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
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寻
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
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
旧事、沧州风物、老街旧巷、老
物件、传说故事等栏目，欢迎广
大读者来稿，讲讲这座城市过
去那些事儿。

投稿邮箱：czwbrw@sina.
com

捣悖，沧州话里是油
盐不进、软硬不吃，蛮不
说理、没理搅三分、得理
不饶人的行为以及如此
做事的人。比如，“张三这
行子，成捣悖了，嘛话也
听不进去，是嘛理也不
讲。”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有守株者：说一个人难缠，无
理搅三分，有理更不饶人。

傅世伟：指蛮不说理的人。我
们还说滚刀肉、五花头。

傅世伟：捣背，沧州俗话里指
不说正理说歪理、油盐不进、横竖
不认错的人。捣，发重音，背，轻声。
带有贬义。比如：“张三这行子，忒
捣背了，嘛话也听不进去”。

王吉仓：个人浅见，应当是
刀辈或刀备，主要是跟“刀”相
关，蛮横且无理，滚刀肉一类。刀
辈，指像刀一类的人；刀备，刀子
钝了，需要备刀。

知微庐主：如果从捣乱不讲理
的角度分析，捣悖的可能性较大
——捣乱、悖理。

秦云峰：刀笔，比喻笔像刀子
一样锋利。笔，我们那儿读北。

朱玉升：刀背，油盐不进，软硬
不吃。刀刃呢，虽然锋利，遇到坚硬
之物也有卷刃的时候。

老兵李：我觉得应该是刀辈。
重刀字上，滚刀肉，并且对人有
威胁。刀辈不仅仅是油盐不进，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防御型、被动
型的，他具有进攻性，惹不起，粗
暴。

捣悖

沧州老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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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件
日渐消失的农具

■王贵新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林林总总
的各式农具。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施，大部
分农具日渐消失。以冀东南平原地带为例，
已基本退出农家耕种、收割、管理及日常生
活等方面的传统物件有很多。

犁、耠子、耙、耧

这是一组耕作农具。“犁，耕也”，用于
农田翻地、松土。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
用牛拉犁耕田。《乐府·陌上桑》诗曰“耕者
忘其犁”。耠子的作用与犁相同，其区别在
于：传统犁躯为弓形，犁头上有铧，土向一
边翻扣，耕得深，拉着沉；耠子工作时，铲土
向两边分流，耕得浅，拉着轻，人力也能拉
得动。早年，淘汰下来的铲头壳，稍加修磨，
可用来给睡“土裤”的幼儿烧沙土。

一般地块大、畜力足时多用铧犁深
耕。早年还流行过一种半机械化农具——
双轮双铧犁，需用两匹以上骡马等牲畜牵
引。铧犁耕地有绞耕、扶耕之分。绞耕由地
两边向中间犁，两侧翻扣起来的土正好做
地界（凸起为梗），地势中间略凹；扶耕与
之相反，从地中间入犁，紧挨两行向中心
翻扣，犁出来的地中间凸两边凹，隔年轮
回，地势正好趋平。耙，略呈梯形状的木框
上装有二三十根铁质耙齿，耙齿弓弯朝前
时，“耙”出土坷垃碾碎；弓弯向后，“耢”平
土层压实。有时还要人站上去以加大压
力，“耙”“耢”交替，地平土细。农谚有：“麦
子不怕草，就怕坷垃咬”，说的是土壤细碎
对作物生长之重要。

耧，专司作物播种，俗称耩地。宽幅双
耧脚（腿）播大秋作物，如玉米、高粱、谷子、
大豆等；窄幅三耧脚或双耧脚套播，用来播
种小麦。耩地技术含量较高，关系到下种快
慢、播种深浅、垄行曲直等耕作质量与土地
收成，一般由年长“耧把式”膺任。

此外，耕种农具还有跟在耧屁股后面
起镇轧作用的石囤子，砸坷垃的榔头，平整
土地的铁耙及刨土、翻地用的三齿、铁锹
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锄头、镰刀、镐

农作物管理最常用的是锄头。“小锄
头，本领强，生就一副高鼻梁”。锄头的作
用是除草松土、庄稼苗期管理，长长的木
柄被主人磨得光滑油亮。最佳时间是“锄
禾日当午”，标准姿势为“前腿弓，后腿
蹬”，技术要点是：杂草青苗须分清，板结
土层具疏松，锄锄相连，前后贯通。

夏日炎炎，农民兄弟头顶斗笠草帽，
肩搭毛巾，袒胸赤背，在半人深的青纱帐
里往返穿梭，不知洒下多少汗水。直至“立
了秋”方可“挂锄钩”。

镰刀是农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收割工
具，由刀片和木把构成。镰刀用途广泛，无
论南国割稻、北疆收麦、砍秸秆、打猪草都
少不了它。“芒种”时节，麦浪滚滚，“一夜南
风起，小麦覆陇黄”。月夜晨曦中，家家户户
传出“嚓嚓”磨镰声。随着镰刀挥舞，一片片
冬麦倒下，一屉屉蒸馍飘香。

镐，类似镢头，整体呈T形，大、小不同，

用途各异。
长柄大铁镐，镐头一头尖，一头呈扁平

铲状，可刨坚硬土层和用来劈木材。短柄小
铁镐，多用来刨伐灌丛、秸秆等，是过去农
家经常使用的手头工具。

碌碡、木锨、杈

这几件，懂行人一看便知是北方打场
农具。碌碡，一种用来农作物脱粒或压实
土壤的石质碾轧工具。总体呈圆柱形，中
间略粗，两端稍细，周边装有长方形木框，
边梁内侧以木销与碌碡两端圆心凹槽连
接。

打场时，一般用牲畜牵拉，如碾轧高粱
穗、谷子穗、豆类作物等，效率较慢。麦收期
间，争分夺秒。生产队发动人力助阵，二三
十人分拉十几盘碌碡，大家你追我赶，比肩
接踵，围着麦场往复“转圈”碾轧。接着翻
场、复轧、起场、扬糠。

在没有扬场机、收割机之前，成百上
千、上万斤小麦，都是人工用长柄木锨一
锨锨扬出来的。扬场把式手持木锨迎风站
立，顶风将糠、麦混杂的“堆垛”逐锨高高
抛起——糠尘顺风刮走，麦粒垂直落下。同
时一人或多人用耙子、扫帚等，拂去糠秕，
留下麦粒。待麦粒晒干扬净，用簸箕装袋入
库。

杈，用来翻挑柴草的工具，长木柄，三
个及以上短股叉。农家堆聚麦秸草垛，晾晒
谷物茎叶的必备农具。现部分庄户人家仍
在使用。

13 花园——深秋的思绪

14 悦览——人生第一次

15 非遗——飞叉

包拯出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瀛州
知州，是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当时
河间称为瀛州，是整个高阳关路的中心，管
辖10个州（军）。从河间城的地理位置看，当
时的瀛州州衙，应该是在现在的河间府署一
带。

千百年来，包拯成了清官的代称，但少
为人知的是，包拯在军事方面也研究颇多。
早在1045年，包拯曾奉仁宗之命，出使辽国，
不仅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对宋辽形势有了
更深了解，多次对外交、边防问题提出建议。
因此，包拯被派遣到瀛州，任命为高阳关路
的军政要员，即“帅臣”，不是偶然的。

河间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读
史方舆纪要》称河间“水陆冲要,饷道所经”，

“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
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
幽、平之患未深”。意思是河间地处青州、冀
州与幽州、平州之间，各代兵家进攻，无论
从北向南，还是从南向北，争夺河间都具有
决定性意义。

北宋为了防御强辽，设立高阳关路，全
路中心设在瀛州（今河间），是极有道理的。
有观点认为，包拯任职高阳关路时的治所
在今河北高阳，其实，这是与“三关”之一的

“高阳关”混淆所致。高阳关故址在今河北
高阳县东，最早为五代时周朝所置，而“高
阳关路”的治所在瀛州。《宋史》八十六卷

“河间府”条记载，“本瀛州，防御；大观二年
升为府，赐军额”。可知宋时瀛州与后来的
河间府一脉相承。

从《史记》始，历代史料一向用字简练。
现在人们提到包拯，往往将其与“开封府
尹”相联系，其实在《宋史·包拯传》中，记载

包拯在开封府的事迹并不多。而包拯在瀛
州，《宋史》称“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
十余万，悉奏除之”，算是比较详细的记载
了。

包拯在瀛州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巩固
国防。史上虽无过多记载，但从他撰写的关于
边防的大量奏疏看，涉及防御战略、将帅选
任、士兵粮草等各个方面，非常细致用心，应
该与其在瀛州担任“边帅”的经历有关。

当时，辽夏均以骑兵见长，宋朝则以边
境州郡的密集坑塘来抵御骑兵。《读史方舆
纪要》记载北宋在瀛州一带“兴塘泺，列军
屯，尝为重镇”。“塘泺”，是指将沟渠、河泊、
水泽、水田等串联成水网，是北宋一种极为
特殊的国防工程。最大的塘泺长达一百二
十里，只容步兵通过，辽军骑兵无法派上用
场。塘泺建成后的一百多年间，宋辽之间相
安无事。

当时，河北平原水系发达，今日的白洋
淀、文安洼，即是当初“塘泺”工程的遗迹。
而旧时的河间府城，也的确水系环绕，城东
北角曾有“高阳台”遗迹，这个名字应与当
时的高阳关路有关。

宋代诗人曾布在《高阳台寄弟子开》一
诗中有“塞北江南”“千里烟波”等语，可知
河间当年水系之胜。现在，河间市“瀛州水
系公园”所依托的 6个坑塘，历史上面积广
大且相互连接，应与包拯时代的“塘泺”工
程有关。而“塘泺”在给宋朝带来和平的同
时，也因水占农田，造成瀛州等地农民失去
耕地，甚至颗粒无收的负面效果。

欧阳修在《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中写
道，河北之地，有的“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
十八九”，有的“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

六”，而沧州、瀛州等地则是“咸卤大小盐
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包拯在《论瀛州公
用》《请罢高阳一路负欠》等奏疏中，提到瀛
州等地水灾频繁、民众困苦，正是为国防作
出的重大牺牲。

包拯一生为官，均以清正廉明著称，广
受民众尊重。为了缅怀他，许多地方建起包
公祠，如安徽合肥、河南开封、广东肇庆（古
称端州）等。从瀛州离任后，高阳关路的百
姓也曾修建包公祠，纪念其功绩。一座在河
间，名为“包孝肃祠”，位于河间城西北角，
建祠年代不详，后祠久毁废。另一座包公祠
在沧州，据《沧县志》记载，最初坐落在小南
门内，后来多次移置重修，至民国初年依然
完好，至1981年方才拆除。

时隔千年，人们只能在一篇篇饱含深
情的奏疏中，想象包拯在瀛州治军、理政、
办案时的场景。

奏请除税、巩固国防……

包拯在瀛州做过哪些事儿
■赵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