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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7月13日电（记者周润健）“是时
三伏天，天气热如汤。”7 月 15 日正式入伏，今年的

“三伏”又是 40 天。从 2015年至 2024年，已连续 10
年的“三伏”都是40天。

所谓“三伏”，指的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
大约在每年公历 7 月中旬到 8 月中下旬，正好处于

小暑与处暑节气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待到暑退出
伏，早晚才渐有凉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介绍，“三伏”的日期是按照我国古代历法的

“干支纪日法”确定的。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
称，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一共

10 个；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
成，一共 12 个。

天干和地支按顺序搭配，天干在前，地支在后，
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可以不重复地记录 60个，
俗称“六十甲子”。当一轮结束后，再从头开始，进
行新一轮的记录，如此循环不绝。由于天干是 10
个，所以每隔 10天就出现一个带有“庚”字的日子，
称为“庚日”。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从夏至日开始数起，数到
第三个“庚日”就进入初伏。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
10天，中伏则不固定，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

为何中伏会有长有短？杨婧解释说，当夏至与
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时，中伏为10天，出现5个庚
日时，中伏为20天。

以今年为例，6 月 21 日夏至，从夏至日算起，
第一个庚日是 6 月 25 日（庚申日），第二个庚日是
7 月 5 日（庚午日），第三个庚日是 7 月 15 日（庚辰
日），第四个庚日是 7 月 25 日（庚寅日），第五个庚
日是 8 月 4 日（庚子日），8 月 7 日立秋，所以今年
在夏至与立秋之间有 5 个庚日，中伏就为 20 天。
而在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8 月 14 日（庚戌日）才
进入末伏。

本世纪至今以来，仅有 2004、2006、2008、2010、
2012 和 2014 这 6 个年份的“三伏”是 30 天，其他 18
个年份的“三伏”都是 40 天，其中，2015 年至 2024
年，更是连续10年的“三伏”都是40天。

“入伏后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对公众来说，
一定要做好针对性应对，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安然
度夏。”杨婧说。

今年“三伏”又是40天
已连续10年如此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第二次来到杭州，依然带着兴奋和期待。十几
年前，我的足迹曾到过这里，在西湖边留下美丽的
记忆。

关于杭州，关于西湖，千百年来，留下的诗句数
不胜数。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
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唐.白居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宋.苏轼）

如今，趁着学习培训机会，我又来到这里。
飞机高度下降，群山之下，迎来山与湖掩映的

城市，郁郁葱葱风景怡人，难怪说“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确实是人间胜景。

培训的地点在浙江宾馆，就在西湖边不远。
那些天下课后，我沿着龙井路，步行到杨公堤和
苏堤，一走就是几公里十几公里，有时半路看到
有共享单车，我也会扫码骑上，沿着西湖边瞎逛
绕圈。最多的一天，在杭州走了三万五千步，骑
行数十公里。

我在杭州有两个大学精英同学，一个是北大博
士后、浙大副教授，一个曾聘任两届中国证监会创
业板发审委员。有天下课后，我问他们是否有空，
一个说在杭，一个说在上海出差。在杭州浙大新区
的同学离我住的宾馆有十几公里。吃过饭到湖边
散步溜达，叫同学发了定位来，晚上八点许，手机开
了导航，我便骑行过去。出了市区，一路颠簸直奔
浙大新区。

路况不熟，不时要看手机导航，速度并不是很
快，路上有时候上坡，有时下坡，很多路段树荫下
路灯不算亮，地上有凹凸也看不太清楚，车子有点
上蹿下跳的感觉。其间有两三公里隧道，对面来
车灯光有点耀眼，虽然两边有骑行及人行道，但很
窄，只能一辆车通过，在隧道侧边非机动车道，我
经常停下来让道给电单车经过，而骑这些电动单
车的，很多是快递小哥。他们熟练地在车流与人
海之中穿梭。

我在隧道炫目的光线中骑行，偶尔还看下

导航，拍下视频，车把抓得不是很稳，有点险象
环生。

我带了两台手机，一台在身上，一台在袋里。
在过隧道的时候，因车颠簸，一台手机还掉下隧道
机动车道，看着一辆辆汽车疾驰而过，我停下共享
单车弯腰小心翼翼拾起。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骑行，终于到达浙大同学
所在的小区紫金西苑，我们相约在小区门口见
面。因她女儿第二天中考，不便打扰，我俩就在小
区散步。这个小区有楼宇近三十栋，住的都是浙
大的教职工，有几千人。小区新静，道路楼距较
宽，生活舒适。

我俩在小区内散步了半个多小时，十点过，看
时间不早，我便原路返回。回来路况稍熟悉，顺畅
快速了不少。

回到酒店已经是半夜，检查袋子，糟糕！发现
少了一台手机。赶紧一遍遍拨打，发现打不通。赶
紧拿了手电往停放共享单车的位置找，也不见，便
懊恼再次回到宾馆。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正寻思
发个短信，突然我另一台手机打进一个杭州电话，
感觉有点疑惑，接听，是个男的，声音清亮，他问我
是否丢了一台手机。

我说：“是呀，正在找呢。刚才还出去停车的地
方找过，没找到，也打了两三次电话。是不是你拾
到了？”

他说：“是，我是在骑行途中拾到的。刚开机看
到有未接来电，就打过来了。”我连忙说：“谢谢您。
好人好报！”

他报了一下地址，杭州东方中学西北（小龙驹
坞东），我说我在浙江宾馆。他搜了一下，两地相距
六七公里。“这样吧。我叫赵子涵。我睡得晚起来
也晚。你明天上午11点至12点之间来拿。”我看他
报出的地址在学校附近，从声音判断感觉像年轻
人。问他是否是老师，他说不是。丢失的手机有着
落了，悬着心放了下来。

杭州果然是个暖心的城市。刚才还为在什么
路段什么时候丢手机回忆懊悔，现在被这个友好的

城市和陌生的朋友感动。
其实旧苹果手机已经不值钱了，但里面的资料

照片珍贵，记录了我几年的人生历程。这台手机也
是历经坎坷，曾经被公交车压过换屏换零件，但主
板依然很好，依旧使用着陪伴着我。

第二天上午起来，想着中午才去拿，我从宾馆
出来一路没找到共享单车，离约定时间还早呢。

忽然接到赵先生的电话，问我到哪里了，他要
出去。我说正准备过去，他说他把手机放在学校后
门天猫店附近，到了再给他打电话。

我很想见见他，当面表示感谢。我打了一辆的
士，导航到他所说的地点，问天猫店员，说是否有人
寄存了一台黑色旧苹果手机，她说没有。我打电话
给赵先生，他叫我打开视频通话，我按他说的指引
寻找，他说树旁不远围墙边有一辆电动单车，你打
开尾箱就看到了，我循着路径寻找，果然有一辆电
动车停在那。那辆电动单车有点旧了，明显经过风
吹雨打，估计陪伴主人经历过不短的岁月。原来他
是快递小哥！那天晚上就有很多快递电单车从我
身边经过，估计是我掉落被他捡到。他的作息不是
很固定，为了谋生，为了生活，这个年轻人挺勤快
的，不但敬业，而且品德高尚。

打开后备箱，谢天谢地！我看到了我的手机，
静静放箱子里。我拿回了我的旧手机，里面存的照
片过万张，如果丢失很是遗憾。那是我一段人生历
程的回忆。我发了个感谢红包。他说真不用，是自
己应该做的。

我又问，要不要给他所在的公司写封表扬信，
他说也不必。好低调实在的小伙。

在此打的返回西湖边上，拜谒岳王庙。民族英
雄岳飞在那躺了近 900年。上次来没去成，这次不
能错过。英雄的事迹和气节足以影响无数个时代
无数的后人。

杭州，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一段拾金
不昧的佳话。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景观荟萃，有风格
有品质的城市，景美人善，不愧为人间天堂。

我与杭州一段缘
蓝天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