出了其中
缘由，同时给予韩信非常高的评价：“诸将易得
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
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意思是
其他的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杰
出人才，独一无二，一国之中都找不出第二个！
刘邦你要割据汉中，韩信帮不上你；如果你想战
胜项羽夺取天下，唯有韩信才能辅佐你。

最终刘邦听从了萧何的举荐，于汉高祖元
年拜韩信为大将。韩信统领汉军在战场上大放
光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
背水一战而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十面埋
伏，全歼楚军，无一败绩，为西汉王朝的开创立
下了赫赫战功，果然不负当年萧何对他“国士无
双”的美誉。 （《扬子晚报》）

谁最早获得“国士无双”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