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宴席摆好了，有许多冰镇
的玉液琼浆，喝起来特别凉
爽。

唐宋时，出现了“冰鉴”
的升级版“柏木冰箱”，即用
隔凉隔热的柏木制成三层木
箱，上下层密封，放置冰块，
中间层放食物。当时，人们
发现硝石不但能制造火药，
放入水中还会吸收热量，甚
至结冰。有人就仿照“柏木
冰箱”制出一种叫作“匦”的
冷藏箱，在密封层填入硝石
灌满水制冷，装入鲜货能保
质六七天。唐代从岭南给长
安的杨贵妃送荔枝，宋代从
福建为身居汴梁的仁宗皇帝
送鲜鱼，都是装在“匦”中运
送的。

唐宋时期，民间也开始
有了储冰的冷库。首先挖出
五六米深的方窖，在窖底燃
起猛火，直烧得四壁挺实坚
硬，以防坍塌、渗水，然后架
起檩、椽，铺一米多厚的芦苇

或稻草隔热，再用黄泥覆顶，
建造材料和方法虽简陋，但
保温效果并不逊色于官家的

“凌阴”。
有了民建的冷库，炎炎盛

夏，冰块也走进了寻常百姓
家，让有经济头脑的人看到了
商机，他们制作出花样繁多的
冷饮纷纷上市。

唐时，骄阳似火的长安大
街上，商贩用铲刀刮出碎冰，
调制“雪冷元子”“冰汤酸梅”

“凉水青桃”等叫卖，倍受百姓
欢迎。

到了宋代，市面出现一种
叫“冰酥”的冷饮，用碎冰、果
汁、牛奶等调成，看上去凝固
坚挺，吃起来却轻软绵柔，凉
爽清甜，奶香浓郁。当时的知
名文人杨万里写诗赞誉“冰
酥”：“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
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
销。”

元代，马可·波罗来中国，
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忽
必烈让御厨制作“冰酥”款待
这位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
回国时带走了“冰酥”配方，后
又传到伦敦，英国人进行了更
新改造，才有了如今的“冰激
凌”。

儋州市洋浦新英湾区太平社区唐
屋村有一座海南现存形制最全的科举
功名坊——发祥坊，至今已有近500
年的历史，坊主是明代儋州举人唐维。

唐维，号松山，弘治年间（1488年
—1505年）出生，父亲唐朝胤是地方
上有名的读书人，唐维为唐朝胤的第
三子，天资出众，素敦孝敬，自幼勤于
学问，酷爱古文。唐维考取生员后，在
诸生中出类拔萃，受到时任儋州知州
萧弘鲁的器重，两人关系良好，成为忘
年之交。

嘉靖十六年（1537 年），岁次丁
酉，是一个大比之年。这一年，唐维由
琼州府学考中了广东乡试举人，那一
科，海南共有4人登举人榜。

科举时代，官府为了表彰士子获
得功名，同时鼓励百姓勤奋学习，以推
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往往会给考中
举人、进士的学子树立科举牌坊。嘉
靖十八年（1539年），当时的儋州官方
在洋浦唐屋村为唐维立了一座发祥
坊，这对唐维、唐氏家族乃至当地来
说，都是一大殊荣。

发祥坊位于唐屋村祭祀祖先的演
清堂的前方，为三面四柱结构，硬山式
屋顶，材质是玄武岩，中间坊额横书

“发祥”两个正楷大字。唐维中举，成
为唐屋村的第一位举人，族人在官府
建立发祥坊之后，也修了一座五层石
塔来庆祝和纪念这一光宗耀祖的大
事。塔因位于演清堂前而被称为演清
塔，也有人管它叫文笔塔或莲花塔，该
塔基座为莲花座，塔刹呈莲花状。据
传，唐维的族人是在嘉靖二十七年
（1548年）修建演清塔的，祈盼演清塔
也能调节唐屋村的风水，使“地脉兴”
而“人文焕”，让唐氏出现更多的人才，
与“发祥”的寓意契合。

发祥坊与演清塔至今仍屹立于唐
屋村，发祥坊已成为海南尚存形制较
为完整的古牌坊之一，二者寓意文运
昌盛，一直在激励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可谓唐维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唐维出
任扬州府通判，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擢升扬州府同知。关于唐
维的政绩，万历《儋州志》语焉不详，只
说他“廉能有声”。其实，唐维曾与抗
倭名将胡宗宪、解明道等人一起，直接
参与指挥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嘉
靖三十六年（1557年）两次大规模的
抗倭之战。

唐维卸任后回到儋州，在家乡悠
游田园，以吟诗作赋为乐。史称唐维
非常勤于创作，“诗文满帙”，《儋州志》
中收录其赋一首《儋州屏壁赋》和诗歌
一首《那细泉》：“地本居幽僻，天教慰
寂寥。池无一亩广，泉有万珠跳。坐
浴清心骨，行吟厌市朝。从今频往返，
归路不辞遥。”此诗为唐维游览位于州
城北四十里的那细泉后所赋，从中可
见唐维浓厚的田园情怀。

南宋时，儋州修成当地的第一部
方志《南宁军志》，元代儋州没有重修
志书，进入明朝后的一百多年间，儋州
也未能修成一部州志。知州萧弘鲁深
知修志对儋州的重要性，于是请来了
唐维负责此事。遗憾的是，唐维所修
的州志最终没有成书传世。

■■■■■ ■■■■■ ■■■■■

位于儋州市新英湾区太平社区唐屋
村的发祥坊。 唐浩义 摄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
姚家岗宫殿遗址的商周时代
“凌阴”遗迹。

图片来源：宝鸡市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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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洋

唐代诗人王毂在《杂曲
歌辞·苦热行》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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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翠乾云彩
灭，阳侯海底愁波竭。何当
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
热。”诗中描绘了一幅酷暑的
画面：像火神祝融赶着火龙，
把天地烧得通红，烈日悬在
中天不肯离去，熔炉般烘烤
着世间万物。

古代没有电风扇、空调，
也没有冷柜、冰箱，古人靠
什么消暑降温，度过炎炎盛
夏？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
时期，古人已开始挖窖储冰，
第二年夏季用来制冷消暑。
当时，存放冰块的冷库称“凌
阴”。《诗经·豳风》写道：“二之
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
阴。”天寒地冻时节去河里凿
冰，储藏进冷库。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
陕西宝鸡发现了商周时代的

“凌阴”遗址，那是一座深挖5
米多的地窖，四壁砌以青石，
在3米多处垒出拱顶，上覆夯

土，与地面平行。窖门向下有
石阶，窖底地面向一侧倾斜，
最低处与一眼深井通联，以便
融水排入。

秦汉时期，王宫殿宇、权
贵豪宅出现了消暑的含凉
殿、冷水亭，就是仿照农人
车水浇田的方法，将水储到
高处放流，催动水车链接扇
叶转动，可以对着冰块吹，
也可对着垂流吹，即时凉气
涌 动 ，暑 热 消 散 ，清 爽 舒
适。三国时期的曹操还发明
了一种控暑降温的“冰井
台”，即在室内挖深井，汲入
冰块盖严，在井盖上凿孔，
便有冷气外溢，是名副其实
的“空调”。

骄阳似火的季节有了冰，
让古人的脑洞大开，设计、制
作出许多冷藏、保鲜用具和消
暑、降温饮品。早在战国时
期，出现了青铜冰鉴，即是带
隔层的四足铜铸方箱，配有厚
重、严密的箱盖，隔层放冰块，
箱内装饮品或食物，纵是酷暑
时节，也能享用到冰镇冷饮、
凉爽美食。

屈原在《招魂》一诗中写
道：“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
酌既陈，有琼浆些。”意思是

凌阴、冰井台、冰鉴

古代的“冷库空调冰箱”

明代儋州举人唐维

“从今频往返，
归路不辞遥”
■ 陈有济

澹泊财物，
使小偷空手而归

苏轼的清廉品质可溯源至其日
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他写于黄州
的《节饮食说》，顾名思义为节制饮食
之意，文中阐述了他的饮食理念，“东
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
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
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
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日安分以养
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
财。”可见，苏东坡虽然热爱美食，却
反对毫无节制的饕餮。在他看来，每
天饮食不超过一杯酒、一个荤菜即
可，哪怕贵客来访亦不超过三个荤
菜。若苏轼受到邀请，也预先告知对
方标准，如逾越标准便不赴邀，并总
结好处有三：一是心安理得，增长福
分；二是宽解胃肠，培植元气；三是节
省费用，积累财富。苏轼一生多舛，
见惯黎民疾苦，这都促使其形成了勤
俭节约的性格。曾慥《高斋漫录》曾
载：“东坡尝谓钱穆父曰：寻常往来，
心知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
具。”可见其对于口腹之欲的节制。

在工作中，苏轼延续了节俭之
风。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
州知州，适逢密州遭遇灾荒，连年歉
收。引发黎民居无定所，最终大量民
众无奈沦为草寇。苏轼的《超然台
记》记载此种局面：“始至之日，岁比
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他面对
此种案件频发，社会混乱的局面，一
方面大力赈灾。缉拿盗贼，一方面以
身作则挖野菜充饥，并作《后杞菊赋
并叙》记录其挖食野菜的经历：“而余
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
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
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

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
之，扪腹而笑。”行文乐观畅达，并发
出了“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
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
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的超
然之慨。

苏轼不重外物，经常赈济他人，
导致自己家徒四壁，《东坡志林·梁
上君子》曾记载其宅“近日颇多贼，
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
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
是不知耳。”由于苏轼对于财物的澹
泊，导致梁上君子空手而归，也可称
之为美谈。

读史感触，
少年立志当廉吏

苏轼从小就以廉吏为榜样，《宋
史·苏轼列传》记载，苏轼十余岁时
读《后汉书·范滂传》，受到感触而跪
请其母曰：“儿愿为滂，母亲许我
乎？”母大喜答之：“汝能为滂，吾不
能为滂母乎？”为官后，苏轼无论居
于要位还是偏居一隅，也始终牢记

“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
门，也不悔于国家”的家训，恪守清
廉的准则。

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专门论
述为官者廉洁从政的重要性。文曰：

“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
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源自《周
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以听官府
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
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是周代考评官员的六方面
标准，亦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
法、明察。

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了几
个重要观点：一是“以廉而为首”。苏
轼认为，在“六事”中，保持清正廉洁

是第一位的，这无疑是为官从政者必
须时刻牢记的，是十分正确的；二是

“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这就是说，
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要把廉洁自律
贯彻到整个从政的过程，一以贯之，
而不要半途而废；三是“功废于贪，行
成于廉”的观点。苏轼总结了历代从
政的经验教训，述清了保持廉洁为官
的重要性。

因此，苏轼名句“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也可进一步理解为“民
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的“谏买浙
灯”“扬州罢会”“课百官”等疏章都反
映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思想。

廉政哲学，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苏轼于《范增论》一文提出了“物
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观点。文中苏轼
针对陈平用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史
事，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也就是说
东西总是自身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
寄生，说明事物总是自己先有弱点，然
后才为外物所侵。

苏轼为官，始终秉持正义、“循理
无私”。《苏氏易传·坤卦》中云：“君子
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又
在《上曾丞相书》中说：“以为凡学之难
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
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
私，不可得也。”苏轼认为摒除私欲才
是“通万物”的最终之理，这也是苏轼
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南宋魏了翁称苏轼主持科举考
试期间，“不惟遗其门人，虽故人之
子，亦例在所遗。”《宋史·文苑传·李
廌传》载：“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
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
州，贽文求知。”颇受苏轼赏识，苏轼

曾写信给友人，介绍李廌说：“近有李
廌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难
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李廌科举临
场发挥不佳落第，令苏轼“无不骇
叹”，甚是怅然。但苏轼并未利用手
中权力，而是特地写《余与李廌方叔
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诗
予以安慰鼓励，李廌最终成为苏门学
士中唯一的布衣。

苏轼的秉公与严苛有着本质区
别。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科
举，考试临近之时突降大雪，延缓学子
进京行程。苏轼上朝廷《大雪乞省事
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书：

“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坚
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有二
分到阙，朝廷虽议展限，然迫于三月放
榜，所展日数不多。至时若隔下三五
百人赴试不及，即恐孤寒举人，转见失
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最终，朝
廷接纳了苏轼的建议，使众多举子得
以顺利参加考试。

苏轼虽生活在皇权为本的封建
时代，却有着尤为真诚的政治理想。
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提出：“臣
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
俗、存纪纲而已。”他希望这个世界存
在一种永恒的道德秩序，百姓安宁、
官员清廉、社会和谐，反之则“纪纲一
废，何事不生”，苏轼也是以这样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的，当他在人生的尽
头，挥毫写下“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功绩
与黎民百姓的福祉结合在一起，早已
忘记了在京城的富贵荣华，只愿留下
一个乐观豁达、清明磊落的身影，即
使笠屐着身，斜风细雨，依旧“负大瓢
行歌于田间”，自得其乐，不改其志，
这也是“东坡精神”留给我们的最大
财富。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
文献学博士、副教授】

近期，儋州市东坡书院“劝廉园”正式开园，园区主要通过“家风世传”“清风正气”“追慕苏
词”“居琼雅趣”“千古一人”五大板块，展示廉吏苏东坡传奇且廉洁的一生。

而借由深入梳理更多有关苏轼廉迹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廉政思想由来有自，具备
哲学基础，且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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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重要观点：

为官六事“廉而为首”
■ 管仲乐

苏轼画像。 资料图

苏轼不仅为我国极负
盛名的文人，同时也是历代
士大夫的楷模。其六十六
载的人生中，从政逾四十
年。从京畿到地方，从政要
到流寓，不管身处何种境
地，皆能作出政绩，堪称能
吏之代表。同时，苏轼对自
身官德也有着尤为严格的
要求，他在《赐新除中大夫
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
不允诏》中提出：“夫享天下
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
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这
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使
其成为一名廉吏，所到之处
总能兴利除弊。民本、惩
腐、倡廉、节俭、自律等词汇
都成为苏轼为官风格的代
名词，其言、其文、其行也处
处折射了这位“千年英雄”
的廉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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