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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故事中草药故事

谢祖杯

早年，藻溪大溪本没有桥，过往行人要

摆渡过溪。据传，清光绪丁亥年（1887），

“春生内”章云卿“倡建”藻溪大桥。

章氏族谱载：云卿，本名昌晨，官名庆

星，号云卿，生清咸丰癸丑年、卒民国乙丑

年（1853—1925）。云卿人称春生媄，章氏

族首，曾是方圆百里内的著名“公卿”——

民间调解员，经常坐“兜脚”出门为亲仁乡

周边各地义务调解民事。

云卿和“春和内”宅主昌彰是同胞亲兄

弟，和“旗杆内”宅主章大玺是同宗。他从

魁桥村搬迁藻溪，首先经营酿酒业，创业

成功获利后，便在泗洲桥北边桥头藻溪

“新街”修建大宅“春生内”。春生内大宅

均二层楼房，宅院造型精巧，正厝朝南 5
间，面溪，临溪起基筑围墙，围墙开门建造

私家埠头，藻溪人称“春生埠”。在当年矾

山明矾过境藻溪鳌江中转期间，昌晨抓住

商机，在正厝右首建厢房 8间，面西，与旗

杆内、春和内、章才回等民居两相对，在厢

房创办“春生客栈”兼营南北货店，顾客盈

门，生意兴隆。

清光绪丁亥年，章昌晨，已经34岁，“而

立之年”后，是个成熟的顶天立地的敢作为

的男子汉，而且，他也已经融入社会，是个

成功人士。用现代网络语言表述，云卿在

藻溪境内有很多“粉丝”，所以他带头发动、

倡议修建“泗洲桥”，方便过往藻溪的客商，

藻溪及周边群众对在藻溪大溪上造桥，响

应、支持，凑份子钱的人也会是相当可观

的。藻溪“泗洲桥”的建造虽没有文字记

载，但这个民间传说有相当可信度。

清光绪年间修建的“泗洲桥”，北向桥

头联接建光村“新街”，南向桥头在藻溪下

街。桥两墩三孔，桥长 26米、宽 5米，青石

栏杆，栏杆竖柱 100多厘米高，每根竖柱上

头镌刻成圆球状或瓜瓣状或八角状或蹲踞

式石狮口含小圆球状等，2座桥墩迎水面由

红花岗岩巨石砌就犁头状，以削弱洪水对

大桥的冲击力。南向桥头边上修建“泗洲

亭”，过往客商可以在亭内避雨、纳凉、休

息。“泗洲桥”在彼时此地，确实“大”，所以

坊间都叫“藻溪大桥”，因此，跨藻溪中游这

段水域都叫“大桥溪”。

建成有近百年历史的“泗洲桥”，经历

了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在人民共和国时

代，经历了数次原址拆建，拆建情况：

泗洲桥第一次拆建：1964 年，兴修水

利，原址拆建。

清光绪年间建造的“泗洲桥”，那么漂

亮，经受了近百年的风雨考验，为什么要

拆建？

说来话长。藻溪是横阳支江最长的支

流，集雨面积有 100多平方千米，东、南、西

三向环山，最高的山海拔近千米，最矮的山

海拔也有二三百米高。山间地势自然形成

的山涧水流，水势一般有雨大，下泄快。

再说，早年间修筑的防洪堤坝没有规

划，完全是民众意志，河道弯曲，河床淤积，

江河宽窄不一，藻溪以上有二三十米宽，猪

母桥以下宽只有十七八米，有的河段宽不

到十米。江河出口不是喇叭状，而是漏斗

状，发洪水时，排洪不畅。

第三，藻溪支流泄洪压力本来就很大，

发台风一般都在农历大潮期间，东海大潮

顺鳌江口进入，与洪峰形成顶托。俗话说

“强龙难压地头蛇”，而此时的地头蛇——

来势凶猛亟待下泄的洪峰，被大潮头顶压，

洪水倒灌，致使江堤崩塌，形成严重的内

涝。如有记录的 1959年 5901号台风，7月

16日（农历 6月 11）在平阳登陆，时值早稻

成熟期，受灾农田 22.8万亩，早稻减产 5亿

斤，死25人，经济损失2548万元。

第四，当年所修“泗洲桥”筑就2座巨型

红花岗岩石犁头状桥墩，虽然“犁头状桥

墩”能保护自身和石桥不被洪水冲跨，但

是，那时节藻溪中游这段溪门也只有二十

几米宽，溪中央被两个巨型“犁头状桥墩”

占了位置，洪水下泄受阻。因而发洪水时，

肆虐的洪水使藻溪老街乡亲受害不浅。后

来在顶街头原藻溪小学西北向墙角和原藻

溪保健所东向墙角两角之间修了一米多高

的水闸，抵挡洪水，减轻洪水“入侵”。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兴

修水利”，时平阳县政府有统一规划，合理

安排。

1964年这次整治藻溪流域，截弯取直，

疏浚“梅江”下山虎至流石江段和“注江”魁

桥至流石河段，并把清光绪丁亥年（1887）
修建的泗洲桥“犁头状桥墩”及石桥拆了，

取而代之的是用中空方钢切割焊接成拱形

桥钢架结构，钢板作桥面，钢管作栏杆的

“泗洲桥”。

泗州桥第二次拆建：1989 年，在 1964
年拆建的方钢拱形桥钢架结构“泗洲桥”原

址，拆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泗洲桥”。

1989年在“泗洲桥”原址拆建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泗洲桥”，历经数次在苍南县及

周边登陆的台风的严峻考验：2002年9月7
日（农历八月初一）台风“森拉克”；2004年8
月 12日（农历六月廿七）台风“云娜”；2005
年 7月 18日（六月十三）台风“海棠”；2006
年 7 月 14 日（六月十九）台风“碧利斯”；

2006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桑美”

台风。

泗洲桥第三次拆建：2010年，因藻溪小

流域治理，溪面拓宽，1989年建成的钢筋水

泥结构“泗洲桥”被拆建。

这是政府的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2002 年，对藻溪流域进行整治，原滩下水

坝、矴步被拆除，选址在原坝址下游的公婆

石脚建造橡皮坝，自由溢流，而且能五年一

遇每秒 45立方米流量不坍坝，当十年一遇

时，能坍坝溢流，减少溪流过水阻力。

2010年本次治理，要彻底铲除藻溪中

游这段水害隐患，溪门拓展到 50米以上，

溪床按设计要求加深展平，两边堤岸加高

加固。

经过整治，展现在社会前面的大桥溪

南岸——藻溪老街坐北朝南向临溪民居，

堤岸加高，面水向自矴步头桥西桥头起到

横江出水口止，防护堤坝外墙都加砌条状

红花岗岩石，水泥灰勾缝。防护堤坝都临

溪起基，在水平面上约 0.5 米左右浇筑

1.5～3.0米宽水泥步行道，堤顶浇红色沥青

砂路面。

大桥溪北向，自大桥溪“二八分水口”

至鲤鱼山，筑拦水堤坝，也是临溪起基，在

溪水平面上约 0.5米高先浇筑水泥步行道

1.5米左右宽。大堤迎水面外坡自步行道

以上三分之一处，先铺六角形空芯水泥块，

空芯植草，以上三分之二外坡全部植草。

这次所建泗洲桥长 56米，宽 7.5米，主

跨部分采用空心板结构，组合式桥台，桩柱

式桥墩，桩柱直径 1.0米，钻孔灌注混凝土

桩基础，桥下净空 6.16米。这次重建，“泗

洲亭”被拆，泗州亭木料另作他用。

2010年这次拆建的“泗洲桥”，也经历

了数次强台风的考验，如：2015年 8月 8日

第 13号超强台风“苏迪罗”，这次台风我市

90个乡镇受灾人口 166.24万人，倒塌房屋

382间，作物成灾面积50.69万亩，绝收面积

6.32万亩，因灾减产粮食 14.12万吨，损坏

堤防 503处 45.38千米，损坏护岸 1280处，

水闸60座，冲毁塘坝188座，损坏灌溉设施

3486 处、水文测站 45 个，公路中断 303 条

次，供电中断 317条次，通信中断 19条次，

停产工矿企业2343家，直接经济损失50.14
亿元。

这次台风苍南受灾严重！但是藻溪泗

洲桥及桥两岸还是平安。足见我县水利治

理的愿景实现，在自然重灾面前，经受住考

验，引水入槽，堤不破，桥不败，洪水没有漫

堤加害藻溪两岸乡亲。

藻溪泗州桥

尤荣开

白芷具有祛风燥湿、消肿止痛的作用，

用于治疗各种痛症，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

加入白芷一味，每每能收到神奇的疗效。

关于本药的由来，还有一些有趣的传说。

相传有一位已过 30岁的秀才，时常感

到头沉重并伴有头痛。刚有这种感觉的

时候，还以为是因为读书过劳造成的，因

此并没有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头痛

加剧，同时面部发麻，从头后部及两肋滴

滴嗒嗒流出冷汗，疼得他简直难以忍受，

家里仆人忙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可相继

请来了数位医生，诊脉、开药、服药，丝毫

未见效果。

友人见状，给他介绍有位专治头痛的

名医。秀才在家人的劝导下，终于上路，随

家人前往名医处求医。可是秀才见到医生

后，秀才呻吟并乞求着医生。医生将秀才

留下，开始为他治病。

被安排在病室住下的秀才，接过医生

从药箱中取出像小拇指头大小的药丸，放

在口中慢慢地嚼后，用荆芥汤服下。当秀

才把药丸放入口中慢慢地咀嚼时，有一种

特殊的香气，直通鼻窍，使人感到一股清新

之气，直达脑海，好不惬意。

翌日下午，秀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往

日不见的表情。他暗自揣摩，原先经数位

医生诊治都无法解除的头疼，在这里只靠

几粒药丸即止住了头疼，真是名不虚传的

名医。其药神效，立竿见影啊!
夜间秀才起床方便，月光下名医正在

用石臼粉碎的药材，这药材正是秀才白天

在棚子里看见的那种带有茎叶的白色的

根。不分

大小，碾成细粉，

再加热蜂蜜，搅拌，转眼间，就制成 了 药

丸，然后放在木制盘里干燥。

转天清晨，秀才被从梦中叫醒。他看

到医生站在床前，急忙起身，坐在床上。“关

于这种药，我想好像你已经知道了。那么

我也就不再对你隐瞒了。”医生说着，脸上

浮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表情。“这种

药，是我家的祖传秘方，它具有很强的止痛

效果。可是，很遗憾，这种药材的名字没能

传下来。你是秀才，我想求你一件事，给这

种药材起个恰当的名字。所以，这么早就

跑到你这里来了。”

一直在默默地听医生说话的秀才，此

时他紧紧地握住了医生的双手。“正如先生

所说，昨天，我确实在院子的药棚里，初次

见到了治疗我头疼的草药。现在您让我给

这个草药起个名字，真让我从心里高兴，如

果真是要给它命名，就叫它‘香白芷’，您看

如何?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它的含义，‘香’

是这种草药本身具有的独特香气；‘白’是

这种药材的颜色；最后一字‘芷’吗，即所谓

最初长出的根的意思，并有‘止’的意思，因

为它能即刻止痛。”

医生听了秀才的话，拍手叫好。就这

样，叫做“香白芷”的

镇痛药，从此以后，成了

一种药材，并在全国各地被

广泛地使用了。

还有一个白芷治疗痛经的传说。相传

公元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都汴梁（今开

封），一时太平盛世，人才荟萃。传说南方

一富商的掌上明珠，年方二八，患有痛经

症，每逢行经即腹部剧痛。虽遍访当地名

医，但疗效甚微。

千金小姐痼疾缠绵，形体日衰，容颜憔

悴，精神萎靡。急得富翁食不甘味，夜不成

寝。为了治好千金之疾，富翁携带爱女日

夜兼程前往京都，寻找名医。

赶至汴梁时，适逢女儿经期，腹痛频

作，呼天唤地。正巧，一采药老翁路过闻

之，经仔细询问病情后，他从药篓里取出

白芷一束相赠，嘱咐他们以沸水洗净，水

煎饮用。

富翁半信半疑，但眼看女儿疼痛难忍，

无药可施，只好一试。不料，女儿一煎服而

痛缓，二煎服而痛止，又服数煎后，次月行

经，既无疼痛。富翁喜出望外，四处寻觅采

药老翁，要以重金酬谢。

注释
【植物形态】多年生草本，高 1～2 米。

根圆锥形，具4棱。茎直径4～7厘米，茎和

叶鞘均为黄绿色。叶互生；茎下部叶大，叶

柄长，基部鞘状抱茎，2～3回羽状分裂，深

裂或全裂，最终裂片阔卵形至卵形或长椭

圆形，先端尖，边缘密生尖锐重锯齿，基部

下延成柄，无毛或脉上有毛；茎中部叶小；

上部的叶几仅存卵形囊状的叶鞘，小总苞

片长约5毫米，通常比小伞梗短；复伞形花

序密生短柔毛；花萼缺如；花瓣黄绿色；雄

蕊 5，花丝比花瓣长 1.5～2 倍；花柱基部绿

黄色或黄色。双悬果被疏毛。花期 5～6

月。果期7～9月。

【性味归经】性温，味辛，气芳香，微

苦。入肺、脾、胃经。

【功效】祛风湿，活血排脓，生肌止痛，

肠风痔漏，赤白带下，皮肤瘙痒。

【应用】
1、祛风解表。

2、祛风止痛：用于头风痛、偏头痛、眉

棱骨痛、鼻渊头痛、齿疼等。

3、消散排脓。

4、燥湿止带。

5、宣通鼻窍。

【用量用法】6～30g，水煎服。

白芷的传说

白芷植物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