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是很会动脑筋的。

光一柄扇子扇起来不痛快，

于是有人发明了轮扇，也叫

风轮。这种轮扇是跟纺车差

不多式样的东西，要靠人来

举柄摇动的。

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

记载，南宋时禁中纳凉就用

这种风轮，还在庭中置茉莉、

素馨、建兰、麝香藤、牛槿、玉

桂、红蕉等南花数百盆，“鼓

以风轮，清芬满殿”。一边纳

凉，一边还要连带闻花香，够

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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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画舫，俱舣堤边，

纳凉避暑，恣眠柳影，饱挹荷

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

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

游情寓意，不一而足。”南宋

的时候，消暑饮品从 6 月开

始登场，据《梦粱录》里记载

有：木瓜汁，甘豆汤，豆儿水，

荔枝膏水，雪泡梅花酒⋯⋯

湖上泛舟
② 明代《西湖游览志余》

载：“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

茶，配以诸色细果，馈送亲

戚比邻，谓之 七家茶。”茶

叶不是自家的，亲朋邻里之

间互相赠一点、讨一点，不

少于七家，然后把来自各家

的茶叶混在一起，煮茶喝。

饮七家茶
③

没有空调的日子里，夏

天的床上要换铺草席，这些

草席通常是由绍兴人所织。

防晒的窗帘必不可少，

是用竹子编成的。

竹帘草席
④

弄堂里的水井是杭州老底子的消夏 C

位。打来的井水用来洗澡，洗完了舍不得

倒，再拿来冲一遍摆在小院里纳凉的竹

榻。父母下班带回来的西瓜，会和石头一

同放进网袋，然后再用绳子拴着沉入井

底。晚饭后馋嘴的小孩儿就围着井打转，

等着井里浸好的冰凉的西瓜。而今这样的

景象，在馒头山那一带还能寻到。

弄堂水井
⑥⑥

酷暑难当时，西湖边群山中的几个冬

暖夏凉的洞穴，被杭州人称作“逃命的地

方”。紫雾缭绕的紫云洞、泉声如琴的水乐

洞、七星缸边的紫来洞、飞来峰下的呼猿

洞，都曾是杭州市民避暑消夏的乐园。据

有关史料记载，古时灵隐一带有洞72个，80

年代，园文部门出资对西湖边的几个有名

的山洞进行加固修缮、添置配套设施，成为

杭州的消夏圣地。现如今，家家有空调，去

山洞里纳凉的杭州人少了。不过，倒成了

游客们夏天来杭旅游常去的打卡点。

群山洞天
⑦

杭州的“地下世界”从上世纪80年代到

2000年前后的夏天都是倍受青睐的。上世

纪80年代，紫阳山下的坑道俱乐部，只要买

一角钱门票，便能进去纳凉。那些没有空调

的日子里，一家人带上茶水零食麻将扑克能

在洞里待上一整天。2000年杭州陆续投资

20余万元，对准备开放的防空洞进行全面整

修清洁、安全加固。同年杭州市人防办启动

《抗高温让洞于民避暑纳凉实施方案》，根据

天气的炎热程度，开放更多的防空洞给大家

消夏。之后每年的 7 月 1 日起，杭州各个防

空洞纳凉点将对外开放。不过今年因为疫

情影响，防空洞暂时还没有开放。

防空洞里防空洞里
⑧

上世纪 80、90 年代，改革开放也为杭

州青年男女带来了新的去处。比如西湖断

桥边，宝石山下的西子茶室里，80年代新建

一座面积 330 平方米的椭圆形音乐咖啡

厅。咖啡厅十分宽敞，可容纳500人。杭州

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艺术团每晚在这里演

出，节目是轻音乐、独唱、舞蹈、曲艺，其中

吉他弹唱演员陈哲超曾获1986年杭州市青

年吉他比赛一等奖。而坐落在杭州延安北

路的省二轻大厦屋顶的音乐茶座，走的是

民族乐路线，浙江越剧一团西泠民乐社的

丝竹管弦，让不喜欢流行乐的人也有享受

小情调的去处。

音乐茶座
⑨

以西湖为舞台的文艺晚会可不止印象

西湖。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夏天，平湖秋

月平台上就有常演常新的纳凉晚会。每晚

8 时准点开演，150 张门票几乎天天没有多

余的。20 名演职员来自各个单位，都是市

工人文化宫艺术团的演员；而到了90年代，

社区的纳凉晚会则开始流行，家门口搭个

舞台，看邻居在台上表演不仅是乐趣也是

纳凉时的谈资；而到了 2000 年，毛阿敏、孙

楠，满文军、陈琳、朱桦、郭蓉、阿朵等歌星，

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消夏演唱会，是许多杭

州人记忆里难忘的夏夜。

纳凉晚会
⑩

但在杭州人心里，夏夜是一定要跟西

湖扯上点关系的。那是最传统的杭州消夏

风情，上世纪 90 年代，从延安路到断桥，步

行需二三十分钟，不少杭州人安步当车，摇

扇而来。尽管装空调的人家越来越多了，

但时间待长了发闷，人们仍然愿意坐到西

湖边白堤上，阵阵湖风吹来，襟袖摇荡。

如今离湖很近的保俶路上，夜市排档，华

灯初上便开始繁忙，毛豆、花生配个冰啤酒，驱

散了夏日的酷暑，放慢了生活的节奏。2012

年起还恢复了几年“北山之夜”特色街区项目

——西湖重开交通船，湖边设置露天咖啡

座。夏日营业，冬天暂停。近年停了，但在湖

畔居到龙翔桥一带，还有一溜露天茶座。

勾留此湖

夏天是萤火虫出没的季

节，浙江人用绛纱，也就是深

红色的纱布，做成像灯一样

的小笼，里面放一些萤火虫，

称为“萤灯”，供小孩子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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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西湖本塘荷叶、莲蓬开始售卖。这是杭州人最钟情的“杭州味”。

属于杭州的夏天，只要和西湖搭边就很有味道。

我们的新“西湖清趣图”，也是从西湖的那抹荷香绘起，在本期随夏入深继续展开——

唐人诗：“绿藤阴下铺歌席”；宋人语：“接天莲叶无穷碧”；明人道：“古来曲院枕莲塘”；清人云：“十里荷香人未归”⋯⋯

而与这盛夏美景相映成趣的，是这座城里人们的消夏方式，水岸交辉，浑然天成。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市井百姓，他们记忆中的夏天是如此有趣而独具风情。

当纸上的夏风拂过，希望你也能感受到这份悠哉和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