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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典故】

■本栏目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老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不带着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
们讲述着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

古人的取暖设施，是物理知识与现实生活的
完美对接。火塘、火墙、火炕，哪样效果都不错。

火塘比较古老，大概在原始社会便有雏形：在
地上挖个坑，环坑垒上石头，白天烧柴做饭，晚上烤
火取暖，火光不息，生命不止。

古人把火塘看得极其神圣，取暖、照明、娱乐、祭
祀都围着火塘进行。河洛百姓辞旧迎新时，有了升
级版的“灶火”，就放弃了火塘，所以火塘在洛阳不常
见，倒是在有些山区，火塘沿用至今。

围着火塘闲聊很得劲儿，倘或肚子饿，弄个红薯
埋进余烬里，过一会儿扒拉出来吹吹灰，就能吃上滚
烫焦甜的烤红薯。

然而睡觉总须上床，床板冰凉到底不舒服，于是
古人又发明了火炕：用土坯砌成中空的床，底下有
洞，生起火，被窝里热热乎乎，胜似铺电热毯。考古
学家在河北发掘出了西汉时期的火炕，可见这东西
并非东北人的专利。

躲进窑洞或地下室，也是一招。窑洞冬暖夏凉，
天然舒适。有条件的人家不肯“穴居”，便在居室下
面挖窖，窖内燃火，将热力引到室内，谓之火窖。美
国人大卫·季德曾著《毛家湾遗梦》，大赞中国人用火
窖取暖的方式高明，温暖、洁净。

财大气粗的皇族，将火窖挖在宫殿外，通过地下火
道，把热力传送到宫室的下面，这就是有名的暖阁结构。

皇族的生活可望而不可即。秦代的皇帝就开始
使用壁炉了。秦人还把两块筒瓦相扣，制成管道包
于墙内，与灶相通，搞出了暖意融融的火墙。

汉代人也有奇思妙想。他们把花椒捣碎，和着泥
抹在墙上——花椒性热，暖且芳香；然后在墙面上挂
幔帐，地上铺毛毯，再生个暖炉，想不暖和都不行。

据说，花椒抹墙的“椒房殿”，起初是西汉未央宫
皇后居住的宫殿，因此“椒房”成了后妃的代称。后
来，富贵人家皆效仿，唐代诗人张孜看不惯，还写诗
讽刺过“捣椒泥四壁”的“土豪”。

有钱人怎知穷人的饥寒呢？他们的屋里有炭
盆、熏炉、暖炉，出门抱着手炉——暖手的小火炉；脚
冷了，还可以蹬在足炉上。

足炉是用锡或铜铸造的扁罐子，里面不烧炭，而
是灌热水，类似现在的暖水袋，既可随身携带，也能
塞到被窝里。

有钱人中也有好人，譬如大文豪苏东坡，就有
一颗温暖的心。他曾送给好友杨君素一个足炉，
并附上体己话：“送暖脚铜缶一枚，每夜热汤注满，
塞其口，仍以布单衾裹之，可以达旦不冷。”

东坡先生是宋代人，为人慷慨达观。他既把足
炉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且详细解释其用法，可见这东
西在当时还是稀罕玩意儿。你想啊，若是家家都有、
人人都用，咋能拿得出手呢？

足炉塞被窝 花椒抹墙上
□记者 张丽娜

【河图洛影】

古人常用洛鲤伊鲂这个成语，比喻十
分难得的美味佳肴。《洛阳伽蓝记》称：“洛
鲤伊鲂，贵于牛羊。”想想牛羊肉现在什么
价，就知道它们该有多值钱了。

洛河的鲤鱼和伊河的鲂鱼，何以如此
名贵呢？

洛河鲤鱼，曾享有“龙鱼”的美誉，自古就
因其肉质细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
鲂鱼又名鳊鱼，产于伊河，故有“伊鲂”之说，
汉唐时期，富裕人家常以此鱼招待贵宾。

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九老会”
的诗人们，在饮酒赋诗时，常食鲂鱼。可以
想象一下，白居易当年邀文友们到香山聚
会，一边吃鲂鱼喝杜康美酒，一边赋诗放
歌，何等惬意，多有情调啊！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一下，那时的
洛河、伊河是多么清澈，生态环境多么好！

遗憾的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
题，导致这两种珍贵的鱼绝迹了。现在人
们从洛河钓上来的鲤鱼，已非旧时品种。

洛鲤伊鲂
贵于牛羊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骨干企业，其前身是
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洛阳热电厂。1956年动工建
设，1957年12月开始投产发电，该厂曾是当时河南电网的主力电厂，占全省发
电负荷的70%以上。

自1996年起，该公司进行了扩建。2003年年初，这个老企业一举拆除了
运行近50年的老机组，在原址上改扩建。2005年年底，该公司是当时全国装
机容量最大的城市热电厂。目前，该公司支撑着洛阳市70%的供暖面积，承担
着重要的发电供暖任务。

我们在暖气房里舒服过冬时，可能没想到这个大电厂传递的热量。
史朝晖 文/图

“洛热”
“热”不落

“洛阳变迁”之共和国长子系列

□何乐

原洛阳热电厂 （资料图片）

大唐洛阳热电公司全貌

“古人冬天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