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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徐华龙

华一村位于上海市的中心西南，是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下
属的一个村，地处中心城区西南部内外环线之间。

华一地区为江南水乡，河汉纵横，有新泾港、漕河泾船浜
港、南池头、金家浜等河道，现在还有新泾港、漕河泾港流经全
村。总面积2．5平方公里，有“个村民小组组成。清末、民国时
期，村域内有南官路、北官路、彭家木桥路、王家桥路等田间泥
路沟通各自然村之间往来。2000年，莲花路、古美路、万源路、
东兰路、南平路等道路贯穿华一村的区域。

华一村的经济长期以农业为主。传统农业有种植业、养殖
业与副业，以种植业为主。作物有水稻、麦子、棉花、油菜和蔬
菜。20世绍锻曝1 1起，就以种植蔬莱为主。1984年，蔬菜种植面
积达870亩，’‘华彦鸟s：59万担。养殖业有养猪、养鸡、养鸭、

养羊、养兔，期淞。。q哺编结和运输专业队。家庭手工业编结
始于清末，为华’}民现；撇入的来源之一，1970年后终止。华
一村始有不脱产保健页耽七有处方权的乡村医生1名。1966年，
华一村民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在村内医务室实行免费诊疗，到村
外就医报销医药费60％。20世纪90年代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一抓普法教育，二抓文明市民教育。全村尊老敬老蔚然成风，多
次被评为上海市敬老村。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起村民
收人的逐年增加，生活质量日益提高。1990年后，饮食讲究营

养，衣着追求漂亮，住进舒适的新村工房。
1968年起发展队办工业，全地区经济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到

20世纪末，已无农业。全村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998、2000年，
华一村名列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第二位。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村1564户、3846人，其中华
一村户籍745户、2621人，村民均为汉族。华一地区居民，其祖
先先后从镇江、常州、宜兴、嘉定等地迁入，有的已传10余世，

形成以姓氏命名的自然村。如蒋家塘、李家巷、陈家塘等自然
村，基本上同姓聚居。同姓间，多属同宗，邻里之间，多是近亲
或远戚。村民均为汉族，因此华一村的风俗基本是汉族的风俗。



由于华一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也就形成
了华一村的风俗习惯，在很多方面与上海传统的郊区习俗是相同

的，如在婚姻上，民国时期、解放初，讲究男婚女嫁，遵循“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首先要请八字。就是在媒婆说合后，由男

方托媒婆到女方家，将女方的出生年月、日期和时辰，告诉男方

家长。然后再把男方八字和女方八字告知算命先生，算下来认为

可以结婚的话，男家就要发“求允帖”，女方父母收到“发帖”

后，把“求允帖”换成“允吉帖”交给男方的长辈。接下来就是

定亲、认亲、迎娶等一系列活动。解放以后，请八字、评八字等

旧俗逐渐消失。结婚的日子由男方决定。结婚前晚，男方办待媒
酒，招待女方媒人和大阿舅。结婚正日，由男方到女方接新娘，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男方普遍用自行车接新娘。80～90年代，
始用点轿车接新娘。60年代以前，嫁妆是家具和衣服、被子。

70～80年代，除家具、衣服、被子外，还用自行车、电风扇、缝
纫机三大件。90年代，三大件更换成电冰箱、电视机和收录机。

结婚仪式从50年代中间开始就废除拜常等仪式，男女双方办宴席
招待朋友，还有旅游结婚和参加集体婚礼等。

至20世纪50年代，亲戚朋友拿占月桃、黑枣等看望临产孕妇。

孕妇临产时，请助产婆在商脚桶里育小囡。生下小凼后，产妇吃

红糖、苦草茶、百叶、豆腐干、白萝卜叶等。小网满月，剃满

月头，血发搓成球状，挂在床E。产妇到娘家吃满』j饭，请二朝
酒，亲戚朋友送云片糕等。50年代后期，产妇一般到卫生院或产

科医院分娩。产后服卫生院或产科医院配的药水，吃荤素营养

莱(鸡蛋、蹄膀、猪肝、百叶等)。亲戚朋友送蹄膀、鲫鱼、云片

糕、小孩衣服、半斤到一斤绒线。满月后住娘家。80年代后期开
始，生小孩一般都到妇产科医院，产妇吃营养菜。小孩生下来做

脚印，血发做胎毛笔，用一次性尿布。亲戚朋友送礼，有的送现

金、金木鱼、金锁片、婴儿车等。满月后，办满』j酒。在家或到

饭店、宾馆办，一般20桌左右，排场人的30桌以上。洒水每桌
1200元以上(不包括烟酒)。到满岁后，办满岁酒、10岁洒等。

过去，由于生活很不富裕，子女为父母做寿的很少，但是到

了20世纪90年代起祝寿的风俗才慢慢地流行起来，特别是村民生

活富裕以后，慢慢地成为规矩。一般从60岁起，每五年老人生日
时子女、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老人祝寿。

现在华一村的风俗习惯也有了变化，特别是生活富裕、环
境变化，随之大家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农历正月初一，以前早



上有“窝米屯”的习俗，迟起床。起床后，开门放爆竹。在20世
纪60年代前还要供香烛，拜天地、祖宗。小辈向长辈拜年，长辈

则用红纸包钱给小辈，名日“压岁钱”。而在周边地区多数在大
年夜吃年夜饭时大人向孩子发压岁钱。大人们相见则互道“恭喜
发财”。各家在自己上贴写有“百无禁忌”的红纸条，两侧挂冬

青柏子。不扫地，说吉利话，吃糖圆，表示一家人团团圆圆，一
年中不生毛病；吃糕，表示高兴，今年生产要比上年好；吃长生
果(花生)，意即长寿。过去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都要到祖宗或
亲人坟地扫墓，俗称“拜清明”。现在各级机关、学校组织到烈

士陵园、公墓等地去祭扫革命先烈。过去立夏，要称人及吃青梅
子、草头摊粞(面饼)的习惯。至今称人还盛行外，吃草头摊粞

(而饼)的习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可以做草头摊粞(面饼)的材料
已经很难再找了。同样，过去在端午节有的还吃雄黄烧酒，把雄

黄烧涌抹在额上、身上；家门还要贴钟馗画像，晚卜家家户户用
雄黄、菖蒲、艾蓬熏烟驱蛇虫白．脚(蜈蚣)。现在保留下来的也仅

仅足家家吃粽子，有的人家也会在门搭钮、墙壁角等处放菖蒲、
艾蓬，来点缀端午节的气氛。

如今华一村已经成为“城中村”，四周都是不断诞生的高楼
大厦，“村”在慢慢地消失，村里的人也住进了别墅、公寓，过
去的农具、服装、家具、器皿等也早被丢弃。在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中，人们的居住环境、社会生活、牛产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这样势必会使得人们的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

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为了保留过去的记忆，因此出版这样一本民
俗实录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是为序，表示我的祝贺之意。

2005年2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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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产民俗

第一节传统农业

华～村有史以来直到1955年，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

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靠种田吃饭。20世纪50年代以前，
粮食在低水平下自给自足：唯一的商品是棉花，靠出售皮棉取得

现金收入。长期的农业生产传统，造就村里农民勤劳耐苦，农忙
时早晨五点钟起床是家常便饭，谚日：早起三晨当一日；十五六

岁的农家少年，大多可以充当农业主要劳动力。虽然冈品种、工

具等限制，水稻和棉花的亩产，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但
在原上海县一带领先一步。

土地上的～切种植称为种田，农民被称为种田人。

(一)种棉 华一村原属上海县，是“衣被天下”的松江府
属地，棉花种植历史悠久。一般学者认为上海县种棉始于宋朝末

年；也有论定元朝末年、明朝初年的。上海县称棉花为花，沪谚
有“花好稻好样样好”的祝愿词，其中的花就是棉花。

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棉籽自选颚粒壮实的。不用药水浸

种。农历四月下种，有穴种和撤布两种，穴种的，田里间隔约一
尺挖一穴，每穴下三四粒棉籽：撒播的，田里不挖穴，手握棉籽

撤F。到农历六月，棉苗受雨增长，有的高达四五尺；过了黄梅
季节，棉田杂草繁盛，需要用锄头除草，称脱花。锄草脱花的，

大多是姑娘、妇女。他们心细眼尖，又善于弯腰和长时间劳动。

脱花需在连晴二三天之后，这样不会踏烂棉田。脱花不能太迟．
否则草盛棉稀造成“草没花”。脱花又是棉出重要劳动，这时缺

乏劳动力的种棉农家，就要雇短工或以丁换工，雇、换劳力脱花
以免种棉失时。七月初，早棉开花，颜色淡黄，阊有微红；蒂部

有花称为“花盘”。此是雌花。有花无实的称为“雄花”。农历
七月中旬，早棉花蒂部位膨胀结铃，每枝有“花铃子”五六个十

一l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几个：每铃一律网房，亦即四朵棉花。此时特别需要天晴，怕风

雨，此地谚日“六月初一吹仔西北风，黄花摘皱要变绒”。农历
七月半以后，如果连晴几日，早棉花房绽开，露出雪白的棉絮。

采棉“捉花”季节到了，妇女和男女儿童挎着“仡袋”下田“捉
花”。晚棉在农历九月“捉花”。早、晚棉采棉之后，会留下少

许僵棉铃和梢头铃，等到这些棉铃绽开，任凭男女儿童采撷，称
“捉野花”。到了冬季，绵枝干枯了，就拔出挑回家里。“花
萁”是农家灶重要燃料。

棉花采摘以后，必须摊在芦席上，在场地上搭架曝晒使其干

燥，称“研花”。晒花完毕，再用脚踏木制轧花机轧去棉籽，成

为皮棉。20世纪50年代前，皮棉用蒲包装好，村民挑到七宝镇出
售。那时，村民每家都留下一些黄(僵)花和不洁之花，到冬季

农闲时捻线、织布或做棉袄棉裤棉被的棉絮。

1955年合作化以后，供销合作社派人到村里收购棉花。几乎

同时，供销合作社有优质棉籽(种子)出售；农民采用了浸种技

术。1960年以后，又片j喷雾筒为棉枝打药水，除棉蚜虫等害虫。
此时轧花也采用电动钢制轧花机，轧花效率大为提高。20世纪70

年代以后，农家不再留皮棉捻纱织布；80年代以来，农家留皮棉

做棉絮和棉被的现象也消失r。

(二)种稻 水稻也是华～村传统种植作物。20t廿=纪50年

代以前，它是低水平自给自足的粮食一乒要品种之一。此地称水稻
为稻，称稻实为谷(毂)，称去糠谷实为米，称谷苗为秧。

1955年以前，华一村种的是晚稻。即在小麦、油菜籽和蚕

豆等收获后的土地上种植。先用黄牛、水牛或人力耕田，然后放
水进田；用水牛、黄牛或人力耙平。没有水牛、黄牛的贫农户，

男女老少齐上阵，用双脚猛踩水田，使田土细腻均匀，称为“踏

田”，为了赶农时，经常“踏田”到下半夜。同时，谷种在小块
田罩孵秧。播种有两种，～种是插秧，时间在端午节前后；另一

种是撒播，时间在端午节前半个月。1955年以前，插秧、撤播的

农户，大多要办“开秧酒”，简单地祭十也土地菩萨，请插秧、播
种的短工、换工亲友喝酒聚餐，祈求稻谷丰收。稻秧、稻苗长大

以后，就要除草“耘田”。撒播稻用农人躬身除草：插秧稻田则

农人赤膊穿牛头裤跪着除草。无论足躬身还是跪耘，都足烈日烤
身，跪耘则难免蚂蟥叮咬。农民常备装盐水的竹管筒一只，缚在

腰问，拍下叮在腿脚上的蚂蟥，放进竹筒浸死它。蚂蜱叮进肉里
吸血，不能硬拽，否则托断了肉外的部分，而肉里半段蚂蝗仍在

吸血不止，向-且无法拉出。所以只能拍打周围的肌肉使它倒退出

一2～



来，费时费工真是无可奈何。勤劳的农民通常耘田一二遍，也有

多至三遍的。耘田过后，如遇到旱季，还要日夜车水。有牛的人
家用牛车水，没有牛的人家就用脚踏水车或手拐龙骨车车水；都

是日以继夜，千辛万苦的。农历九月，水稻成熟，又是男女老少
齐上阵，挥镰割稻。一般就在稻田里安放稻桶(四方形似盆)，

桶一边插篾帘，农夫农妇手持一束稻在桶沿猛甩，使谷粒溅进桶

内，反弹的谷粒因篾帘阻挡亦弹入桶内。稻谷挑到家里，也要搭

架在篾帘或芦席上晒干。一束束稻草也要挑回家中。在场地边上
搭成塔状草蓬。稻草可自家烧火，也可出售，又可搭建草棚养猪

养羊。稻草垫在猪圈、羊圈里，浸泡牲畜尿粪的，又是重要的农

家肥。

稻谷晒干以后，先用手摇砻(风箱)去除瘪谷和稗子，然后
装进谷仓。需要吃米，就从谷仓中取出若干斤谷，放进石臼，用

手持杵捣或用脚踏石杵捣谷，使谷壳(糠)与米粒分离，然后再
用砻吹去谷糠：用板筛抖动使米粒与米糠(细糠)分离，取纯米
储存备用。

1960年以后，华一村(时称梅陇人民公社华一大队)推广
种双季稻。两季亩产稻谷在1000斤左右，而在原种晚稻时，春季
麦、豆、油菜籽产量其价值也相当于500斤的稻谷，所以村民以
为种双季稻劳民伤财。1978年以后恢复晚稻种作，取消了双季

稻，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水稻使用了化肥和农药，农民免除了蚂
蟥叮咬，但同时使稻田的螺蛳、田螺减少；久而久之，使浜塘水

产品逐渐消失。从1956年起，田间筑起了水泥渠道，采用抽水机

排灌；从1960年起实现电气化排灌，种水稻农民摆脱了抗旱车水
之苦。从1960年开始，华一大队组建机耕队，买了手扶拖拉机耕
田；1965年又买了大型“东方红”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功能齐

全，可耕、可碎(土)、可耙平，拖拉机的使用使农民免除了耕

田耙地尤其是人力踏田之苦。从1959年起，村里用上了电动脱粒
机，不再用稻桶甩打了；几乎同时，轧米机代替了人工臼米。

1987年停止种稻。

【三)种麦 麦子也是华一村粮食重要品种，特点是冬季播
种，农历五月就可以收割，不会耽误麦子田块种植水稻。此地麦
子有小麦和大麦、元麦三种，小麦种得多些，它可以磨粉做各种
面食；元麦也种一些，适宜舂成“麦粞”，烧“麦粞饭”渡“春

荒”；大麦既可以磨粉制面食，又可傲麦芽糖，大麦粉撤在晒酱

缸内成为“甜面酱”。此地农谚说“大麦不过年关，小麦不过立
冬”，指大麦播种必须在春节前，小麦播种必须在立冬之前。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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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在播种之前施有基肥，麦苗长高之后，再施一次追肥。麦苗生
长在冬季和初春，此时杂草尚未萌芽；到了暮春麦苗已经长成一

尺多高，夺去了杂草需要的阳光，因而麦田的田间管理比较简
单，不需要除草。

1968年以后，因为推广双季稻种植，加上因上海市供应需要

增加了蔬菜和药材的种植面积；华一村停止了三麦种作。1987年

自留团种麦亦停止。

(四)种豆 豆类也是华一村传统作物。它既是旧时主要蔬

菜，又是粮食的重要补充，被称为“杂粮”。品种有青豆(俗称
“毛豆”)、豌豆、扁豆、蚕豆、黄豆等，种植量大的是黄豆和

蚕豆。黄豆比毛豆粒小，呈圆形，用来榨油是农家吃油的重要来

源。蚕豆称“寒豆”，可以吃鲜豆，也可晒干炒食或浸水中剥豆

板，做“焐酥豆”。这两种豆又是农家晒酱的主要原料，豆是旧
时农家不可缺少的。

“寒豆”播种在农历九月，一般种在屋边、沟边、田边。

用丁字形蚕豆冲打洞下种；也可挖浅穴播种，为防田鼠或鸟雀

偷吃，需覆少许泥土。黄豆也采取穴种，一般都种在正规土地

上。到了初春季节，“寒豆”苗长高：仲春季节“寒豆开花黑良
心”，它开出了淡红色花瓣黑色花蕊的花朵，到 “立夏”前已

可以吃到鲜豆。以后把饱胀的豆荚摘来，放在加上篾席或芦席
上晒干，然后用连枷拍打，使豆粒与荚壳分离。“寒豆”储存

方便，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寒豆”易生豆螨，到了夏秋之
际，豆螨变成黑色小飞虫，从豆粒中飞出。60年代以后。豆螨基

本消灭。黄豆不生螨虫。黄豆一般不吃新鲜豆，待黄熟时整枝拔

来，在场地上晒干。然后用连枷拍打，使豆粒落下。两种豆其
柴，也是旧时农家重要的烧火柴。

1950年以后，华一村农家一般不出售黄豆和蚕豆，黄豆托

油坊榨成豆油做日常食用，把豆饼做饲料或肥料。蚕豆供自家食
用。旧时地主、富农人家则出售黄豆。1955年合作化以后，社里

大田上种植的黄豆开始交售，由供销合作社收购。社员限量供应

豆油和菜油，豆饼由社购买，免去了委托榨油的麻烦。1958年人

民公社化以后，除了蚕豆、毛豆、扁豆之外，黄豆种植量逐年减
少。N21lit纪初，只有少数住公寓房底楼的农民，在公寓天井里

种几颗扁豆，寄托着对农家生活的怀念。
(五)种油菜 华一村农家种油菜为了取油菜籽，用它榨

成菜油食用。菜子饼用作饲料或肥料。1950年以前此地属于个体

经济，各户农家种植面积从二三分至五分(半亩)，以能够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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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油为限。那时人口少于五人的人家吃油40斤左右：人口超过5

人的大户人家，吃油在90斤左右。油菜和麦子等为一季，收获后

耕田种植水稻。油菜种植需要苗秧移栽，一般足冬季“十月4,1jlt

春”时在小块菜秧田里撒播菜籽；半月后将菜秧移栽到大田里，

挖小穴，每穴二到三枝。栽下即浇水；如遇天早，需每日傍晚浇

水。到初春，油菜长成青菜模样，及时施肥后到仲春油某长I叶{菜
穗，这就是上海市区人吃的菜秸。农民一般不吃，到暮春菜穗开

花，谚语说： “菜籽歼花像黄金”。如果有养蜂人来放蜂，采到

的就足优质的“菜花蜜”。过半个月菜花谢去，枝头上布满油菜

籽荚。到了立夏过后，菜荚饱胀并南绿色转变为黄色。不等菜荚

开裂，农民把油菜整株拔去，晒在芦席上，连晒二三日太阳，菜

荚自动开裂，用手轻轻拍打，菜籽全部洒落在篾编里。菜子都不

出售，留下壮实的种子外，委托油坊榨成菜油，储藏起来全年食

用。
1959年以后，华一村即使种油菜，也是为了交售菜株或者菜

秸。种油菜收菜籽，榨菜油食用现象基本消失。当然，人民公社

社员后来每户都有小块“自留地”，由于油菜既可吃菜和菜秸，

又可留菜籽榨油，仍有些农民在“自留田”里种油菜。1987年彻

底停止种油菜籽。

(六)种水果 1950年以前，华一村范围内有两个规模不大
的桃园，栽种优质“龙华蟠桃”，园主以出售桃子为业。此地谚
语说： “龙华以西不结桃”，村民以为不正确。有的农家屋边有

桃树，因为未曾嫁接，结的是僵硬的毛桃，只有红熟了才能吃。

此地种梅比较普遍，1950年前后，九个宅子，几乎每宅有一、二

枝梅树。梅子收获后，除了吃青梅外，还做“白糖梅予”和酸梅

子，馈赠亲戚、朋友。少数农家有柿子树，有柿了和柿饼吃。如

果把甜芦栗看成水果，那么，此地种这种“水果”种作极其普

遍，几乎每家每广都套种。秋初，不仪男女老少吃甜芦栗，而且

截短拥扎好，可以走亲眷时当礼物。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生活富裕了，走亲眷兴买水果r。

(七)种瓜 瓜类也是华一村一带传统种植品种，其中既

当饭又当菜的南瓜有名气：[1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期问至；J20世纪60

年代，上海『行民和小贩，常到蒲汇塘土山湾一带采买“小闸弄南

瓜”，其实这种南瓜就产在漕河泾、梅陇七宗农村。本村所种南

瓜有圆形和略似葫芦．形两种，特点是酥软而“粉”，即水分少有

咬劲易饱肚子。

纯粹解渴消暑的有甜瓜，俗称“黄金瓜”；有用手一拍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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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脆瓜”；还有被称为“老太婆瓜”的白梨瓜——因为旧时
不吃长素的中老年妇女，观音生日六月初九却必须终日吃素，于

是她们吃白梨瓜代替饭菜。久而久之，白梨瓜就被称为“老太婆
瓜”。事实上，这瓜成熟后十分酥软，没有牙齿或牙齿稀疏的人
也能吃，甚至可以汲饮。

既可鲜食解渴又可做菜的有黄瓜。用于做菜肴的有冬瓜、丝
瓜。留种丝瓜不采摘，枯黄以后倒出种子，留下丝瓜筋可以洗澡
时擦身，又可刷锅。用于放进晒酱缸做酱瓜的有乌皮、花皮、白
皮的生瓜。

华一村不种西瓜。由于西瓜作为商品，需要大面积种植(一
亩以上)，需要专门技术且精心管理及守护。旧时种豆麦水稻吃
饱肚子要紧，不可能拨出土地种西瓜。除了少量南瓜外，从有史
以来直至JJl996年土地征尽，多数瓜类不是商品丽是自给自足的农
产品。

(八)种蔬菜和药材 人民公社化以后，华一大队开始在

大田卜种蔬菜，供应上海市民。N20世纪80年代末期，蔬菜种植
面积达N700亩，占全大队种植而积1500亩的45％。蔬菜品种有青
菜、卷心菜、大白菜(俗称黄芽菜)，蓬好菜和蘑菇。药材种植
面积有五六十亩，品种是川芎、生地、元胡等，此时的蔬菜是商
品，村民不吃大田种植的蔬菜，下午傍晚收割后，翌日清早送到
中山西路收购站出售。20世纪60年代前用手推车送；60年代以后

用装车斗的拖拉机送；1976年以后大队买的两吨货车也用来送

菜。那时，社员在“自留田”里种些蚕豆、毛豆和少量青菜食
用。中药材也是商品，送指定药材收购站出售。1987年以来华一
全大队土地都种蔬菜。

(九)农肥 此地传统肥料有河泥、绿肥、猪埘、羊埘、鸡
鸭粪、人尿粪。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农船，正月十五以后，
村民站在河塘边罱河泥。所谓绿肥就是捞取水草等肉质植物，沤

在人粪尿内发酵，增加植物肥效。人粪人尿运用过程合理：屋里
马桶内粪尿，倒入茅房里敞口便桶；便桶满了倒在露天便缸里，
让尿粪发酵，加入捞来的肉质植物，沤成绿肥。屋边、浜内，田

塍的水草和藤本植物，包括菜根菜皮，无一不是肥料。真正没有
废品，都是生在土罩还到土里。为什么农家都养猪、羊和鸡鸭?
着眼点主要是用猪埘羊埘和鸡鸭粪肥田，正如农谚所说：“养仔
三年亏本猪，田里壮来勿得知”。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虽然养猪
费工费料，但是猪蜊能肥田使田“壮”，因而养猪不亏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增加产量，稻田使用了化肥。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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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罱河泥，大队除了买了水泥船，并开通船浜河。

(十)农具和农机 传统农具有锄草、松土(俗称耙地)

的锄(音时)头；翻土的四齿铁耙(俗称铁塔)；收割稻麦的镰
刀；豆脱粒用连枷，稻脱粒用稻床。水田耕作有犁、耙，用水

牛、黄牛牵引。旧时没有牛的农家，也可人力牵引耕田，然后灌

水由人力“踏田”，再后人力拖着荷重的耙板耙平水田。稻田抗

旱有龙骨水车，或用牛牵引一用物遮住牛的双眼，使牛围着木盘
转，木盘齿轮带动水车戽水；或人力踏水车，或由人手拐车水。

1959年以后，为了稻田开沟的需要，大队和生产队添置了

铁锹。20世纪60年代以后，田间排灌实现电气化，人车水和牛车

水被淘汰；几乎同时，大队相继购置手扶拖拉机和大型的“东方
红”拖拉机，后者附件功能齐全，可耕、可碎±、可耙平，牛耕

和人力耕及“踏田”、耙平，全部被淘汰。那时，菜出也有电气

化喷淋装置，村民摆脱了繁重的抗旱和排水劳动。
(十一)农祭 华一村各宅，1955年以前有“做社待佛”的

农业祭祀活动，属于自然经济农村的“春祈秋报”的“报赛”、

“赛会”。一宅二三十户或三四十户人家，每年轮流执掌做社。

等到棉花、晚稻收获过了，大体在农历九、十月间，执事人家向

各户收钱。据村民记忆，早年也收米抵现钞。同时，将春季养在
宅边池塘和河浜里的鱼捕捞上来，供“做社待佛”祭品和食用。

“做社待佛”历时三天。一户的户主或寡妇家的大儿子，

总之参加者限于男性，执掌人家办酒席，参加者一户只能一个男

人享用。从正日前夜的晚饭开始，到IF日和次日的早中晚餐，共

吃七顿酒饭。正日早餐之后，众人前往华村庙，用椅子穿红杠把

庙里的杨老爷、观音娘娘、小将军、小老爷(8个)抬来。供在
临时搭建的芦席棚里，点香烛、摆洒盅、筷子：祭品有河鱼、猪

肉、蔬菜、豆腐等七个菜和糖果。然后各家各户来敬香、祷告，

把香烛移到自己家堂里，在方桌上列祭品供佛(神)。有些富裕

人家，就在自己家客堂里做社，请亲戚朋友来喝酒吃饭。各宅执

掌做社人家，请每户一人饮酒吃饭。年成好的年份，搭台Ⅱ昌京昆

剧；也有请艺人来唱“浦东说书”等曲艺。吃好晚饭，将菩萨抬

回庙里。次日早中晚餐，都有鱼肉蔬菜等丰盛菜肴，喝白酒(称
高粱酒)、绍兴酒(黄酒)，酒量小的人喝得酩酊大醉，真是

“家家扶得醉人归”(宋·陆游《社日》诗)。做社待佛的目的

虽然已经淡化，但从各户祷告的内容上能看出请求神道“保佑农

业丰收，保佑农民合家身体健康”等。这种农业撤赛的仪式，历

史悠久，属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共同祭祀：也有一自然村(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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