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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故事中草药故事

环川农事

谢祖杯

藻溪燕坑有一岗山，尤如下行

的“蛇”状。蛇生来没有足，是伏在

地上利用腹鳞及肌肉的缩放产生移

动力，爬着前进，这是陆地型及水行

型蛇类采用蜿蜒式最为人熟知的

“S”形的波浪式走法。天地造化，燕

坑村后叫“蛇仔泅”的整座大山，就

是蛇行的形象，蛇头在燕坑村，蛇尾

在原挺南乡三十六弯村。

据藻溪章氏谱载，清顺治壬辰

年（1652），立煌化 18两白金，购得

吴姓山场三岗，其中就包含这岗坐

酉卯兼庚申呈蛇爬下行状“蛇仔

泅”。立煌，号奇所，生于明隆庆六

年 、卒 于 崇 祯 甲 申 年（1572～
1644）。明万历庚戌（1610）年，立

煌挈家携眷由福建漳州龙溪迁徙

而来，居亲仁乡——现苍南县藻溪

镇燕坑村繁衍生息，为藻溪章氏肇

基祖。

“蛇仔泅”蛇行蜿蜒曲折，形成

一个纵深峡谷——燕坑，坑沟流水

潺潺，谷深林木茂盛。国人历来讲

究死后入土为安，选择风水宝地作

为往生后的“极乐”世界，希冀此后

能庇佑子孙兴旺发达，这岗“蛇仔

泅”风水宝地被章氏相中。立煌买

下这岗山场后，寿坟就修建在“蛇

仔泅”蛇头蛇口内，章氏始祖立煌

西行后，于康熙庚申年（1680）安息

在蛇头。

据传。修坟时节，风水先生曾

问章氏：愿后人欺负人，还是被人欺

负？回：不欺负人，也不让人欺负！

于是，先生交代章氏修墓时把蛇口

中的牙齿敲掉一颗。还教章氏：本

墓先人下葬后，大房有损，大房子孙

最好离祖才能丁财两旺。

立煌妣郑氏，生子四女二。长

子士魁，名怀宇，字茂春，生卒失考；

妣庄氏，生有七子。大房大量，识大

体顾大局，为了家族兴旺，甘愿离乡

背井，另找生机，无怨无悔。故此，

士魁在家严出殡之时，披麻戴孝，肩

挑锅碗瓢盆，衣物被褥，挈子携妇，

送父上山头。老父亲的棺椁入室，

一切如俗套安排停当，送葬的家里

人和亲朋好友们披红回龙之时，也

就是他——士魁离开亲人，另觅安

身立命之处的最佳选择。士魁曾首

选在公婆石脚猪母桥畔安居，后再

徙亲仁乡卅一都南宋垟青树桥。

还传说，燕坑立煌安葬之风水

宝地，只要“蛇尾出圣僧”，蛇头就会

出万丁。也真是无巧不成书，“蛇

尾”岭头平台上有一座寺院名曰引

西寺，一名飞梁庵。有藻溪版“玄坛

爷的故事”说，玄坛原是县衙职员，

欺压百姓不务正业，后来“幡然悔

悟、痛改前非、遁入空门”，出家在飞

梁庵“修持”七天，在化身岭证果成

佛，骑虎升天，正应了蛇尾出圣僧。

后来，蛇头果然出“万丁”！据

章氏族内统计，章氏立煌后裔子孙

已超三万丁。

燕坑“蛇仔泅”

尤荣开

在安徽天长流传着这样一

个故事：有两个乞丐白天一同外

出讨饭、夜里同宿古庙，并结拜

为兄弟。一天弟弟的手指害起

疔疮，红肿而发亮，痛得他坐卧

不宁，出于无奈两人便到镇上的

“济生堂”药铺求医。

老板见是乞丐便说：“想用

药可以，先拿五两银子。”乞丐

穷 得 连 饭 都 吃 不 饱 ，哪 有 银

子。只好跪在柜台外磕头哀

求，祈求药铺老板发发慈心。

老板便赶他俩走，围观的人问：

“老板，你招牌上明明写着‘济

生堂’，为什么人家痛得这个样

子你不救治济生呢？”老板说：

“济生不济乞丐，滚！”

哥哥气愤地说：“除了灵山

别有庙，难道离开你‘济生堂’，

疔疮就没治了吗？”

老板哈哈大笑：“这方圆百

里，如有人能治好这疔疮，你们

当众砸了我的招牌！”

哥哥拉着弟弟就走，来到一

座山坡上。俗话说，十指连心，

弟弟红肿的手指一阵阵痛得又

哭又叫，说：“哥，求你把我推到

水里淹死，要不取绳子把我勒

死，免得我活活受罪！”

哥哥安慰弟弟说：“我和你

亲如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要坚强些。”

这时太阳快落山了，晚霞映

在山坡上，有一种开紫花的山草

格外鲜艳醒目，哥哥眼前一亮，

掐了几根这带紫花的小草放在

嘴里嚼嚼，觉得苦丝丝的，便吐

在手中，弟弟的手指疼得抓紧哥

哥的手，唾液拌和过的小草啐末

汁液无意中按在弟弟肿痛的手

指上。

两人依偎在一起好一阵，弟

弟忽然高兴地说：“哥，现在我这

手指凉丝丝的，舒服多了，再一

看小草的末汁复盖在红肿的指

头上。哥哥忙再采摘一些咀嚼

后涂抹在弟弟手指上，疲劳的弟

弟靠在哥哥身上安然睡去。

一觉醒来，朝霞已映红了半

边天，第二天弟弟手指渐渐肿消

了，也不那么痛了。

第三天疔疮竟痊愈了。兄

弟俩找了两根铁棍来到镇上“济

生堂”前，挥手将招牌砸成稀巴

烂，药铺老板气急败坏抓住他们

要去告官。

哥哥说：“大丈夫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你亲口当着街坊父老

乡亲说过，方圆百里有人能治好

疔疮的，砸碎药店的招牌。”

弟弟说：“你看，我手上的疔

疮治好了。”大家对兄弟俩的做

法拍手称快。这一对乞丐兄弟

从此扔了讨饭棍，背起药篓采摘

这开紫花的草药，专治疔疮肿

毒，由于该草梗笔直，像一根根

钉钉在地上，那就称作“紫花地

丁”吧！

注释
【植物形态】紫花地丁属多

年生草本，高 7～14cm，无地上

茎，地下茎很短，主根较粗。叶

基生，狭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

边缘具圆齿，叶柄具狭翅，托叶

钻状三角形，有睫毛。花有卡

柄，萼片卵状披针形，花瓣紫堇

色，距细管状，直或稍上弯；蒴果

椭圆形，长6～10mm。花期4～

5月，果期5～6月。

【性味归经】苦，辛，寒。归

心，肝经。

【功效】清 热 解 毒 ，凉 血

消痈。

【应用】1、主治疮毒。2、毒

蛇咬伤，可内服外用。3、可治肝

热目赤肿痛。

【用法用量】10～15g，水

煎服。

紫花地丁的传说

紫花地丁植物形态

李立民

寒半减，暖初回。立春到

了，人们始闻到了早春的气息。

庄稼人闲不住了。那时，家

乡的农业实行集体化生产。原

先每年于此时，生产队都会派出

若干劳力，划着河泥船，挑上竹

萍篰，前往事先联系好有温泉灌

溉而养绿萍的地方，去采集萍种

了。外出采集萍种，肩挑船运，

旅途劳顿，甚为不便。后来，队

里学习借鉴城西公社养绿萍的

经验，开展了“就地采种、就地繁

殖”的试验，连续几年在协天庙

前的两个池塘内放养了绿萍，并

指定专班精心管理。功夫不负

有心人，绿萍终于平安地越过了

炎热的盛夏、寒冷的隆冬，从而

取得了前所末有的成功，从根本

上改变了年年养萍、年年外地采

集萍种的历史。

绿萍，植物名，又名满江红，

家乡人又称之为“瓢”，体小，飘

浮水面。春季呈绿色，生长繁

殖快；秋冬时节，因其叶内含有

很多花青素，群体呈现一片红

色。绿萍叶背具有鱼腥藻的共

生腔，能固定大气中的氮素。

因而，它是稻谷的优良生物肥

源，肥效迅速且长，能够有效地

促进水稻增产。

绿萍，也是一种水生饲料植

物。大量研究表明：绿萍鲜嫩多

汁，纤维素含量少，营养价值较

高，味甜，适口性好，是猪、禽、鱼

的优质饲料。然而，当年家乡农

户喜欢在河面上养殖水浮莲，作

为生猪的饲料之一，而不习惯以

绿萍为饲料。更何况那个以粮

为纲的年代，春夏之交以绿萍作

早稻肥料，尤为重要，也就不可

能轻率地以它当猪饲料了。

据说，绿萍也可药用，能发

汗，利尿，祛风湿，治顽癣。

春来外地采集或者自养越

冬的萍种，要放养于萍床了。萍

床，是专用种萍繁殖田。家乡的

萍床，一般选择在靠近房屋、阳

光充足、土质肥沃和排灌方便的

水田。犁耙水田整平，执锄勾起

泥土，再用手筑起小埂，形成若

干条长方形的萍床。撒萍种于

其中，用长竹枝轻轻地拍打水

面，让绿萍分散均匀。当然，要

做到深水、浑水撒萍，浅水养萍。

放养的绿萍，要及时施肥。

那时，家乡给绿萍施的是栏肥

粉。所谓栏肥粉，即栏肥经堆沤

腐熟，晴日掘出晒干，由成人在

脚板间研细，再用米筛筛下的粉

末。绿萍放养的次日清晨，若是

晴天，就开始施肥。我们一手端

着一只装有栏肥粉的畚箕，一手

抓起一小把栏肥粉，虚握在手

心，每次少量而又轻轻地挥手朝

上撤去，纷纷地落下的栏肥粉与

沾满露水的绿萍相融合，必然起

到了极好的催肥作用。若是雨

天，就依次推迟。施了栏肥粉，

不出三、五天，萍种快速转青，萍

层密布起皱。这时，就要及时分

萍到另一萍床，每分一次绿萍，

又须追加一次肥，以便萍种继续

旺盛地繁殖。

早稻插秧前，起绿萍于萍

床，挑往并稀疏地撒进了大田。

插秧后，绿萍在早稻田间赓续不

断地繁殖，而再也不分萍了。谷

雨、立夏时节，绿萍繁殖最旺盛，

萍色红紫深绿。过了小满，绿萍

变成了红褐色，开始慢慢地死亡

腐烂，田水很快地变黑，养分迅

速地分解释放，时值早稻分蘖末

期，供幼穗分化吸收利用。这期

间，农田决不可轻易地放水。有

次，我一位小伙伴在此时节引田

水放跳筒抓鱼，结果被人发觉而

臭骂了一顿，竹跳筒也差一点被

踩烂。农谚说：“倒萍越早，早稻

越好。”绿萍若迟腐烂，可能会使

水稻贪青迟熟。所以，绿萍必须

在分蘖末期到幼穂分化始期前

倒萍，若不自然倒萍，必须排水

人工倒萍。

秧 插 稻 田 ，那 时 必 要 耘

田。而绿萍养于早稻田，自然

有效地抑制了田间杂草的滋

生。因而，有养绿萍的早稻田，

可减少一次耘田，从而节约了

劳动力的付出。

绿萍的历史久远，也自然引

来了历代一些文人墨客吟诗作

词。南宋将领、词人辛弃疾填词

《朝中措》：“绿萍池中絮飞忙。花

入蜜脾香。长怪春归何处，谁知

个里迷藏。残云剩雨，些儿意思，

直恁思量。不是莺声惊觉，梦中

啼损红妆。”元末明初隐士吕徽之

赋诗《绿萍》：“密密绵绵满草堂，

不容红日下沧浪。却因风扫沾泥

土，燕子衔来上画堂。”

家乡的稻田养萍，始于清

代，康熙三十三年就有稻田养萍

的记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家乡稻田养萍达到了鼎盛时

期。据统计：1971年，苍南境内

养萍面积达 240000 亩，占早稻

种植面积的 80.2%，占历史最高

水平。而后，化学肥料的普遍使

用，家乡绿萍养殖面积逐年减

少；如今，也就不言而喻了。

绿萍，这个对我家乡农业发

展曾经辉煌一时的瑰宝，就这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遗留给我

们这一代人的，不仅是一段难于

抹去的田园记忆，更是一种难舍

难分的农家情怀。

养绿萍养绿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