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后初霁
雁门关现别样风情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
梨花开 ”， 近日 ， 山西多地迎来降
雪 ， 雪后初霁的雁门关银装素裹 ，
关城内外火树银花， 蓝天白雪相映，
美不胜收。 雁门关， 被誉为 “中华
第一关 ”， 以 “险 ” 著称 ， 自古有
“天下九塞， 雁门为首” 之说。

孤儿小狐狸被领养
与家中猎犬成亲密“发小”

近期， 英国威尔士， 一对打打
闹闹的狐狸与猎犬生动诠释了友谊
不分种族。

■看天下

男子每天站钢梯上
直播三个小时介绍家乡

还记得凉山州里的悬崖村吗？它
曾经因进出村要借助17段藤梯、攀爬
落差达800米的山崖而全国闻名。 现
如今，悬崖村的条件“脱胎换骨”，村
里有个小伙子每天攀爬在新修成的
悬崖钢梯上，为粉丝们直播自己的家
乡，还收获了数万名粉丝。

西安“宣王墓”成菜地
文物周围种满蔬菜

西安明秦王墓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作
为明秦王墓一部分的宣王墓地被人
种成菜地。对此，文物部门表示，墓地
占用的是村上的地，只要对方不破坏
文物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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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游客们逐渐走遍全球的
脚步， 中国人对热水的喜爱， 越发拥
有了 “国际知名度”， 以至于国外很多
酒店纷纷在房间里配备电热水壶。

那么， 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爱
上喝热水的呢？

早年间出国泡杯热茶不容易

如果你有在国外旅行或者工作学
习的经历， 对这样的场景一定很熟悉，
在餐厅只要屁股一挨着椅子， 服务员
二话不说就先摆上一杯冰水； 如果你
要点可乐或软饮料， 如果不事先声明
不要加冰， 老外一定先将冰块装满杯
子， 然后再往里面倒饮料。

作家韩少功曾经回忆， 他在1980
年代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去欧洲访问 ，
酒店都不提供开水， 他们为了泡茶喝，
急得不行， “我们一些老作家又不会
英文 ， 找到服务员结结巴巴说 ： Hot
Water！ 欧洲人还觉得特别奇怪， 泡什
么茶， 喝自来水吧！” 好在随着中国游
客走遍全球 ， 国外服务业纷纷 “升
级”， 在房间配备电热水壶。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其实自幼就
在大人的引导下喝热水， 大人认为小
孩子喝凉水易患肠胃病， 所以许多孩
子自幼与凉水绝缘。 加之中医有一套
理论， 认为凉水伤身， 而热水在关键
时候确实也很给力， 比如冬天冻得要
死时， 喝上一杯热茶， 顿感周身温暖。
诸如孩子着凉腹泻 、 大人风寒感冒 ，
或妇女痛经、 老人胃寒， 来杯热水缓
解， 多数时候也百试不爽。

喝热水渐渐成了中国人传统习惯
的一部分， 经济条件再差的中国家庭，
来了客人也绝不会请客人喝冷水， 哪
怕不泡茶， 一杯热水是起码的礼数。

古代陶器最初用途就包括烧水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热水
的？ 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年限。 法
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著作中提出，中国

人喝开水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但也有
学者依据考古发现认为：中国人喝开水
的习惯还要更早———祖先们制造的陶
器， 最初用途就是烹制食物和烧水，而
中国最早的陶器可以追溯至2万年前来
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

中国与西亚、 北非和欧洲等地区
的陶器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
古埃及、 古希腊的各种陶器， 不外乎
都是瓶、 罐、 盆、 盘、 杯、 盏之类的
单纯容器； 它们的功能都是用来盛装
物品， 没有发现一件类似古代华夏的
煮水炊器。

中国古人直接把陶器架在火上烧
水，这就是最初的陶釜、陶缽，这也算是
最原始的炊具了，炊煮时用三块石头支
起，下面放进柴火生火加热，上面的容
器盛进水或稀饭、菜汤、肉羹之类。而从
山东地区出土的史前陶鬶残片上发现
有残留水垢，可见其中盛有煮开过的开
水； 在陶鬶底部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可
见它是用来烧热水的。

这也就是后来 “开水壶” 的原型。
不同地域的华夏先民， 分别发明出了
形形色色的陶器炊具用来烧水。

《论语 》 称 ： “见不善如探汤 ”。
《孟子 》 称 ： “冬日则饮汤 ”。 “汤 ”
便是热水或开水。 这说明中国人喝开
水，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至少也有两
千多年。

中国人热爱开水， 可能也与茶有
关。 中国是茶的原生地， 汉代典籍中
多见 “烹茶”， 可见饮茶必烹， 必烧开
水， 此习惯的形成， 至少不会晚于汉
代。 宋代庄绰的 《鸡肋编》 说： “纵
细民在道路， 亦必饮煎水。” 煎水就是
煮开过的水 ， 这段文字说明在宋代 ，
喝开水已然成为一种国民习惯。

欧洲人则没有喝热水的传统， 一
来古代中国的制造技术更高， 根据英
国史学家李约瑟研究， “中国化铁为
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
纪 ” 。 《史记 》 中有 “汤鼎 ” 一词 ，

《孟子》 中有 “釜瓯” 一词， 表明那时
已广泛运用了 “鼎” 和 “釜”， 堪称高
科技产品。

也是因为没有喝热水的习惯， 吃
过饮水不洁的亏， 所以近现代的欧美
对于饮用水的重视超乎寻常， 他们建
立了极为严格的饮用水标准， 来保证
普通民众的健康， 这也是为何大多数
西方国家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暖水瓶曾是新婚夫妇必备物

1930年代， 政府推广新生活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喝开水 、 不吐痰 、
多识字， 讲究文明卫生。 1949年以后，
推广力度就更大了。 1950年代对幼儿
园老师就有诸如 “给孩子喝开水， 养
成喝热水的习惯 ， 保证每天喝三次 ”
的要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男女青年结
婚要置办的东西里， 崭新的暖水瓶是
少不了的。 此外， 在工厂， 有热水桶
为工人提供开水； 在机关， 办公室里
会放暖水瓶。 如果生活在大一点的宿
舍区， 大家还可以拿到开水票， 大家
可以在固定时间去打开水回家。

近年来， 饮水机和桶装水的流行
导致以前家庭常见的暖水瓶越来越少
了。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保温杯的崛起。
需要保温杯的人变得比需要暖水瓶的
人更多： 它更私人， 一个喝热水的人
对应一只自己的保温杯 ， 很少共用 。
那些从小就养成喝热水习惯的人， 保
温杯也让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喝到热水，
哪怕有人嘲笑这是中年人的标配， 但
实际上， 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很难
改变的。

不过， 现在的新一代从小习惯喝
各种各样的瓶装水 ， 至于冷还是热 ，
并不是那么要紧。 也许， 再过几十年，
等现在的年轻人长大、 变老后， 保温
杯也会像暖水瓶一样， 成为一款有历
史气息的物件。

摘自 《成都商报》

中中国国人人为为什什么么
这这么么爱爱喝喝热热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