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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各自精彩

相比重庆，四大火炉之一的城

市武汉，降温方式略显简单，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电扇空调还未

普及，武汉人度夏靠的是三宝：蒲扇、

茶壶和竹床。

竹床是老武汉的一道风景，走

进小巷里，黄昏时分，武汉人把竹

子做的床搬到街道上，按约定俗成

的次序摆放好，人们便开始往地面

和竹床上泼水，密密麻麻的竹床一

个挨一个，甚是壮观。入夜无需闭

户锁门，露宿门前的老人喝茶下棋、

妇女拉家常、小孩玩游戏，邻里之

间和谐安宁。

蒲扇和茶壶也是大众化的消暑

神器。小时候在外面玩累了，跑回家，

直接拿起家中大壶往嘴里送。“咕

咚咕咚”几口，炎热一下子就消散了。

对新一辈的武汉人来讲，也讲

究玩水。武汉大学凌波门东湖泳场

是每年夏天最爱去的地方。从下午

太阳很大到夕阳落山，待在这里的

人越来越多。目前，武汉人把玩水

这个事情，上升到了国际大赛的水

准。每年 7 月 16 日，武汉会举办国

际渡江节，让横渡长江这个传统项

目又可以活跃在江边。

长沙人夏天也喜欢玩水，今年

流行前往浔龙河水上乐园。

当然，夏天的高温抵挡不了火

炉人对美食的热情。重庆人爱吃火

锅一直是传统，夏天吃火锅更是一

种特色。天气越热，越要吃辣。川

渝的夜晚，没有火锅抚慰不了的烦

闷；两湖盛产的小龙虾，通过占领

夏日夜市，成为网红常青树；当入

伏开始，长沙人的美食模式被迅速

唤醒，在长沙，人们习惯于在头伏

日吃路边荆老姜煨叫鸡，有祛风散

寒增强体质之功效。长沙也有“头

伏鸡，二伏羊，三伏脚鱼红枣肚”

的说法。

南昌人的消暑方式与武汉相似，

但特别之处在于，南昌人自古有夏

季穿夏布的习惯。夏布为苎麻纤维

所织。早在春秋时期，江西就有苎

麻种植。宋代文学家黄庭坚也曾在

《上大蒙笼》提到一种产自江西的

独特布料——夏布。

古人形容好的夏布“轻如蝉翼、

薄如宣纸、软如罗绢、平如水镜”。

江西省级非遗张公夏布是流行于南

昌市进贤县张公镇南部地区的一种

手工织造土布。

有报道称，张公夏布技艺传承

人王小青织出的夏布特别光滑平整，

已经打入国际市场，远销韩国、日

本，去年王小青收到的订单量有 260

万元，实现夏布销售收入 300 余万

元。如今，夏布作为一种避暑单品，

不仅实现了产品自产自销，而且还

统一收购、销售附近文港、温圳等

地织友的夏布产品，形成了从生产、

加工、收购到出口销售一体的产业

体系。

光和长满青苔的石壁，会营造出一

种悬疑、浪漫同时富有故事感的氛

围，让人感觉你停留在了某个时空

隧道里。

重庆人小吕形容防空洞是“重

庆人自己的仓储式超市”，“因

为不管外面再热，防空洞的温度，

终年都保持在二十来度左右。所

以小贩们都喜欢进去卖菜，里面

人呆着凉快，菜也不会因为高温

而蔫巴”。再加上防空洞里摆摊，

不用交摊位管理费，价格通常比

超市便宜。

穷游的大学生，则把防空洞当

成了“收容所”，“里面的茶馆，

最低消费只需要 9.9 元，就能在里面

坐上一整天，图书馆甚至不收费，

还提供免费的跳棋、五子棋可以游

玩。只要你不乱买东西，去防空洞

里游玩的人均成本，基本一天只要

几十块钱”。

一些防空洞里，甚至还为游客

们准备了免费的饮用水、桌椅和防

暑药品，生怕大家来洞里歇息时，

会受半点委屈。

不过，由于防空洞的开放时间

不确定，大家每次去，只能凭运气

赌它开不开门。也正是这种不确定

性，让防空洞更具神秘感，唯有有

缘人方能顺利进入。

在重庆，更寻常可见的“奇招”

是玩水。前几年，“重庆市民泡水

里打冰桌麻将”等话题引起网上热

议。网友们纷纷为重庆市民的娱乐

精神所折服。泳池里，在用厚 10 厘

米的冰制成的桌子上，游客四人凑

成一桌，洗牌、码牌、摸牌，手上

搓着麻将，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这

样的“冰桌麻将”在酷暑之下自然

是无比清凉。

　　如今，靠空调续命的新“火炉人”，又创造解锁了许多消
暑新民俗，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晋避暑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