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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川农事

李立民

儿子高中毕业前夕，学校

高三段举办一场学生演讲会，

演讲内容是求知与做人。老师

邀我代表级段学生家长讲几句

话，我难以推辞，只好应诺。我

斟酌再三，侧重而简单地讲了

些为人道德的道理，也涉及了

幸福观的问题。我说，有苦才

有甜，幸福来源于辛勤的劳

动。并联系自身经历说明：夏

日车水，傍晚精疲力尽，仰卧于

河岸休憇片刻，我感觉是一生

最为幸福的时光。

我的家乡，地处平原。当

年，家乡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

大队所属几个生产队没有一部

动力抽水机，有时雇用邻边大

队抽水机来应急一下外，灌溉

农田是依靠人力的水车。

水车，称“龙骨”，亦称“翻

水车”。它是一种用于排水灌

溉的机械，约始于东汉，三国时

发明家马钧予以改进，至今已

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宋史·
河渠志五》记载：“地高则用水

车汲引，灌溉甚便。”

水车是木制的，通常由车

架、车身两部分组成。一是车

架。车架分木架、大轮轴。木

架用来承载大轮轴，大轮轴两

头各装有一只铁圈，正好放在

木架的轴瓦内，加点润滑油便

于灵活转动。大轮轴居中偏侧

一方，装有一个大齿轮。脚拐

是用两根方木呈十字型穿轴排

列，上端装有木拐，人的上肢伏

在车架的一根横杠上，双脚踩

着四只木拐，使水车转动。大

轮轴双侧共贯穿六根方木，装

十二只木拐，供三人操作。二

是车身。以木板为槽，做成凹

形槽状，分上下两层，下层通

水，上层承载龙骨，中间隔板，

槽末端装有一个小齿轮。龙骨

由板叶和连接板叶的交骨构

成，使用时以木栓连接成环状，

前后套在车架的大齿轮和槽末

端的小齿轮上车水。

耕田灌溉之前，我们一般

是一人肩扛车架，一人扛车身，

另一人是扛锄头，若是夏日也

附带扛来草簾。来到河畔，将

车架设在车水头，车身的一头

按在岸上，另一头伸入水中，两

根竹杆一竖一横用绳子一扎，

在水中固定地托着车身。若是

夏日，并在车架上方搭起了草

簾，用以遮阳。

车水时，三人上了车架，脚

踩木拐，使大轮轴转动，带动龙

骨，让槽内板叶刮水上行，倾灌

于地势较高的田间。清代蒋炯

的《踏车曲》生动地记述了其使

用的过程：“以人运车车运辐，

一辐上起一辐伏。辐辐翻水如

泻玉。大车二丈四，小车一丈

六。小以手运大以足，足心车

柱两相逐。左足才过右足续，

踏水浑如在平陆。高田低田足

灌沃。不惜车劳人力尽，但愿

秋成获嘉谷。”

我自十四、五岁开始，就跟

随生产队大伙们一起车水。 春

天惠风和畅，秋日金风送爽，气候

宜人。这春、秋两季，我们一同车

水，脚踏大轮轴上的木拐，上肢倚

着车架上的横杠，嘴里天上地下、

乡野逸事或今古奇观，无所不谈，

倒是有点儿轻松自如。

盛 夏 岭 云 烘 日 ，野 树 无

风。这时候尤其是午时左右，

我们趴在车架上车水，虽然上

有草簾遮体，但还是难抵田野

的酷热，汗流浃背，忍不了也会

脱去衣服，只剩裤头。嘴巴干

了，来到河边，用手拨开水面，

双掌捧起一把清水喝，解一下

渴；脚板痛了，迈下车架跺跺

脚，走几步，而不会跋水，若此

时沾水，恐患风湿病。一天下

来，人确实有些疲惫不堪。夕

阳西斜，偶然仰卧于河畔草坪，

遥望着蓝天白云，任凭东南风

抚摩，倍感心旷神怡。我曾经

填写了《诉衷情·车水》，追溯当

年车水的经历和感怀：“秋前那

个艳阳天，似火烤禾田。踏车

清水河畔，寂寞听潺潺。空薄

暮，体疲殚，步蹒跚。此时谁

晓，卧岸临风，奇福如仙。”

有一年，家乡遭受百年一

遇的旱灾，水浅河底。生产队

调来三部水车、九位男子汉盘

水。凌晨开始作业，水车与水

车之间，挖个小池子作为联系，

环环相扣，取水上岸。休说盘

水多辛苦，就是看看不同水车

的出水量也可知一二，河底那

部水车的板叶刮了满水，至顶

部水车吸水上岸只剩下了一

半。那时，我还是个孩童，至今

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湖前

五金厂试制成功 64～44型 3x3
水泵，并参加过全国小型农具

展览。这种水泵小巧玲珑，售

价低廉，颇适应生产队使用，因

而闻名省内外。我所在的生产

队很迟了才购来一台，从而告

别了木质水车。这种水泵配用

一千瓦功能的电动机，我们找

来一块长约一米、宽约廿五厘

米和厚约三厘米的木板，与水

泵一并安装其上，使用前一人

肩扛或两人一抬，来到河边一

放，拉上电源，即可抽水。

夏天日照强，田水蒸发大，

这台水泵只好昼夜运转。队里

作了这般安排：白天一人巡水，

夜间两人巡水。夜间巡水，我

的频率甚高。这种活的工作量

不大，而主要是熬夜。日暮，我

也会划来河泥船，插船桨固定

船尾于河心，河心少蚊凉快，便

于夜半休息。一日夜晚，我与

同伴肚子饿得难受，破例地敲

响了乡村小店，称来一斤散面，

又从人家瓜架下摘来一条丝

瓜，凑和地煮了分吃，饱腹后再

巡一次水，便躺在船尾呼呼地

睡大觉了。

翌日上午，我前往丝瓜所

有者的家中，如实地告知夜来

摘丝瓜的事情。家乡人向来纯

朴大方，女主人听了我所言，连

忙地摆了摆手说：“不要紧，不

要紧。”我心里非常明白，女主

人所说的不要紧，意思是就这

么点儿小事，不足挂齿。

“不行，丝瓜要付钱的！”随

着一句清脆的声音从闺房内飘

来，一位姑娘靠在了闺房的门

口。这姑娘是主人的女儿，约

有十六、七岁，平时她与我在同

队干农活，彼此熟悉，只见这时

她欹斜脑袋，圆瞪双眼，轻扬娥

眉，口含微笑，好像等待着我表

态。我一时不知所措，最后还

是笑着回应了一句：“好的。你

就慢慢地等着吧。”

晚年，我回忆此事，填写了

一首《清平乐·夜摘丝瓜》，作为

留念：“彼年烟夕，车水环川

陌。夜半丝瓜知处觅，煮面里

人同食。天光禀告尊堂，分明

应答无妨。娇女闻声挪步，解

颐呼唤清偿。”

好长不见农田灌溉了。去

年夏日，我特地去家乡的田野转

了一圈，原来农田灌溉也用上了

工程排水的设备，水泵往岸边水

里一抛，河水通过软管，源源不

断地奔涌而上，流入了广阔的田

野，湿润着大地的禾稻。

时代变了，灌溉早就不依

赖于水车，从而免除了人力之

辛苦。但愿普天下的好人一生

幸福。

车 水

杨道敏

我自懂事的年龄便知道将军山，

因为我的爷爷的坟墓就在将军山对面

的田螺湾上，我爷爷的祖上坟墓就在

将军山脚。位于钱库镇岭脚村东边的

将军山高不过百米，也不出名，山上有

一根十几米高的石柱，很像一个人的

身体，据说平坦的石柱顶上还可以摆

一张八仙桌；东括山上也有一块岩石，

很像一个人的头。它们合在一起就是

一个人，人们叫他石将军。据旧志记

载：“相传昔越阳将军屯兵于此，下有

磨刀坑。”今人不知“越阳将军”是何朝

人物。

将军山更因一个有关“杨文广收

妖”的传说而在江南垟一带民间广为

流传，我小时候去爷爷坟墓扫墓时，父

亲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传说北宋时期，杨家名将杨老令

公的曾孙杨文广兵分海陆两路，南巡

海疆。海路由杨文广带领；陆路由杨

家女将杨排风率领。

夏日的一天，东海上刮起台风，海

浪很大，船无法向前行驶。杨文广下令

把兵船停在舥艚避风浪。第二天，台风

过去了，天气也转晴了。杨文广站在船

头遥望，发现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上

有块武士模样的怪石，站在好多块石头

当中。杨文广感到奇怪，就叫个当地的

老人来问。老人说：“五代时钱王的库

司就在那里，名叫将军山。山上这怪

石，就是当地人听了都怕的石将军。山

上的石块和石坪边的石子，都是石将军

的兵马，很多很多。现在石将军眼睛闭

着，老百姓还平安无事；一旦双眼一开，

连那些石子也都变活了，就到村里杀人

放火。它开过几次眼，害苦了老百姓，

村民只好扶着老人、带着孩子逃到别的

地方去。这石将军身体奇硬，连刀斧都

砍不进去，老百姓对它没有办法。”杨文

广听了很生气，问：“老人家，真的没有

办法杀死它？”

老人家回答说：“不，可以杀死

的。石将军三寸咽喉是肉，一割断它

的咽喉，它就活不成了，只是当地人无

法爬上去。”杨文广听后，拿出一支茅

干神箭，在钱库宋家港搭上弓，用力一

拉，“嗖”地一声，神箭笔直向石将军的

咽喉飞去。快要飞近的时候，神箭慢

了下来。杨排风一看，赶紧拿出神扇

一扇，神箭一下儿插进了石将军的咽

喉。石将军的头和身体分了家，头飞

到了对面的东括山，身体仍旧留在将

军山上。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就免了

大灾难。

据说，石将军的巨头落地时，地动

山摇，将军岭另一头的石塘卵石滩石

子也被惊跳了三昼夜。遗憾的是，石将

军盔上的一颗宝珠从此下落不明。

将军山

地处东括底村的将军山石将军

金子友/摄

尤荣开

起初，人们光知道用大蒜

调味；那么，从什么时候发现它

具有药性的呢？这里，有一段

故事。

从前，有个医生，脉性很

好。他身边有个小药童，平日

帮着捣药，也干点别的零碎活

儿。医生空闲的时候，就把治

病用药的道理讲给小药童听。

有 个 农 夫 ，是 医 生 的 邻

居。他很想学医，就去找医生，

说：“先生，你收我当徒弟吧！”

当时行医的，一般都是家传，轻

易不传外人，传给儿子，也不传

给女儿。所以，医生没有答应。

但是，农夫并没有打消学

医的念头。他听说，医生经常

在晚上教小药童医术，就在一

天晚上，悄悄来到医生的窗外，

竖着耳朵偷听。

其实，这天晚上，医生和小

药童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原来，有个病人欠了医生一笔

药钱，小药童刚刚把帐结算

完。他问医生：“那人欠的钱还

不能归还，要不要加利钱呀？”

医 生 说 ：“ 算 了 ，止 下 利

吧。能还药钱就行啦……”

可是，农夫没听见前言，也

没去细听后语，听听到“算了，

止下利”这么半句。他以为，这

是医生正向小药童传授“蒜能

止下痢”的秘方呢。心想，总算

学会了一招，回去试试再说吧。

第二天，农夫就对人们说：

“我能治痢疾。”但人们不相信，

谁也不让他给治。

农夫有个亲戚，住在二十

里地外。碰巧，那亲戚得了痢

疾。农夫就跑去，用生大蒜当

药，让那人吃了好几天，那人

真给他治好。从此，农夫就住

在亲戚家，专门给人治痢疾。

他治一个，好一个，名声越来

越大。

消息传到医生耳朵里，他

就去找那位农夫，问道：“你这

本事是跟谁学的？”“跟您呀。”

“不对，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有一天晚上……”农夫把

那天的情况说了一遍。医生哈

哈大笑起来：“我们当时说的是

算帐的事啊！”

农夫也愣住了：“那怎么大

蒜还真能治痢疾呢？”

医生说：“该着你是学医的

材料，我就收你当徒弟吧！”

就这样，歪打正着，发现了

大蒜具有止痢的药性。从此，

大蒜也成了味中药。

注释
【植物形态】多年生草本，

全株具特异蒜臭气。鳞茎扁圆

锥形或球形。叶数片，基生，扁

平，线状披针形，灰绿色，长可

达 50cm，宽 2～2.5cm，基部鞘

状。花茎直立，较叶长，高55～

100cm，圆柱状，膜质，浅绿色。

伞形花序，花小，多数稠密，花

间常杂有淡红色珠芽，直径4～

5mm；花梗细长；花被片6，粉红

色；雄蕊 6，白色；子房上位，淡

绿白色，长圆状卵形；雌蕊 1，3

心皮3室，蒴果。种子黑色。花

期5～7月，果期9～10月。

【性味归经】味辛、温、有

毒。久食损人目。

【功效】行气消积，杀虫解

毒。

【应用】用于感冒、菌痢、阿

米巴痢疾、肠炎、饮食积滞、痈

肿疮疡。

【用法用量】10～20 克，可

以生吃。

大蒜的传说

药用大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