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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摇轻扇倚绳床”
——唐朝人的避暑经

□刘永加

“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表明：
我国古代曾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其中，唐
代是最热的时期。那时长安的气候，堪
比现在的南方，夏季异常炎热。唐代诗
人有诗为证——杜甫写过：“飞鸟苦热

死，池鱼涸其泥。”“永日不可暮，炎蒸毒

我肠。”“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

能。”诗人王毂《苦热行》写得更是火爆：

“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

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

当时在长安有一个“文学社团”，叫

大历十才子，据《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

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

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另有一说大历

十才子中有李益。

古代对于文学成就显著、作品风格相

同的文学家，往往会有并称的赞誉，有两

个人并称，有三个人并称，还有八个人并

称的。十个诗人一起并称则十分罕见，因

为他们都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诗人，诗歌

多写个人生活经历，宴饮酬唱，游山赏水，

创造出了属于大历诗坛的清秀幽美，并留

下了不少交游记录的诗篇，所以人们才给

了他们这个美誉。

十才子虽然官职不高，但毕竟在京

城混得风生水起，所以在酷暑难耐中，除

了普通百姓能做到的避暑法子，十才子

还有独特的避暑方法，这从他们笔下流

淌出的点点滴滴就可以看出来。

筑个小院，自清自凉。院中种些花

木，搭个凉棚，爬一架紫藤；一扇窗牖，一

个绳床，慢摇蒲扇，属于私人的小天地，优

哉游哉，神仙莫换。大历十才子中的诗人

钱起，就有过这样的小日子，他在自家小

院里惬意地乘凉遐想，不由诗意涌上心

头，写下了《避暑纳凉》一诗以感怀：“木槿

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绳床。初晴草蔓
缘新笋，频雨苔衣染旧墙。十旬河朔应虚
醉，八柱天台好纳凉。无事始然知静胜，
深垂纱帐咏沧浪。”

钱起，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市)
人，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进士，初为秘
书省校书郎、蓝田县尉，后任司勋员外郎、
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所以也称钱考功。

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一天

正在家中享受着夏日习习凉风，突然想
起了好友苗发和司空曙，于是写下《竹窗

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一诗：“微风惊暮坐，

临牖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

来。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下苔。何当一

入幌，为拂绿琴埃。”

李益(748年-829年)，陕西姑臧(今

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

(769年)进士及第后，历任秘书少监、集

贤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等职。唐宪宗时

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大和

元年(827年)任礼部尚书。

司空曙，广平(今属河北省)人。大

历年间进士，曾任主簿。大历五年（770年）

任左拾遗。贞元间，任虞部郎中。司空

曙为卢纶表兄。

在寸土寸金的“国际大都市”唐代长

安，能拥有一处自己的院子，绝非易事。

对于钱起和李益的居家小院，是自建还是

购买抑或租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肯定

的是，他们会在小院里尽可能地给自己布

置修雅别致、幽静凉爽的空间。在这里似

乎才可以安放诗人那颗疲惫的心，达到心

静自然凉的境界。

“鱼沉荷叶露，鸟散竹林风”

诗人们还会到长安城里城外的寺院
去觅凉，当时长安著名的寺院几乎都是避

暑的好去处，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大雁塔

慈恩寺了。晚唐诗人刘得仁在《夏日游慈

恩寺》诗中就写道：“何处消长日，慈恩精舍

频。僧高容野客，树密绝嚣尘。闲上凌虚

塔，相逢避暑人。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

轮。”从诗中可以看出慈恩寺到处都是避暑

的人们，车马已经停满了，回家的路都堵

了，可见避暑人之多。

慈恩寺在长安城郊外，临近曲江水

边，寺里遍植古松修竹，松风竹韵、清寂

幽静，登塔还可沐浴凉风。唐代新中进

士，均会在大雁塔内题名，所以人们在这

里乘凉的同时，还可以沾点进士的“文

气”，慈恩寺也理所当然成为长安最佳的

避暑胜地，人满为患何足为怪。

对于到慈恩寺避暑，大历十才子也

概莫例外。其中李端和苗发，在夏天长

安暑热难当的时候，两人寻幽览胜，来到

大慈恩寺，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清凉日

子。他们漫步寺内，尽赏进士题名，不仅

避了暑，还增进了友谊。李端感慨万千，

写下《同苗发慈恩寺避暑》：“追凉寻宝

刹，畏日望璇题。卧草同鸳侣，临池似虎

溪。树闲人迹外，山晚鸟行西。若问无

心法，莲花隔淤泥。”这首诗巧妙化用典

故、旧诗及佛典，虎溪、莲花均信手拈

来。同时，清凉之意亦随风潜入，如莲花

一般，清纯绝尘。这盛夏的曲江，正是凉

风习习，避暑佳地。

李端，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大历

五年（770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

杭州司马。苗发，潞州壶关(今属山西)

人。历任朝散大夫、秘书丞、尚书都官员

外郎、驾部员外郎，最后官至秘书丞。

同为大历十才子的卢纶和崔峒也在

一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慈恩寺避暑，真是不

谋而合。凉爽的郊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卢纶诗情勃发，写下《同崔峒补阙

慈恩寺避暑》这首五言律诗：“寺凉高树

合，卧石绿阴中。伴鹤惭仙侣，依僧学老

翁。鱼沉荷叶露，鸟散竹林风。始悟尘居

者，应将火宅同。”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卢纶

在凉爽之地，生发出愿意出离的迫切心

情，体现了诗人宁静、祥和的禅心。同时

描述了长安人家的盛夏犹如火宅，可见当

时长安炎热之甚。

卢纶，河中蒲(今山西省永济市)

人。大历六年（771年），卢纶经宰相元载

举荐，授阌乡尉；后由宰相王缙荐为集贤

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升监察御史。官至

检校户部郎中。崔峒，大历进士，曾任拾
遗、补阙、集贤学士等职。

“况复登堂处，分明避暑时”

大历十才子还在交游官宦人家的时

候借光乘凉。当时京城的权贵之家，自然

有较好的避暑条件，作为才子的他们，也少

不了与权贵交结。其中李端等与宰相元

载、王缙交往密切，这使他多有出入相府的

机会，自然得到很好的乘凉机会。因此，李

端写下《奉和王元二相避暑怀杜太尉》一

诗：“艰难尝共理，海晏更相悲。况复登堂

处，分明避暑时。绿槐千穗绽，丹药一番

迟。蓬荜今何幸，先朝大雅诗。”

除了这首避暑诗之外，十才子们也

多有与元、王二相的唱和之作。如崔峒、

钱起的同题《咏门下画小松上元、王、杜

三相公》，韩翃《奉和元相公家园即事寄

王相公》，耿湋《春日寄元校书郎伯和相

国元子》，司空曙《早夏寄元校书》以及卢

纶等数十首唱和诗。

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出，李端等大历

十才子，与当时的宰相元载、王缙的交往

很密切，这也许是元、王二人多次推荐十
才子的原因吧。正因为有了两位宰相的
鼎力相助，十才子的处境才得到了改善，
纷纷出任朝廷职务，给他们“京漂”的生
活增加了些许保障，他们也才能有吟咏
唱和的机会和空间。某种程度上说，十
才子地位的奠定，也与元、王二人倾注心

血分不开。如此看来，这岂止是到宰相

府乘凉的区区小事了。

在大唐皇宫中，有一所含凉殿，四周

“积冰如山”，皇帝御座之后，还放有一架水

力驱动的巨大扇车，能将冷水送向屋顶，宛

如一座瀑布从凉殿上飞洒。可见，皇帝绝

对能享受到暑天的凉爽。实在不行了，皇

帝还有避暑行宫。骊山脚下的华清宫，也

是避暑胜地，因为这里“腊月近汤泉不冻，

夏天临渭屋多凉”，既能避寒，也能避暑。

而权贵们同样也有不一般的避暑措施，他

们有皇帝赐的冰块，甚至有机械的皮扇；有

的“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

绮结为凉棚”；还有的在别墅地下开七口凉

水井，盖上镂花透气的盖子，到了夏天，冷

气从水井中涌出，自然房内“七井生凉，不

知暑气”。这样的待遇在长安不是人人都

能享受到的。

大历十才子如何在酷暑中度过日常，

他们已经用唱和之诗给出了答案。通过

这些诗句，唐代一般官员及下层百姓的夏

日避暑生活也可见一斑。大历十才子所

写下的这些避暑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更具有了解唐代百姓避暑生活的史料意

义，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宝贵。

7 月15 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
俗语说“热在三伏”，对于今天

的我们，度过炎热的盛夏问题不大。可
是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都城长安
（今陕西西安），盛夏的日子可不是那么
好过。诗歌的时代，避暑也是主题，因此诗
人们留下了不少避暑的诗歌，尤其是唐
代宗大历年间的十才子更是诗情勃发。

今日西安大雁塔。新华社发

■温俊伟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510303MA62
JD607F遗失作废。
■成都艾抖赋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51018200984
53声明作废
■成都市半岛宠物医院不慎将
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川
环辐证 [26542]）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四川馨鸿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619824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嵘合无纬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101085691388）、
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8562
7047）、发 票 专 用 章（编 码 ：
5101085627048）、柏延平法人
章（编码：5101085627049）遗
失，声明作废。
■北京修治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公章（印章编码：51011
2015925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陈经建法
人章（印章编号：5101050008
09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江油四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781510338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781510
3388）、法定代表人名章（李华，
编号 5107815009874）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果培桔商贸经营部公章
（编码：5101060913105）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市沸迈尔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101008062644作废

公 告
公园绿地地下停车场库及附属
设施、公园绿地公厕、展览馆及
附属设施项目相关人员：

我公司在武侯区万虹路
617号、福锦路一段 237号修建
的公园绿地地下停车场库及附
属设施、公园绿地公厕、展览馆
及附属设施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 停车场出入
口 处，公示时间为 2024年 7月
17日至 2024年 7月 24日。

特此公告
成都市武侯商旅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兹有成都百理闻壹商贸有限
公司公章印章编号：51013260
44504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成都聚量云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 5101076105448
）,声明作废
■成都亿企赢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4022472
9）、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10
0505291）遗失，声明作废
■青白江渝新涂料门市部公章
编号 5101135034294遗失作废
■崇州欣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饶成贵法人章（编号：5101840
040420）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泰玖信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法人章徐亨（编号：5101840
08539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一步快物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773
346）、康晶法人章（编号：510
1810131737）遗失作废
■邹雪工程师职称证书（查询码
A300621029028812）遗失作废
■成都翔锐劳务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码：51013299039
35)遗失作废。
■彭州市宝乐文体玩具经营部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董玉斌
印私章，声明作废。
■四川艺林鑫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5312
2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快点物流有限公司王卓
梅法人章（编号：51011402269
2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泽宇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55211594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552
11595），陈 军 法 人 章（编 号
5101055211596）均遗失作废。
■成都特特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709987886
7U），公章（编号 51010092655
55），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
9265556），江志强法人章（编号
5101009265557）均遗失作废。

■逸明诚（成都）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3
5120292、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
1135120293、韦增林法人章编
号：5101135218480遗失作废
■四川裕柏贸易有限公司俞柏
松法人章（编号：5101850074
11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欣悦恒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
9955451）、田茂军法人章（编
号 5101075262034）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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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二江村二、六、八、九社规划
红线范围内修建的“商业（17-19#）、公厕、地下室（6-13#、
16-19#）及配套设施”已建设竣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出入口区域，公示时间为2024年 7月 19日
至2024年7月26日。特此公告

成都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