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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长篇系列农具散文，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缘于散文组篇《乡间农具》首发于《四川文学》，
后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我猛然意识到我该为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渐行渐远的农具写点什么。
农具、大地、村庄以及生活在旷野上的农人，在我的生命里早已血脉相融。
我是踩着乡村泥泞的田畴长大的，我的父辈是中国农村里最地地道道的忠实劳作者。
我亲眼目睹他们在面对生存的困境中，用粗糙的智慧、裸露的肌肉、骨骼的抵抗，夺取延续的粮食。
而在变幻的天气之外，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这浓缩着生与死、冷与暖的农具了。
　　农具是灯。
在历史的阡陌上，曾经举着火把，点亮人类远行的脚步。
每一个从农耕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从那木质、铁质以及石质的农具里，找到了维持生命的温度。
然而在物质日益泛滥的时代，在社会越来越进步的今天，我另类地对农具的回忆与叙述，是否不合时
宜？
难道我们还愿意回到那靠天吃饭靠力气种田的艰难岁月？
我不否认。
但在高速发展的滚滚车轮下，我却倍加珍惜与怀念那种在大地上劳作的真实与生活，乃至生命的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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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锄，貌似简陋耿直的农具，但一部华夏的农业史，哪一章不是烙印着它的指纹与汗珠？
无论贫穷或者富贵，狂风还是暴雨，都是一柄坚硬的木质与冰凉的铁在夕光中劳作，抵御岁月的洗礼
。
纵然史册铜墙铁壁，你随便打开一页，都会发现它的根部，都是由一群群草民在垄上躬耕，用这朴素
、温暖的动作装订着。
　　据资料记载，西周以前就有锄，不过都是石锄，也有极少数的铜锄，战国以后遗址中发掘到的多
是铁锄。
《王祯农书》描述铁锄道：“其刃如半月，比禾垅稍狭，上有短銎，以受锄钩。
钩如鹅项，下带深绔（皆以铁为之），以受本柄。
钩长二尺五寸，柄亦如之。
北方陆田，举皆用此。
”古诗有日：锻金以为曲，揉木以为直。
直曲相后先，心手始两得。
秦人望屋食，以此当金革。
君勿易耰耡，耰耡胜锋镝（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其十二耰耡）。
带着土地厚重日子的沧桑，一同凝结成这穿透千古、桀骜不驯的锄了。
　　锄头是乡间主要的农具之一。
它大抵由锄刀和锄柄两部分组成。
锄柄笔直，用韧质木制成。
“立”时微微欠身，横卧时其“头”俯下，谦恭倍至，宛如我们与泥土生死相依的农人，对土地、对
庄稼、对岁月河流里所有的事物，充满着虔诚、崇拜与隐秘。
我们所用的锄基本有三种，即大锄、板锄和扒锄。
大锄长约两米左右，由“锄脸”、曲钩和木柄组成。
“锄脸”偏方，刃口呈月牙状，曲钩形似鹅颈，弯曲修长，钩尾受以木柄。
大锄把长体重，适宜于大面积秋作（玉米、高粱等）田地间的锄草、松土活动。
板锄与大锄在形制上有些相似，但板锄“锄脸”下宽上窄，外形呈弧状，曲钩较短，颈部曲线较陡，
用于在土质较硬的地里锄草、翻土、整理地垅等便于施力。
这两种锄头的刃面与锄柄之间形成了一个斜度，执锄者不用弯腰曲背便可轻松锄草。
另有一种短小的手锄，柄长尺许，“锄脸”呈扇形，可蹲踞田垄间自由操作，方便简易，俗称“小扒
锄”“小挠子”等。
　　锄，关于它的谚语遍地开花。
如“多锄草，籽粒饱”“千锄生银，万锄生金，一锄不动生草根”“苗怕草欺，草怕锄犁”；保墒时
有“锄头底下三分水”“无雨不要怕，紧握锄杠把”“浇水不锄地，出了傻力气”等等。
锄，它与庄稼呼吸在一起，与农人共命运，融入农人的生命里，是庄稼的节气，土地的守护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人的农具>>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不知道几千年前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却一直在使用从那时就有的农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
因为有了农具，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我们因此活得踏实。
活着活寿，就好像又活在了几千年前的村庄里。
　　——刘亮程　　杜怀超的系列农具散文，不但让司空见惯的农具洋溢着浓郁的乡村气息，还闪烁
着农耕文化的文明印记。
　　——彭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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