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荣开

杜仲，《神农本草经》谓其“主治腰膝

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除阴下痒湿，小

便余沥。久服，轻身耐老。”杜仲是中国特

有药材，其药用历史悠久，在临床有着广泛

的应用，尤其在治疗阳痿早泄，有其独到的

功能。关于杜仲药名的由来，源于一个美

丽的传说。

很多年以前，洞庭湖畔的货物主要靠

小木船运输，岸上拉纤的纤夫由于成年累

月低头弯腰拉纤，以致积劳成疾，十有八九

患有腰膝疼痛的顽症。有一位青年纤夫，

名叫杜仲，心地善良，他一心想找到一味药

能解除纤夫们的疾苦。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告别了父母，离

家上山采药。有一天，他在山坡上遇到一

位药翁，于是满心欢喜地上前拜见，可老翁

头也不回就走了。

杜仲心急如焚，屈指一算离家已二十

一天了，老母亲所备口粮也已吃光，可至

今仍未找到药物。于是，他又疾步追上

前拜求老翁，诉说了纤夫们的疾苦。老

翁为其感动，赶忙从药篓中掏出一块能

治腰膝疼痛的树皮递给杜仲，告诉他这

种草可以治疗腰膝疼痛，并指着对面高

山告诉杜仲：“那山上有很多这种草药，

但山高坡陡，采药时可要小心哪！”杜仲

连连道谢，拜别了老翁，又沿着山间险道

攀登而去。

半路上，他又遇到一位老樵夫。老樵

夫听说杜仲要上山顶采药，连忙劝阻：“孩

儿，想必你家还有老有小，此山巅鸟也难以

飞过，猿猴也为之发愁，此去凶多吉少啊

……”。

杜仲一心要为同伴们解除病痛，于是

毫不犹豫地往上爬，他爬到半山腰时，肚子

饿得咕咕作响，心慌眼花，突然翻滚下来，

万幸身子悬挂在一棵大树上。过了一会

儿，他清醒过来，发现身边正是他要找的那

种树，于是拼命地采集。最后他精疲力竭，

被山水冲入洞庭湖。

洞庭湖畔的纤夫们听到这一噩耗，立

即寻找，终于找到了杜仲的尸体，他还紧紧

抱着一捆采集的树皮。纤夫们含着泪水，

吃完了他采集的树皮，果真，腰膝疼痛好

了。为了纪念杜仲，人们将此树皮命名为

“杜仲”。

注释
【植物形态】落叶乔木，树皮、叶、果折

断后有银白色细丝。树皮灰色，小枝淡褐

色或黄褐色，有皮孔，髓片状。叶互生，椭

圆 形 或 卵 状 椭 圆 形 ，长 6～8cm，宽 3～

7.5cm，先端渐尖，基部圆或广楔形，边缘有

锯齿，下面脉上有毛。花单性，异株，无花

被，先叶开放，单生于新枝基部；雄花雄蕊

5～10，花丝极短；雌花子房狭长，单生于新

枝基部；雄花雄蕊5～10，花丝极短；雌花子

房狭长，顶端有2叉状花柱。翅果扁薄，狭

椭圆形，长约 3.5cm。花期 3～5 月，果期

7～9月。

【性味归经】甘，微辛，温。归肝，肾经。

【功效】补肝肾；强筋骨；安胎。

【应用】
1.主治肝肾不足，腰痛膝软。

2.适于肾虚胎动不安或习惯性堕胎。

此外，还可用于肝阳上亢，头晕目眩。

【用量用法】树皮入药。内服：煎汤，

10～15g；或浸酒；或入丸、散。

杜仲的传说

谢祖杯

盘古开天辟地，显山露水，这山、这水，

它们与人一样是有名讳的，好像喜马拉雅

山、珠穆朗玛峰、长江、黄河、钱塘江、瓯江、

飞云江、横阳支江。

藻溪亘古有之，发源于高垟山。上游

有东溪，西溪。中游叫藻溪，中游左支流盛

陶溪，发源于挺南笔架山，在杨家汇融入藻

溪。下游是梅江。唯独中游之右分支流，

从杉桥头——现公路桥鱼嘴口过水，流经

繁枝垟，到元店狮山北麓，与藻溪下游“梅

江”相聚，然后出流石水闸汇入横阳支江

止，全程长三千米。这藻溪中游之右分支，

叫什么名？曾问过藻溪健在的耄耋老先

生，都不知道。

水既能支持生命，造福人类，水也能颠

覆生命，水患无穷。我县处滨海平原山丘

地带，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四季

分明，雨水充沛，但往往会给住在低处的人

民带来洪涝灾害。抗洪，自古来就只采用

“疏与堵”。

民国版《平阳县志卷八·水利》载：明洪

武二十七年（1394年），西阳坡一带兴建和

尚埭。所谓“埭”，是指古代堵水的堤坝。

显然，这是属于“堵”的手法。现在，我们都

能观察到藻溪流域就有多条堵水的堤坝

——埭，如建光村鲤鱼山麓到杉桥头，也就

是黄厝内前面的这段堤坝。

清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七月初三水

灾，洪水冲塌杉桥头建光村黄厝内前堤

塘。是年冬，廿六都（繁枝）乡民重新修筑

加固这段堤塘，廿八都（渡龙）乡民恐怕这

次修堤，未来的洪水会完全倒向“梅江”流

域，增加渡龙垟抗洪的压力，受灾几率增

大，因而激烈反对，从而引发械斗，出了人

命，打起官司。后经判定：打死二人不偿

命，今后“二八分水”。这就是藻溪中游左

首，在杉桥头鱼嘴口处“二八”分流的由来，

主干流分水得藻溪总流量十分之八，下“梅

江”过渡龙垟；右分支流分水得十分之二，

流量小，进“注江”过繁枝垟。

2018 年 4 月 7 日，我第一次听陈君绍

英介绍，藻溪这右分支流叫“注江”，在繁

枝村前江面上曾修有一条石板桥就叫“注

江桥”。

1980年代，时藻溪小流域治理，繁枝垟

河道稍微拓宽拉直，“注江桥”被拆，石桥板

随意放在岸上。时，陈君绍英在原藻溪区

任分管农业副区长，“有心人”绍英君下工

地时发现有一块石桥板侧卷面上镌刻有文

字，于是用青草黏“注江”水洗去石桥板字

面上泥巴，文字显现可辨，便抄录记载在工

作笔记本上，文字排列款式依照桥板上自

右至左原来样子，照抄如下：

捐曰 武 世 董 作 国董繁

陈 宋 桥江注 陈学 都六廿

建艾 端 昆 事 璜 生事枝

看了绍英君的记录，清楚知道繁枝垟

这条江就叫“注江”，但是，注江上修的“注

江桥”却没有镌刻修建时间，能不能从“注

江桥”捐建董事们的基本信息中，了解到修

建“注江桥”的时间？次日，便和老同学郑

克助一起走访繁枝村、下村村，得到陈、宋

两姓老兄弟的大力支持，他们捧出族谱任

由翻阅，终于得到“注江桥”捐建董事四位

先贤的基本信息，抄录如下：

国学生陈志稳 讳港，黉名作璜，生乾

隆戊寅年九月十一寅时、卒道光辛丑年三

月初二戌时（1758—1841），享年 83。配淋

头三连屋姜氏，生乾隆壬午年七月十八申

时、卒嘉庆丁丑年八月廿九戌时（1762—

1817），享年55岁。嗣子一、生男一。公妣

附葬荪湖溪头祖父坟，下坛右边二圹。

道光己酉年（1849）仲春月，国学生作

璜八旬寿诞，钦命内阁学士、礼部左侍

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史题赠“岱桂长

芳”匾额。

族谱有《作璜公赞》：气象矫矫，度量休

休，经权各得，才艺兼优，登之品格，平之谟

猷，幼而好学，建李溪楼，长则货殖，持王戎

筹，浮梁购买，杭州勾留，鳏却在壮，凤无再

求，几微必辨，决断有谋，恤贫周急，家代公

收，远近悦服，贤智谘诹，纯嘏天锡，杖履优

游，一字褒表，恩承螭头。

恩赉宋世昆 讳媄，生乾隆己丑年十二

月十一日亥时、卒道光己酉年正月初十日

酉时（1769—1849），享年 80。配西垟坡陈

氏，生乾隆庚寅年七月初二日子时、卒嘉庆

甲戌年五月初二日寅时（1770—1814），享

年44岁。合葬下村山坐癸兼丑。生男四、

女一适本地林式潭。

宋武端 生乾隆甲寅年九月十四日子

时 、卒 同 治 辛 未 年 十 一 月 初 五 日 辰 时

（1794—1871），享年 77 岁。配东垟谢正彦

女，生乾隆壬子年八月初六日戌时、卒道

光戊戌年六月十二日子时（1792—1838），

享年46岁。葬父坟。男五、女一适屿兜曾

子阔。

陈曰艾 生嘉庆甲子年三月十四日巳

时、卒咸丰癸丑年五月十三日午时（1804—

1853），享年 49。配鲸头金家垟郑友裕翁

女，生嘉庆壬戌年十二月廿五日辰时、卒

光 绪 己 卯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巳 时（1802—

1879），享年77岁。生男三、女一适江南三

大庙痒生谢鸣谦第四子大就为室。公妣附

葬本地董宅后，圹居上坛右边，坐丙向壬兼

子午分金。

从陈、宋两家族谱的信息中，可以了

解到：

1.董事、国学生陈作璜。

国子监是我国自隋朝以后的中央官

学、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故

国子监的学生称国学生。陈作璜曾是国

学生。

“长则货殖（经商），浮梁（今新昌）购

买、杭州勾留（停留）”。说的是作璜成年后

在浮梁、杭州一带做生意。壮年丧妻而鳏

居，“凤无再求”。他“恤贫周急”，因而“远

近悦服”。钦命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提督

浙江全省学政，曾送匾额“岱桂长芳”为国

学生作璜八旬祝寿。所以，作璜在“捐建注

江桥”时，作为首席董事，地方上大众信服，

有号召力。

2.董事、恩赉宋世昆。

百度“恩赉”，恩赉是指恩赐，即皇帝降

恩的诏书。恩诏,自古有之,《汉书》中就有

关于恩诏的记载。开始的时候，恩诏所涉

及的范围很狭窄，一直到了清代,它发展到

了一个较为宽泛的阶段，包括了诸如人才

选拔、官员恩赏、推恩于民、风俗教化、公益

设施等其它社会各层面的内容,列为恩赉的

主要职责。

“恩赉”在咱乡村族谱中屡有出现，用

现代的语言表达是否可以理解为：早年乡

村中，为农村最基层办实事的没实权的没

薪资的小“服务员”，管得宽，比如地方上修

桥、造路，都是职责之一。在宋姓家谱里，

看到宋世昆名字上头有“恩赉”套红字出

现，因此，宋世昆在修建“注江桥”的董事中

位列第二，除了年龄排第二位外，因“恩赉”

名号，也就在情理之中。

3.推断“注江桥”建成时间——1840年。

虽然，“注江桥”没有具体的修建时间，

但从四位“捐建注江桥”之董事的年龄信息

中，大致可以推断注江桥于“清道光二十年

岁次庚子（1840年）”建成，理由是：

四位董事按年资排序，陈作璜最年长，

杖朝之年——旧指男子年过八十，就可以

允许撑着拐杖入朝——“捐建注江桥”，扛

旗为首席董事，大家信服，有号召力。

这年，最年轻的陈曰艾 36岁。世说：

男子三十无须不成相。又说：嘴巴无毛，

办事不牢。修建“注江桥”，是地方上民

众生产、生活迫切需求的大事，一定经过

长期酝酿、筹募资金、监督施工等操作流

程，这个过程至少也要二、三年。所以，

“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1840 年）这一

年，陈曰艾已经是个成熟的能当担的敢

当担的男子汉。

所以，“注江桥”在1840年建成，比较切

合实际。

如果把“注江桥”建成时间，从 1840年

提前十年八年何尝不可，如果提前十年八

年，陈曰艾过于年轻，无以服众。如果把

“注江桥”建成时间滞后于“1840年”，首席

董事陈作璜1841年谢世。因此，推定“注江

桥”于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1840年）建

成，相对比较合理。

适逢盛世，治水也根据实际，采用江弯

拉直、江面拓宽、江床高程依据实际稍有起

底，因采用“疏”的方法，所以才有了“注江

桥”被拆的命运。这“注江桥”上“注江”俩

字的出现，它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这桥就

是修在“藻溪二八分流”之右支“注江”之

上，故名“注江桥”。

注江上曾修建4座石桥，桥名有用桥所

处在村名来命名，如“丁岙桥”“魁桥”。有

以建桥主事人名来命名的，如“和尚桥”，是

由“荐恩寺比丘文瑛及徒弟戒清”在“弘治

十二年（明1499）己未七月重建”，直接由出

资比丘命名“和尚桥”。修建在“和尚桥”下

游约 500米处，就是“注江桥”，只有“注江

桥”是以桥所跨江之名来命名，顺理推论这

右支流名曰：注江！

“注江桥”建成时间的推断，可以“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这“注江”之名的出现才

是现实。

藻溪“注江”在哪里

中草药故事中草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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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杜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