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001

郁
伟
年  

著



　 

　 

　 

序

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谷千工 / 郁伟年著 .—宁波 : 宁波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26-2918-7

　Ⅰ . ①百… Ⅱ . ①郁… Ⅲ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3683 号

百谷千工
BAI GU QIAN GONG

著　　者　郁伟年

策划编辑　沈建国

责任编辑　张爱妮

责任校对　王　苏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美达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5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918-7

定　　价　48.00 元

宁波出版社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001

传统农具和农家日常生活用具，是中国世世代

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农具的发明创造以及改良演化，反映了

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维系着传统农业自给

自足的生产方式，而农家生活器具则折射出一个地

方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所谓乡愁，并不仅仅是记

忆中家乡的山山水水、老屋古树，它或许是一只小小

的铜火熜，或许是火缸里焐出来的一碗番薯粥，也或

许是已经遗弃在老屋里的一只旧稻桶。为什么偶然

见到一件老农具、老物件，便会心跳加快、激动莫名，

脑子里便会浮现那过去的时光？那是因为，这些东

西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你的骨子里、流淌在你的血液

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时代变迁，沧海桑

田，许多老农具、老物件消失了，但大地留下了它们

耕耘的身影，种子里嵌入了它们的基因，民俗节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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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它们烙下的深深印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做过农民的都知道，一粒稻谷、一朵棉花，从

种到收，再变成香喷喷的米饭、暖洋洋的衣服，不知

要付出多少辛劳多少汗水，肩膀无数次地被扁担磨

破，手指头无数次被镰刀、叶刺划破，衣服无数次被

汗水湿透，脚上的茧剪了又厚，草帽不知被太阳晒酥

了几顶，为了求得温饱，就这么披星戴月、风餐露宿、

流血流汗，真可谓百谷千工，粒粒辛苦。

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表描写这些老农具、老物

件的小文章时，不少年轻的朋友尽管点了赞，但他们

的留言往往是“没见过”“没听说过”。也难怪，他们

生活的当代是一日千里的年代，传统农业、传统的生

活方式正迅速地从我们的身边逝去，改革、变革，催

生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随之，打稻桶变成了收

割机，竹编篮变成了尼龙袋、塑料筐，柴火灶变成了

煤气灶、电磁炉 …… 这是时代的进步、发展的必然。

但是，那种百谷千工的老农精神，那种“一犁耕到

头”的老牛精神，那种生态环保循环简朴的生活方

式，以及那种邻里守望相助、浅借满还的报恩情怀，

仍然需要一代一代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世世代代

建设祖国、报效家乡的强大动力。

                                                                  郁伟年

                                                                 2016.2.2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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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之 心匠

使用过这些农具的人也许已经永

远逝去，又或许正在渐渐老去，大木桶

里发芽的种子，早已转化成我们的生命

能量，当年在大木桶里豪饮的老牛，被

煺毛的肥猪，也早已成为我们追忆童年

时光的精彩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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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桶，也叫吊梁桶，木板制作，是井中打水用的小水桶。桶口两侧

的两块木板向上伸出，中间各有一卯口，横向榫进一木档，木档中间系一

条麻绳。江南农村因为地下水位高，水井里的水比较满，一般不安装轱

辘或压水器，而从井里直接提水。提水就要用到打水桶。

用打水桶提水，要掌握技巧，否则费时费力又提不上水。手握绳索，

将打水桶放入井中，在桶底刚接触水面时，手要左右抖动绳索，使桶晃

动，移动重心，桶身向单边倾斜，桶口顺势倒向水面，井水流入，并随着水

量增加，桶体竖直下沉，直至灌满整个桶。然后，双手交叉提拉，打水桶

D A S H U I T O N G

打
水
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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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晃晃悠悠地上来了。提水的关键是巧用力气，让绳索调节好水桶的重

心，使桶口刚好倾斜至能进水。外行的人从井里提水可吃力了，要么用

力过大，桶撞在井壁上；要么将桶上下提拉，桶底碰水啪啪响，就是不倾

斜；要么桶身底朝天，将绳索一拉，桶内进水不多，搞得肩膀酸痛，仍不得

要领。好在井中提水只是一个小技巧，多练几次就会了。

当时，我们村庄只有一口井，离我家大概有一里地。天旱水缸没

水了，要担着水桶带着打水桶到井口挑水。井里的水清澈见底，捧在手

里，喝上一口甜丝丝的。走到井边，原本燥热的身体不知为什么也会很

快冷静下来，心情就像井水一样安宁透亮。我们站在井边提上一桶水，

用手将水泼在脸上，一种凉爽的感觉便传遍全身，挑起水桶担，脚步轻

快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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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芗 有 语

想起了读过的一首诗《打水井的少年》：“绳子麻利地抓住水

桶，抓住了一个晶亮的下午。手指松开，哐当 —— 岁月离开了身

体，它们摇晃着，下探到井部，井越深水越冰冷，退去的童年越漫

长。我也想往井里跳，看看能否赶得上，一根绳子、一个水桶和一

个打水少年！”因为冬暖夏凉，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用井水洗洗涮

涮。但这打井水却是个技术活，需要技巧。用长绳系在水桶提手

上，慢慢放下井中。待快接触水面时，手轻轻一抖，桶会倾斜入水，

打进小半桶水。这时把绳拉直，上下晃动，利用这小半桶水的重

量沉入水中，打满之后慢慢上提。提上来些，绳子在井口边扣一

下，歇歇力，而后再一点点往上提，这时大人们便会赞许地看着孩

子晃悠悠地给他们倒井水。炎炎夏日里，清凉的水井简直成了唯

一的寄托。暑假的下午孩子们会捧着大人买的西瓜或脆瓜，来到

井边，把瓜放入网线袋，吊入井底，只等大人下班后一起分享夏日

里最清凉的快乐时光。后来，木桶换成了铅桶，铅桶又换成了塑料

桶，再后来，连老房子都拆了，哪里还会有当年的井水和吊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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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只大木桶，高约一米，直径有一米二，外面有两

圈竹箍，底部一圈，离口子三十厘米处又是一圈。桶由箍匠打造，一般选

择杉木作板材，桶的里里外外都会涂上一层清漆，防止渗水。

这么大的桶，平时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一年里面大概用到三次。

一是早稻播种前，把秧子谷倒入木桶，再倒入河水，去除上浮的秕谷，这

就是筛种；然后换水，让谷种在桶里浸泡两天，充分吸收水分，这叫浸种；

两天后谷种就转移到仓库内铺有稻草和草包的地上，进行催芽了。二是

作为越冬耕牛喂料喝水的器皿。冬季耕牛都关在牛栏里，每天有专人负

大
木
桶

D A M U T O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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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烧水喂养，一大镬的水烧开后，用大勺子舀到已经放了碎菜籽饼的大

木桶里，用竹棍使劲搅拌，让菜饼溶化在水中，霎时，牛栏里充满了菜油

的浓香。待水温适中，把牛牵过来让它喝，牛也是迫不及待，放开肚皮

喝，一口气可以喝掉半桶水，这就是所谓的牛饮。三是杀猪煺毛时装热

水的容器。由于猪身肥大，只有大木桶才能容得下，所以，农家过年杀猪

一定要向生产队借木桶。猪放血后，主人把开水倒入桶，杀猪屠再掺些

冷水，大概水位有半桶高，水温七十至八十摄氏度，“扑通”一声，把猪扔

进桶里，转动猪身，并在其背上不停浇水，使之受热均匀。一刻钟后，大

部分猪毛就脱落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木桶，对农民来说，作用也真不小。不过现在，这种

木桶已见不到了，耕牛不养了，养猪规模化了，早稻也基本不种了，这种

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黎 芗 有 语

在农村在农家，农具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劳作工具，比如

锄头、砍柴刀、扁担、镰刀、簸箕、铲锹 —— 它们无一不与我们的

生活紧密相连。我们都知道，悠久的华夏文明是从农耕开始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统的农耕方式已经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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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也渐渐被机械化的新器具所取

代，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传统农具的消失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但是这些农具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中立下过不朽的

功勋，闪耀过动人的光芒，温暖过我们，也是历史传承和时代进

步的伟大见证者。使用过这些农具的人也许已经永远逝去，又

或许正在渐渐老去，大木桶里发芽的种子，早已转化成我们的生

命能量，当年在大木桶里豪饮的老牛，被煺毛的肥猪，也早已成

为我们追忆童年时光的精彩段落。但蓦然回首时，竟然有几分

温情漫过心头，我们开始怀念，怀念这些曾经让我们的祖辈们赖

以安身立命的老家当，还有心心念念的大木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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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桶 就 是 粪 桶，是

农民装粪便、施肥料的农

具。便桶由桶身和桶档

组成，桶身为木质，中间

和底部由两只铁环或竹

环箍住，桶档用毛竹片制

作。便桶一般成双使用，

我们叫便桶担，既可装粪

便，也可用来挑水、挑河

泥。那时很少用化肥，人

粪便是主要的肥料，所以

便桶既是农具，又是平时

一家人大小便的容器。

与便桶担配套使用的是料勺。料勺由木板箍成，其边缘中间有一勺

嘴，粪便与水从此处流出，浇到作物根部；料勺柄是一根长竹竿，方便较

远距离施肥。

便  
桶

B I A N T O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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