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我国的农耕历史源远流长袁大约形成于七千年至一万年前遥 刀耕

火种是原始农业的最初阶段袁人类由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过渡袁男子

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遥 石器成为人类最早征服自然尧改造自然的生产

劳动工具和狩猎武器遥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劳动中发现并将某些植

物栽培种植袁使之开花结果袁这些都标志着农耕时代的到来遥人类从此

摆脱了在采集和狩猎中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袁有了稳定丰富的衣食之

源遥到了汉代袁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经验和创造袁
发明了耧尧犁等一系列生产劳动工具袁我国的农耕技术从此领先于世

界先进水平遥
长期生活在滹沱河畔的劳动人民袁几千年来袁流传下来无数的生

产器物尧生活用器袁反映了先人们的过去袁也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遥我们如果不注意保护袁将失去多少财富和美好的回忆袁没有它们我

们将不懂得过去袁人类的欢乐和成功也变得干枯平淡袁历史将从这里

断代遥 东汉思想家尧文学理论家王充语院野知古不知今袁谓之陆沉遥 知今

不知古袁谓之盲瞽遥 冶我们应该牢记这个道理遥
研究农耕与民俗文化袁是人们心灵的感受并融入历史文化尧民俗

文化和自然寻根的过程袁这些老器物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袁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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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民的一部创业史袁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基础遥 我国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袁不容置疑地荫翳在劳动人民中间遥
叶农耕民俗谱曳一书袁是在积累和收藏了大量的民间器物袁走访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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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围绕这些器物的趣事袁包括民间轶事尧民族风情也一并写入遥全书分

石器尧田器尧车器尧纺织用器尧生活用器尧工匠用器六部分袁图文并茂袁集
知识性尧趣味性于一体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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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 器

石器是原始社会人类劳动手段的遗物袁 也是我们祖先农业活动

的重要标志遥石器被人类用来当作狩猎的武器来追杀野兽袁同时也用

于耘耕生产当中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袁先人们告

别了生吞活剥的时代袁石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遥从石磨

盘尧石磨棒的出现到断木为杵袁掘地为臼袁用石器加工粮食是先民们

社会生活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遥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尧改进袁成为今天

这种形制的农耕用具和生活用具袁石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遥进入封

建社会后人们还在大量的诗歌尧音乐尧舞蹈和绘画中去表现它遥
石器的用途袁有明显的分工袁锄尧犁尧铲等都是为农耕生产所

用袁石磨盘尧石杵尧臼等袁都是为粮食加工所用遥 双扇磨的出现袁且以

畜力为牵引袁极大地提高了粮食加工的工效遥 石杵尧臼则无明显的

改进袁仍是用来去壳袁其研磨面粉的功效也远不如石磨遥
石器袁它对史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遥 石器的发明

是人类征服自然袁改造自然的又一里程碑遥 人类从此由游荡生活转

变为定居生活袁并在自己开拓的土地上休养生息袁创造出灿烂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遥
20 世纪 60 年代袁拖拉机逐渐取代了耕犁遥粮食加工业的发展袁

小钢磨的出现袁人们从此告别了推碾拉磨袁它曾作为人类长河生活

的一部分袁使我们久久难以忘怀遥

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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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镰 石斧

石器是原始社会主要生产工具袁 自从人类作出第一件石器到

人类的繁殖和发展袁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岁月遥 每一件石器都凝聚着

先人们辛勤劳动的痕迹遥
石镰（图 1）院收割器袁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石镰等原始

劳动工具袁几千年来形制无大变化遥
石斧（图 2）院石制之斧遥 唐冯贽叶云仙杂记曳卷一载院野玄针子得

石斧袁名曰院天雷斧袁速文步袁敲石柱遥 冶郭沫若叶中国史稿曳载院野当时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已知道用石斧尧石镰尧石凿以及烧烤的办法加

工木料袁制成各种器具遥 冶历史的产物袁在历史上产生袁也必然在历

史上消失遥 战国时期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工具袁石镰尧石斧逐渐被

铁器工具取代遥

（图 1-1）石镰

（图 1-2）石镰

（图 2）石斧

碓 臼

方言野对丘冶袁舂米用

具袁 碓臼是我国古代农村

中使用最普遍的粮食加工

器具遥 碓臼（图 3）的发明

大致追溯到尧舜时期遥 叶易
经系辞曳中说院野神农氏设袁
黄帝尧舜作袁断木为杵遥掘
地为臼袁杵臼之利袁万民以

济遥 冶叶吕氏春秋曳曰院野赤冀

作臼遥 冶谁是碓臼的发明者袁说法不一遥 最原始的臼是在地面挖一个

坑袁加固内壁及底部袁能够经得住重量的砸击袁将所需脱壳谷物放入

坑内舂捣遥到了汉代袁人们利用石头凿制出了碓臼袁发明了踏臼袁它是

利用杠杆原理袁借助于人体重量的踏击袁提高了工效的一种新型的粮

食加工器械遥 东汉桓谭叶新论曳中说院野宓牺制杵臼之利袁后世加巧袁以
延乃借身重以践碓袁而利十倍杵舂遥 冶见于四川绵阳县出土的东汉画

像砖袁生动地刻画出当时人们操作踏碓的情形遥我国南方有些地区至

今仍在继续使用遥碓臼是凹形袁内底是半圆形袁把踏板固定在支架上袁
石杵安装在对着碓臼的踏板一端袁操作时人扶在支架上用脚连续

踏击踏板袁使杵连续起落捶打臼内的谷物袁使其脱壳袁加以吹簸袁
即得净米遥

石器

（图 3）碓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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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磨

将粮食磨成面粉的工具袁古时称作野硙冶野 冶淤袁石磨（图4）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袁它本身又有其发展尧演变和

进步的历史遥 唐颜师古注院野硙所以 者也袁亦谓之 遥 古者鲁班

作硙遥 冶而宋衷注叶世本曳作篇载院野公输般于作硙冶,看来发明制作

磨者袁鲁班的可能性要大些遥 因制作磨所用材料和方言不同袁称
呼也不相同遥 许慎叶说文解字曳首先提到磨字袁作用都是相同的袁
加工粮食而得面遥 从史料上推算袁如果是公输般作硙袁磨的问世

（图 4）石磨

至少有两千多年了遥 考古发现袁 出土于陕西临潼县秦故都栎阳

的石磨袁 被专家认定是最早发现的石磨遥 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

基本上是一致的遥
磨袁以石凿制袁人或牲口为牵引遥 磨大小无定形袁有上尧下扇

之分袁两扇皆凿纵斜齿磨沟遥 下扇固定在磨盘上袁中央嵌有短铁

轴袁称磨心或磨脐遥 上扇与下扇相磨面中央有脐窝袁磨脐插入脐

窝转动袁 还有磨眼两个遥 放置粮食后从磨眼中流入两磨磨扇中

间袁几经旋转磨碎袁滴到磨盘上袁几番入罗成面粉即食遥 上扇的

侧面凿有小眼两个袁 是安装磨橛的袁 用来固定磨杆和拴牲口缰

绳的遥 磨盘是由石块或砖砌物堆集袁承托磨扇的石盘袁亦可放置

磨碎的粮食遥 如果是用牲口拉磨袁要给牲口戴上捂眼袁预防转磨

道产生眩晕遥 元王祯叶农书曳说院野主磨曰脐遥 冶脐是指磨下扇中间

凸起的榫及上扇底部中间凹的圆卯遥 又说院野注磨曰眼袁 转磨曰

干袁承磨曰盘袁载磨曰床遥 冶淤

石磨是我国历史上最先应用机械原理的粮食加工工具袁 人类

最初进入农业社会袁以谷物为主要粮食袁由谷得米遥最早的手脚搓

动发展为用石棒反复碾轧遥 后由石磨取代袁将简单的往复运动变

为回转运动袁可以将麦子磨成面粉袁将稻子加工成米粉袁从而改变

了人们的饮食习惯遥 从粮食到面粉袁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和质量遥

石器

淤野眼冶院磨眼袁即进料口遥 野干冶院推磨杆遥 野盘冶院磨盘遥 野床冶院承托磨扇和磨盘的支架遥淤 院同磨遥 叶淮南子窑教务训曳院野砥砺 坚袁莫见其损袁有时而薄遥 冶
于公输般即鲁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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