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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方六中国古人如何测量温度？“冰瓶”，中国最原
始的“温度计”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世界上最

早的温度计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于!"#$年发明的。清顺治年间，比利
时传教士南怀仁首次将西方温度计
概念带入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
国古代没有测量温度的仪器。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出

现了一种可以观察温度变化的“瓶
子”：瓶子中装上水，如果水结冰了，
气温即低于零下，进入寒冬了；如果
冰融化，则气温回升。这种瓶子称
“冰瓶”，也叫“水瓶”，可谓是中国最
原始的一种温度计，被视为现代温
度计的雏形。
冰瓶到底是什么形状的测量工

具？现代考古中尚未发现实物，但从
文献上可知，先秦时中国人已在使
用。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览·察
今》中有这样的说法：“见瓶水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这是
古人利用水在不同温度下的“水—
冰—水”的形态变化，来推测温度下
降和升高的技术。
至于这种“瓶子”到底是不是一

种“温度计”，文献中没有具体交代。
可能正因为如此，冰瓶这种原始温
度计未被现代学术界重视和认同，
被误认为是一种普通的生活器皿。
笔者认为，如果是普通的器皿，

那为何不说“碗中之冰”“缸中之冰”
“池中之冰”？结合西方早期的温度
计也是一种细长的瓶子，可以想象
先秦时的冰瓶并非普通之物。如果
进一步联系《淮南子·说山》中的上
一句话———“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
气，以小（明）大”，更可以侧证冰瓶
是一种原始的温度计。“悬羽与炭”，
这是古人利用木炭吸收水分的原理
发明的测量空气湿度的一种方法。
试想，先秦人已发明和使用比测量
温度难度更大的“湿度计”，发明和

使用“温度计”是不是更为可能？
虽然冰瓶测量温度在精度上有

点粗，可能没有刻度，不能显示温度
值，但其所透露出来的智慧是相当
不一般的。
伽利略发明的第一支温度计便

是用水作为介质，此后才有灌注酒
精和水银的温度计出现，而中国人
早在公元前%世纪以前已开始用水
作为“温度计”介质了。冰瓶是将水
结冰作为温度的固定点，即现代的
&!，通过水结冰和融化情况来判断
气温，而西方在!'世纪才由荷兰科
学家惠更斯提出此概念。

“腋温”，最晚在南
北朝时期已普遍测试
显然，冰瓶是古人测量低温的

一种简单工具，属于“测冷仪”。那
么，古人又是如何测量人体体温这
类常温的？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健康人的

体温是恒定的。于是将正常体温作
为标准温度，即现代的('!，以此推
测体表温度是高还是低，即中医所
谓“发热”与“发寒”。中国最早的中
医典籍《黄帝·内经》里已记载了测
体温诊病的情况：“尺热曰病温，尺
不热脉滑曰病风。”

所谓“尺热”“尺不热”，是指发

烧与不发烧，“尺”为腕端脉穴之一，
与“寸”“关”相连，统称“寸关尺”，是
中医看病时必测摸部位。中医望、
闻、问、切四法之“切”法，就是测脉
相和体温，切在尺部。望、闻、问、切
四法为古代名医扁鹊所创，据《史
记·扁鹊传》记载，扁鹊为战国时名
医。由此可见，如何测量体温并据此
判断病症，先秦时期的中医已有一
套系统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测量
体温时常用的“腋下温度”，最晚在南
北朝时已普遍使用。《齐民要术》卷八
“作豉法”中有这样的说法，制作豆
豉，要布置暖和、太阳晒不着的屋子，
温度保持人体腋下温度为最佳，即
“大率常欲令温如人腋下为佳”。

在制作豆豉的过程中，每天还
要进屋里去观察两次，用手插进豆
子堆中，看是否需要翻动，“候：看如
人腋下暖，便翻之”。据此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最晚在南北朝时中国
人已测腋温，知道腋下温度更稳定
和准确。

“火候”，推测超高
温度的方法

相对来说，低温和常温比较方
便测量，测量高温特别是超高温的难
度则比较大。古代中国人早在商周时

期，就找到很实用的方法，并运用于
青铜器的冶炼，这便是观察“火候”。
火候，古人又称之为“火齐”，是

借燃烧时火焰的变化来推测温度高
低的技术。这其实是一种“目测法”，
《荀子·强国》中提到了这种方法，强
调要铸造出精美宝剑，得掌握恰到
好处的温度，即“刑范正，金锡美；工
冶巧，火齐得”。

如何通过火候推测出温度的高
低？有一个成语叫“炉火纯青”，就是
古人观察火候的标准之一，在火焰没
有杂色，是青色火焰时，温度最高。中
国第一部手工艺专著、先秦时成书的
《考工记·栗氏》是这样说的：“凡铸金
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
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
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这段文字说的就是观察火候的

具体方法和过程，不同火焰和颜色
的变化代表不同的温度。经过现代
科学验证，火候法相当准确，因为不

同物质的气化点不同，金属加热时
由于蒸发、分解、化合等作用，会生
成不同焰色的气体。如青铜冶炼时
出现白色烟雾，相当于#&'!，锌开
始挥发；炉火纯青，表明温度已达到
)*+&!，锌完全挥发，全是铜的青
焰，此时就可以浇铸了。
这种通过观察火候推测温度的

方法，在古代许多领域都有运用，如
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也是观察
火候，推测丹药是否能炼成。

“物候”，预测未来
气温走势
事实上，古代中国人推测温度

的方法很多。温度计只是实时温度
的反映，古人还通过时序轮换和自
然气象的变化，判断和预测当天气
温和未来气温的走势，这种方法可
以视为“物候”测温法。

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
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二十四
节气是古人因记载时序、方便安排
农业生产而来，也是古人预测气温
的需要。通过对节气当天气象的观
测，古人可以对未来气温趋势进行
比较准确的中长期预测。如“小暑”
节气一到，古人就知道下面将进入
高温“烧烤模式”，所以谚语说，“小
暑过，一日热三分”。再下面将到的
“大暑”，如果当天比较热，秋冬气温
就偏高，谚语“大暑热得慌，四个月
无霜”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夏季是否
有高温天气，古人还从夏至日气象
来判断，有“夏至无云三伏烧”“夏至
无雨三伏热”一说；而“冬至暖，烤火
到小满”“霜前冷，雪后寒”则是古人
预测低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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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温度，在现代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西方人发明的温
度计尚未传人的中国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测知温度高低的？从
史料来看，中国人很早就确立了寒、冷、温、热的“温度”概念，
先秦时期观察“瓶中之冰”、南朝已使用“腋下温度”，还通过
“火候”“物候”来测定超高温、预测未来气温趋势等。像“春暖
花开”“天寒地冻”，最早都是古人推测气温变化的词语；而“炉
火纯青”，则表明温度已达到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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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
话。她说：“你是汪醒中吗？”我说：“是的。”我
心里明白是新四军派来和我联系的人打来
的。她要我这天晚上 '点钟，将东西拿到大世
界门口，她会来找我的。
我知道，她是来取药品的。我牢记王团长

交给我的任务。我有个格致公学的同学徐昌
春，他哥哥在八仙桥大世界对面开了一家药
房，让他经营。那天，我去和他联系，说我要
药。他说什么药？我说是奎宁、消炎粉、药水棉
花、消治龙、红药水、纱布等等。他说：“你干
嘛？”我说：“是朋友向我要的。”他问：“是什么
朋友？”我说：“没事的，有什么事我会负责
的。”他说：“你现在就要。”我说：“现在不要，
钱我可以先付掉。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
来拿。”

这天约好晚上 ' 点接头，我心情很兴
奋。晚上 ,点钟我到徐昌春药房取了一大包
药，晚上 ,点半我就等在了大世界门口。这
时天色渐晚，大世界门口已有“野鸡”（妓女）
在拉客。她们见我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就有
个“野鸡”过来与我搭讪。我不理她，只得离
开原地，在大世界周围闲逛。这时我看了看
表，'点钟已到，可是没人来与我联系。于是，
我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人来联系。我心想，
过了时间不来，肯定是不来了。可是药品我是
不能拿回家的，于是我又找到同学，把药放在
他的药店里。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了。我不禁怀疑起
自己是不是弄错时间了。要是这样，可要耽
误大事了。我第一次做地下工作就出问题，
太不好了。这样想着想着，一直到下半夜才
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还未醒，就有人打电话来
叫汪醒中听电话。那位女同志在电话里问我
怎么没来大世界？我说：“我去了，地方不好，
我没有看见你。”她说：“今晚老时间，在大世
界 -.路电车站。”我说：“好的。”但我忘了问，

是 -.路哪个车站，是大世界这边的
车站，还是对面的车站。

我只好在大世界这边车站等等，
再到对边车站等等，她要是看见我
就会上来联系的。谁知，这边车站上
的车子停下没有人。到了 ' 点钟左

右，我看到对面有电车来了，赶忙拎了东西
奔过去，看到车上有人下来，还是没人与我
联系。正在张望着，忽然身旁有个女人过
来喊我：“阿哥我们上车。”我想这下好了。
-. 路是无轨电车，当中开门。我跟着她上
车后，她说：“阿哥，你买票。你的东西，我帮
你拿。”我将药包交给她后，我忙着买票。她
站在暗处，面孔也未看清。只看到她穿了件
蓝布旗袍。快到大新公司时，她才说了一
句：“阿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车门一开，
她就下车了。以后每隔二三个月她来拿一
次药品。这样，一共有四五次。药钱都是我
付的。

-#/* 年夏天，我和蒋礼晓已经决定报
考复旦大学补习学校，当时复旦大学已迁到
重庆，李登辉校长和部分教师就在上海办了
这所学校。尽管是补习学校，但考试还是很严
格认真的。我觉得考大一很难的，我就用“汪
波”的名字报考大二的西洋文学系。
可我去报名的时候，办理注册的王先生

问我们：“中学文凭呢？读过什么大学？”我说：
“在浙江读过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证书丢
了。”考试时，顾仲彝老师先让我读一篇英语
文章，我就读了，顾老师表示满意。他问我，读
了他教的西洋文学系，将来做什么？我说，当
作家。这样我就考取了。
我们班只有四个男生。上选修课时，一二

年级可以在一起上。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
王树平，即解放后当外交官的王殊。顾仲彝
教授教我们学莎士比亚戏剧。他自己也写剧
本，做导演。他要我们读原版莎士比亚戏剧。
每学年 /.学分，读四年 *++分。可是一个学
年，我 /.分的课选不出来，于是选修其他课
来增加学分。我就去听中国文学、心理学等
课。后来，连英国文学史、英国历史我都读
过。有话剧演出时，学校组织我们去观看。我
对话剧感兴趣，是因为当时上海已经禁止放
映美国电影了。我还自学艾思奇的《大众哲
学》，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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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小姐的妈妈原是在长安戏院里唱戏
的青衣，被吴四爷纳入门后，只生养了这一位
小姐，虽然比不得天津本家的小姐们富贵，但
也是从小被百般疼爱的。
当年的吴大小姐风姿绰约，既有大家闺

秀的教养，端庄温婉，又念了新式的教会学
校，懂洋文有见地。就像是夜光杯中的美酒，
即便深藏在巷子里，也闻香诱人。

彼时将军爷爷是天津警备司令
部陈长捷手下的少将参谋长，与吴家
素有往来。有人说他是在吴四爷的宴
席上遇见了吴大小姐。也有人说是他
的车在胡同里，剐上了载吴大小姐放
学的黄包车。还有新鲜的，说吴大小
姐爱听戏，将军爷爷请了程砚秋来唱
堂会，生生把吴大小姐从深宅大院里
给唱了出来。不管怎么个说法，反正
这两个人相遇了。就如那唱本戏词里
的故事，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便暗许
了终身。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末期，吴四爷
说要回家看看，临走嘱咐爱妾万事小
心，那边安顿好就接她们母女俩一起
走，可他这一去便再没回来。将军爷爷作为守
城的将士自是飞脱不了。城在他在，她在他
在。吴大小姐定了心思，她哪儿都不去，只跟
着他，在有他的地方。
而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天津北京相

继解放，将军爷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秦城监
狱。进入新社会，一切大不相同，有人劝吴大
小姐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工农兵子弟赶紧嫁
了，可她却死拧。既然在月亮下面立誓说好了
要等那个人，那么五年是等，十年也是等；年
轻要等，年老也要等。
女人大概天生擅长等，可流光最易把人

抛，转眼竟是十几年。公私合营了，原先家里
的店面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股票；“大跃进”
了，家里的铜壶锡器都捐了出去。吴大小姐日
日数着，捱过春夏秋冬，秦城监狱的释放名单
上终于有了将军爷爷的名字。
被放出来那天，将军爷爷一早就到了吴

大小姐家门口。那时的她已不再是月白衫蓝
布裙的女学生，也不再是穿着溜肩滚边旗袍
的大小姐，而是穿着灰绿色工装的泯然众人，

可将军爷爷见了她却激动得不能自持，七尺
男儿竟当众哭出了声。
后来我想，那段时间大概是吴大小姐一

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等来她的良人，她绣了
大红的被面，她等着携那人的手去中国照相
馆拍张照片，盖上大红的喜字，然后在这小胡
同里过尽平安喜乐的日子。
可是只差一点点却还是来不及，“文化大
革命”来了，她的婚事没了。

先出事的是将军爷爷，他很快
被打倒了，胸前挂着“反动军官”的
牌子被人按到灯花小学的操场台子
上没日没夜地批斗。那时吴大小姐
根本见不到将军爷爷，她先还四处
奔走，打听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却
不知紧跟着她自己也将陷入泥沼。

那个年代，专有人揭疮疤，说吴
家老太太是青楼戏子，是旧社会余
孽，又抓住吴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
身世一通穷追猛打。吴大小姐家的
四合院很快被人占了，只把她们赶
到西面一间小屋里住。吴老太太一
把年纪，被斗了三天，一口气没上来
就过去了，吴大小姐悲愤交加。可这

还不算完，刚匆匆忙办完她妈妈的后事，她与
将军爷爷的情事又被人摆上了台面。
两家早都被抄了家，几封仅存未烧的书

信被翻出来，逼着两人念。涉及家国的，都被
说成是一心等着蒋介石来反攻大陆；涉及私
情的，都被说成是不堪的男盗女娼。
后来将军爷爷被下放改造，吴大小姐被

调去干工厂里最累最苦的活。等两人分别被
平反时，已经又过了十来年。统战部要给将军
爷爷安排住处，将军爷爷就选了我们这条胡
同。有人说看见过夜半时分，将军爷爷站在吴
大小姐窗跟前。可是吴大小姐再没同他讲过
话，虽然住着相隔不过几百米，但他们俩老死
不相往来。

平时我们这些跟将军爷爷好的小孩，自
然不会去理吴大小姐，所以我才不信小船哥
会在那里。
一路拌着嘴，我和秦川绕到吴大小姐家

院前，暗红色的大门虚掩着，门前方形的抱鼓
石有一角已经被砸掉了，常年在阴影里，长出
了青灰色的霉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