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古代， 经济
水平和居住条件远不如
今天， 冬季取暖无疑是
一件大事， 而不同阶层
人的取暖方式也有很大
不同。

“卖炭翁，伐薪烧炭
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
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
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
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
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
寒。”这是唐朝诗人白居
易笔下的卖炭老人冬日
里衣着单薄、 心忧炭贱
的情景。 白居易另一首
诗《问刘十九》写道，“绿
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
无？”这里描写的是当时
相对富裕的人家， 已经
用上精致的手炉。

穷 人

出门穿短褐家里取暖用灶灰
火塘也叫火炕，是中国最

古老的取暖方式。北方的民居
一般都设有火炕， 内有孔道，

在冬季通过燃烧产生热量进
入炕内通道来加温，同时配备
有火盆等取暖设施，这种取暖
方式，直到现在，北方农村依
然在使用着。穷人在家里只能
用灶灰取暖，条件稍好一点的
人家用泥制的盆盛装烧火做

饭的“灶灰”取暖。

贫穷百姓冬天大多是靠
穿“褐”来御寒，褐是一种衣服
的料子，属于麻制品，限于当
时的工艺水平，用褐做的衣服
既不能保暖又不美观。陶渊明
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其“短褐
穿结，箪瓢屡空”，“短褐”就是
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即使
这样的衣服还有洞和补丁。

皇 家

皇宫墙里建火道堪比中央空调
古代的宫廷建筑师们，采

取了更多科学的方法为皇宫
供暖。具体做法是将宫殿的墙
壁砌成空心的“夹墙”， 俗称
“火墙”。 墙下挖有火道，添火
的炭口设于殿外的廊檐底下。

炭口里烧上木炭火，热力就可
顺着夹墙温暖到整个大殿。

为使热力循环通畅，火道
的尽头设有气孔，烟气由台基
下出气口排出。而且这种火道
还直通皇上的御床和宫殿内
其他人睡觉的炕床下面，形成
的“暖炕”与“暖阁”，使整个宫
殿都感到温暖如春。

（据《扬子晚报》）

富 人

达官贵族过寒冬爱穿狐裘和貂裘
唐宋时期，一些官员或富

裕人家已经用上铜制手炉或
者脚炉，手炉呈椭圆形，里边
放火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炉
外加罩， 可以放在袖子里暖
手。 脚炉比手炉大，可放在脚
下暖足。此外，还有暖足瓶，里
边灌上热水， 晚上放在被窝
里。宋代黄庭坚有首诗说：“千
钱买脚婆，夜夜睡天明。 ”指的
就是这种暖具。

明、清两代，在冬季大多
烧柴炭取暖， 一般人家都有
炭盆。 盆是铜或铁制成的，

外面再加上一个箱形透气
的笼罩，防止失火或者掉进
其他东西。

裘是有钱人的冬装，裘即
毛向外的皮衣，用以做裘的皮
毛很多，如狐、犬、羊、鹿、貂、

兔等，其中狐裘和貂裘最为珍
贵，属于奢侈品，为达官贵族
所穿，鹿裘、羊裘则品质略逊
一筹，但也非普通百姓所能享
用，穿得起的至少也算是当时
的中产阶级了。古人认为狐腋
下之皮毛最为轻暖，用其做成
的狐白裘非常珍贵。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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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桐柏党史活化石”的

生动讲述

记者在革命老区桐柏采
访时听说，真正了解桐柏红色
历史的是王德堂。 在桐柏县委
宣传部新闻科长杨玉红的带
领下，记者一行七拐八拐来到
巷子深处一套普通民居内，见
到了这位大名鼎鼎已经

85

岁
高龄的老人。

这位被誉为“桐柏党史活
化石”的老人，讲起老区的红
色历史和人物如数家珍。 王德
堂一生致力于挖掘红色素材、

守护红色资源、 宣讲红色故
事。 多年来，他义务在全国各
地作报告

2000

多场。

新中国成立后，王德堂当
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1980

年，

离开学校后，王德堂开始到县
人大工作，兼任桐柏县党史委
主任。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
始对桐柏的红色资源进行抢
救。”王德堂说。

4

年后，由王德
堂亲自编审的《桐柏概况》《桐
柏党史大事记》《桐柏县历史》

《巍巍桐柏》出版。 之后，王德
堂被人大代表选举为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 他在人大常委会
主任任职期间，除了本职工作
之外，从事宣传红色桐柏从来
没有停止过。

讲起红二十五军路过桐
柏，王德堂顿时来了精神：“我
生在

1930

年，

5

岁开始给地主
放牛。 红军长征时就路过我们
村子，但那时我很小，不记事，

对长征的了解，主要是后来工
作的需要……”记者随着老人
的记忆，仿佛看到了红二十五
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的冲杀。

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
区后，蒋介石闻讯

,

急令“追剿
纵队”

5

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
一五师咬紧追击；又令驻河南
南阳、方城、泌阳、叶县一带的
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
河口一带的肖之楚第四十四
师迎头堵截

,

企图以
30

多个团
的优势兵力

,

趁红二十五军脱
离根据地孤军远出之际

,

加以
包围消灭。

桐柏山位于大别山向秦
岭的过渡带上， 覆压二百余
里，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战的
必争地，山寨城堡林立，古迹
遗址众多。 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共产党也在这里建立了鄂

豫边工委，开展了有声有色的
革命活动， 有一定的群众基
础。

红二十五军到达了桐柏
山区后，便在当地张贴了很多
宣传标语

,

主要内容是不扰民、

不打土豪、 买粮现金交易等。

时任鄂豫边省委书记的张星
江看到了标语

,

就与后埠支部
书记韩本清商议去找红二十
五军首长

,

韩本清担心首长们
不接见

,

张星江就把自己
1934

年
1

月曾作为鄂豫边区党组
织的代表、奉命到江西瑞金参
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的事
告诉了韩。韩听后精神大振

,

于
是随张星江登上了桐柏山的
太白顶

,

见到了红二十五军首
长。 张星江向程子华军长等介
绍地形、敌情

,

并担任向导
,

带
路联络。此时

,

国民革命军已在
湖阳一带集结

,

欲图围歼红军。

红二十五军行至桐柏月
河镇，粮草已空，亟须给养；月
河镇山寨林立， 地主武装众
多， 如果与红军发生冲突，后
果难以想象。 因此，征集粮草
与协调同山寨的关系，就落在
了桐柏山地下党的肩上，他们
不负所望，出色完成了这两项
任务， 甚至为防止敌人投毒，

他们亲自品尝井水，确认安全
才让红军取用。 这时，鄂豫边
工委书记张星江也带交通员
韩本清赶来，与红二十五军联
系上了。 张星江当即向鄂豫皖
省委和军领导详细介绍了当
地的地理环境和国民党军队
的部署等情况。

在听取了中共鄂豫边工
委介绍的情况后，认为该地逼
近平汉线襄樊，敌人颇易运动
兵力压迫，当时群众斗争及地
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红军回
旋范围狭小， 加之敌重兵压
境，难以立足发展，遂决定放
弃在桐柏山创建根据地的计
划，挥师北上，立即通过豫西
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
挺进， 相继创建新的根据地。

因此， 红二十五军佯攻枣阳，

乘虚北上，顺利越过豫西围寨
地区， 摆脱了敌军的围堵，又
经过独树镇恶战，进入伏牛山
区。 （据《河南法制报》）

穷人用灶灰富人穿貂裘皇宫墙里建火道

看看古人冬天是怎样御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