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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敦煌所处的内陆高原

地理位置及干燥少雨的气候特点等因素，影响

着农业的发展。但是，唐宋时期的敦煌就已经

是麦浪滚滚、五谷丰登，粮食生产不但能够完全

自给，还是整个河西地区乃至新疆地区拓边军

粮的供应基地。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敦煌的

主要农作物以小麦为主，也种植大米、粟米、糜

子、豆类以及麻棉等作物。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唐朝的白居易在《观刈麦》一诗中写道：“田

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夏季芒种节气是一年中农活最为繁忙的时

节，一方面夏熟作物到了成熟期，急需收割归

仓；另一方面夏播作物迎来最佳播种时期，需要

不夺农时，才能不负一年之辛劳。

在敦煌艺术中有许多关于耕牧情况的记叙

与描绘。如在莫高窟第 321 窟壁画中有一幅“山

间耕牧图”：画面上山川辽阔、溪水潺潺。山下有

人正在收割，山间三头健硕的耕牛正在劳作间隙

饮水休憩，呈现出一派喜悦的农忙景象。还有一

幅是在榆林窟第 20窟壁画中的“割麦扬场图”：在

画面的下部，两位农夫手持镰刀挥汗如雨，画面

上部一农夫手持木锨正在扬场，一农妇与之配合

手执笤帚掠草收场。画面中人物情态喜悦、配合

默契，人人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还是唐朝白居易的《观刈麦》，诗中接着写

道：“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

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

知热，但惜夏日长。”意思是说家中的男人们都

在田间劳作，家中女眷备好丰富饭食，和孩子们

提着水壶汤盏一起出门给劳作的亲人送吃喝。

诗歌给我们描绘出在农忙时节一家人齐心

协力，在田间地头忙碌的场景。有趣的是，这样

的场景在敦煌的一幅壁画中被活灵活现地直观

刻画出来。在莫高窟第 23 窟壁画中有一幅“田

间小憩图”：画面中一家三口正在田间就餐，三

人中间放置一个大盆。画面左边的母亲一手托

碗，一手放在胸口，似乎正在“絮絮叨叨”说话，

坐在中间的孩子双手捧碗，仔细聆听，右边的父

亲左手端碗，右手执筷。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

们想起宋朝王安石诗句“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

幽草胜花时”，以及唐朝孟浩然诗句“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推开窗子面对的就是打谷场

与菜园子，拿起酒杯说的还是桑麻的长势与收

成等温馨的农耕画面。

耕牧绿洲 五谷丰登

唐宋时期的敦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重镇，醇香美酒是必不可少的存在，酿酒业历史

悠久。《魏书·胡叟传》记载：“叟少孤，每言及父

母，则泪下，若孺子之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

求旨酒美膳……时敦煌汜潜，家善酿酒，每节，

送一壶与叟……论者以潜为君子矣。”这里意思

是说胡叟年少就父母双亡，每次在与别人谈及

自己的双亲时，都会像小孩子般痛哭许久，难以

平复。当时敦煌的汜潜，家中很擅长酿酒，于是

每逢年节，都会命人送给胡叟一壶自家酿制的

美酒。时人都认为汜潜是孝顺父母之人，是真

正的君子。

立夏时节开始大量酿酒，是敦煌人一种久

远的传承，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中有较为充分的

表现。在榆林窟第 3 窟中，有一幅著名的“酿酒

图”，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国内最早使用蒸馏法

酿酒的技术图画：画面中酒锅上有一套方形套

叠的蒸馏设备。由于设备的更新，古代敦煌的

酿酒业相对较为发达，酒的品种也是应有尽有，

如葡萄酒、青稞酒、粟酒等。花样众多的美酒自

然需要很多专门从事酿酒的专业户，他们被分

为官酒户、寺院酒户、私人酒户等。由于受成本

与技术的制约，私人酒户多采用传统的卧酒法，

将煮熟后的麦子、粟米等通过自然发酵从而产

生原浆酒。自然，这种酒的酒精比起使用蒸馏

法所酿出的酒精浓度要低一些，但仍被当时的

人们所普遍接受。

在敦煌壁画中酒肆画面的绘制时间跨度

是 从 盛 唐 到 五 代 。 饮 酒 之 风 盛 行 ，经 营 酒 肆

的 利 润 又 高 ，这 促 使 敦 煌 出 现 了 酒 肆 林 立 的

现 象 。 敦 煌 文 献 中 记 载 的“ 南 园 ”“ 北 园 ”“ 东

园 ”等 都 是 当 时 名 气 很 大 的 酒 肆 。 这 些 酒 肆

多设在较为宽敞的园圃中，花树围绕、绿草茵

茵 。 人 们 在 开 怀 宴 饮 之 时 ，还 有 曼 妙 的 歌 舞

表 演 助 兴 。 值 得 玩 味 的 是 ，唐 宋 时 期 敦 煌 人

更 喜 欢 露 天 酒 肆 ，主 要 有 亭 子 酒 肆 和 帐 篷 酒

肆两种。

所谓亭子酒肆就是唐宋时期的“长亭更短

亭”，达官贵人或者富贵人家在迎送客人时，多

挑食携酒，在城外设宴。亭子酒肆的档次规格

相对较高，往往是设在装修奢华的一间庑殿顶、

带有鸱吻的亭子内。亭外宾客以歌舞敬酒，亭

内围坐的酒客群中还有乐队演奏。

帐篷酒肆用简易的布幕帐篷搭建，是更大

众化也更接地气的宴饮场所。百姓们来到这里

随意喝上几杯酒，这被称作“打碗”；这里也零卖

一些散酒，因此帐篷酒肆也被称作“散酒店”。

宋朝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寒蝉凄切，对长

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这里的帐

饮就是在帐篷酒肆中宴饮。在莫高窟第 12 窟

壁画中有一幅“帐篷酒肆图”：画面中围坐在条

形长桌两边正尽兴畅饮的客人为七人，还有两

个热情忙碌的服务人员。整个画面是一幅酒酣

耳热、兴致高昂的欢饮图。

美酒飘香 歌舞相伴

唐朝刘禹锡《陋室铭》中，“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家喻户晓。

从古至今，人们对山水的热爱从不衰减。在

敦煌壁画中，描绘唐宋时期人们在夏季喜山

泉之清凉、慕深山之清幽的情怀更是比比皆

是。他们除了盼望“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

浮生一日凉”，也会在夏季穿薄如蝉翼丝绸

服饰……创造“夏有凉风”的方式还有很多。

喜山泉之清凉

在莫高窟第 419窟壁画中有一幅“桔槔打

水图”，桔槔就是杠杆。画面中央三人正在通

过桔槔汲水，右首的一人使劲拉绳将水桶送往

井下，随着桶里水量的增加，横杆带着石块的

一端会高高扬起，待水汲满后，利用桔槔原理

和石块自身的重力，就可以将水接上来了。

莫高窟第 146窟壁画中有一幅妙趣横生

的“洗头图”：画面中一位身着华美短裤、孔武

有力的男子正在洗头纳凉。他像今天的杂技

演员一样，把身体折叠，头已经开始没入装饰

华美椭圆形的大水盆里，光着的双腿雄健饱

满，圆睁的虎目写满了惬意与欣喜。

唐朝王维在《鸟鸣涧》中描写的“月出惊

山鸟，时鸣春涧中”的画面总是让人浮想联

翩。而莫高窟第 285 窟的“山中饮水的鹿”

则描绘了在色彩斑斓的山中，树木林立，岩

石荦确，清泉长流。在一潭清水边驻足饮水

的美丽小鹿，仿佛在低头饮水时看到了涟漪

上山影以及自己的倩影，它羞赧而满足。宁

静与温馨充溢在夏日的林间。我想此时即

便有人前来，也不忍心打破这和谐场景吧。

觅凉意之习习

苏轼在《渔家傲·赠曹光州》中写道：“婚嫁

事稀年冉冉。知有渐。千钧重担从头减。”意

思是说为人父母，能逐渐地帮助儿女们各自婚

嫁，完成他们的人生大事，就会感觉千钧重担

一下子就卸掉了，从头到脚，轻松自在。有趣

的是，与他同时代的敦煌人在夏季剃个头发，

似乎就能感受到那种“千钧重担从头减”的轻

松与自在，这一点在莫高窟第 55 窟一幅名为

“剃发图”的壁画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上

只有两个人物：剃发者是一位俊朗的年轻人，

被剃发者是一位清癯老者。一位严肃专注，一

位闭目享受，恬淡流畅的场面栩栩如生。

鲜花入馔沁心脾。今天的糕点中，鲜花

点心、鲜花饼已被人所熟知。但是在敦煌壁画

中也有鲜花类的食品，在莫高窟第 159窟一幅

名为“玻璃盘图”的壁画就表现了唐宋时期人

们在夏季多使用鲜花入馔来避暑消夏的习

俗。画面上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水果盘，它

被一只戴着褐色手镯灵动曼妙的纤纤玉手托

在掌心。玻璃盘用褐色勾勒一圈盘沿，十分醒

目。盘身有天蓝色圆点纹样，盘中盛放众多食

品，最上端同样是一朵褐色勾勒的六瓣鲜花，

令人垂涎，纯净透明中沁入丝丝凉意。

享凉爽之恣意

在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关于人们在夏季

走向山林的描绘。“小溪泛尽却山行”，这是

宋代曾几的诗句，意思是说人们除了喜爱自

然界的溪水之外，还对曲径通幽的山林更加

向往留恋。如莫高窟第 431 窟的“山中冥想

图”、第 428 窟的“山林出行图”、第 285 窟的

“山中饮水的鹿”和榆林窟第 2 窟“水月观音

图”等都表达了这类内容。

当成年人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夏季里的

凉爽时，他们的孩子又是如何度过灼热的夏

季呢？

莫高窟里反映唐宋时孩童在夏季真实

状态的壁画很多。与成年人的世界不同，孩

童们的清凉首先表现在他们着装上——纯

真而艳丽。他们在夏季不是穿着“条纹背带

裤”，就是穿着时尚撞色的“吊带衫”。也许

让这些孩童苦恼的是，虽然穿了很少的衣

服，但还是感觉燥热难耐，那就干脆泡到水

里吧。在莫高窟第 220 窟一幅名为“童子”

的壁画就诠释了他们的快乐：画面描绘了个

头不等的五个孩童正在水里嬉闹。他们有

的坐在硕大莲花的花蕊里，有的站立在坚挺

的荷叶之上，其中两个孩童正挥舞双臂、摇

头晃脑，还有两个孩童安静闭目神态可人，

他们正在享受戏水的舒适体验。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敦煌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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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籍《孝经纬》中说：“谷雨后十五日，斗指东南，维为立夏。”立夏节气

的到来，意味着芳菲朵朵的春天开始退出天地舞台，赤日炎炎的夏季正式登

场。古人称夏季为“三夏”“九夏”“长夏”等。在节气时令上，夏季由立夏、小

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个节气组成。北宋的秦观在《三月晦日偶题》中写

道：“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意思是说天地风物不停地转换，常变常新，五彩缤纷的花朵凋谢又有什么可遗

憾的？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不也一样使人合意欢心。

敦煌艺术宝库中，就以独特的文化形式呈现出一派旖旎多彩的夏日场景。

敦煌壁画中的多彩夏日

帐篷酒肆 莫高窟第 12窟东壁

收获 莫高窟第 148窟南壁

山中饮水的鹿 莫高窟第 285窟西壁

山间耕牧 莫高窟第 321窟南壁

扬场 莫高窟第 61窟南壁

□ 陈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