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田扁担三百条”“韩田大河三百亩”

老民谣里的韩田
韩
田
村

■记者黄国夫／文陈立波／图

“韩田扁担三百条”、“韩田大河三百亩”，这两句在韩田人口中代代相传的老民谣，背后有着

精彩的故事，它也体现了韩田人吃苦耐劳、勤俭致富的精神。这是近日记者走进塘下镇韩田村的

认知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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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田村古称六都，曾取

名寒田，明代定名为韩田。

现在说起韩田村，人们首先

想到的便是韩田的汽摩配产

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韩田村家家户户办起了汽摩

配厂，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到

1992 年，汽摩配总产值超亿

元，成了浙南地区第一个亿

元村。

“我们韩田村有如今的

发展，跟我们血脉里的经商

传统有很大渊源，从明代起，

韩田村民就扛着扁担到处做

生意，有‘韩田扁担三百条’

之说。”韩田人王起凤出生于

1926 年，他曾经历那段辉煌

历史。

王起凤说，由于务农收

入较少，从明代开始村民就

有了在农闲时外出经商的习

惯，到了清代，这种习惯得到

强化。每年农忙一过，一些

青壮年便扛起扁担，结伴出

门，到福建闽东地区贩购桂

圆、荔枝、红糖等，再挑到温

州、瑞安等地的集市、村庄零

售，以此补贴家用。

到了清末，他们从福建

采购货物后，雇佣“蚱蜢舟”

沿瓯江运至丽水，再用竹排

运到宣平（今金华市武义县

柳城镇）、遂昌、松阳等地。

当时，这些地方每旬都有一

次会市，如宣平的逢三会市、

松阳的逢七会市。韩田商人

把货物挑到会市出售后，又

用收回的资金在当地采购桐

油、棕丝等土特产，雇船运回

温州销售，从中赚取差价。

这种经商模式持续多年

后，一些勤俭节约、经营有方

的村民发了财，就在宣平等

地或租赁或购买店面，开起

了店铺，到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渐成规模，当时仅宣平一

地，韩田人开的商号就有 8

家之多。

“我当时跟着村里人到

宣平做学徒，那个人在闹市

区就有 5 家店铺、5 名学徒，

除了经营南北货外，还制作

糕饼、蜡烛销往乡下。”王起

凤说。

随着这些先行者经营成

功，韩田村越来越多的村民

离开农田，扛着扁担追随他

们出去做生意，人数之多，以

至当时商界有“韩田扁担三

百条”之说。

“韩田扁担三百条”

除了“韩田扁担三百条”

一说外，在韩田村村民口中，

还有另一句话经常被提起，

那就是“韩田大河三百亩”。

韩田大河为塘河的一条

支脉，穿韩田村而过，河道宽

阔，两岸修有驳坎，树木种植

其间，郁郁葱葱。

“以前的韩田大河还要宽

一些，河两岸有一个渡口，是韩

田周围十个大队通往塘下镇的

必经要道。”韩田村民竺胜忠

说，由于当时还没有修筑桥梁，

两岸村民来往只能靠渡口的一

只渡船，船两头各绑一条绳子，

人站在两岸靠人力去拉。

为此，在韩田大河上建

造桥梁成了韩田人祖祖辈辈

念想的事。1962 年，韩田村

筹资 3 万元，经过两个月的

奋战，修成了韩田大桥，渡船

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韩田大河，韩田村

人人都知道“韩田大河三百

亩”这一说法，但是它是怎么

来的，许多人却未必了解。

相传在古时，韩田村多

良田，当时温州有一位大户

人家的老爷，准备买田收谷

租。听说韩田村的土地好，

便来到韩田村要买良田。不

幸的是，他到韩田后碰上了

几个无赖。

这几个无赖听说这位老爷

要买良田，就说自己家有田，带

他来到韩田大河边上乱指一

通。这位老爷并非农民出身，

也不了解韩田的具体情况，只

看到河岸边有很多田，听说这

些良田都要出售，十分高兴。

择定日期，带银子，写田

契。第二年，这位老爷高高

兴兴地过来收谷租时，这几

个无赖却翻脸不认人，说：

“你来收什么租啊，谁的田卖

给你了？”这位老爷一听糊涂

了，马上拿出田契作证。

这几位无赖看了，说：

“你买的是韩田大河这三百

亩地，又不能种粮食，你收什

么谷租。”这位老爷一听，才

知道自己被骗了。

这便是“韩田大河三百

亩”的故事，至于这位老爷是

谁，这事发生在什么年代，村

里的老人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日，竺胜忠和他朋友

管庆檬到梅头（今海城）东溪

一宗祠拜访，对方听说他们

是韩田人，便说：“你们韩田

人把我们老祖宗骗得好惨

啊！”这才知道这位老爷为温

州闻名的翰林学士姜立纲后

人——姜弘佐，而故事大概

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不过，

它是否真实，也无据可考。

“韩田大河三百亩”的故

事，主要说明的是韩田大河

之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电

影《碧水双魂》剧组为此来到

韩田，在韩田大河取景拍摄，

韩田的很多村民在该电影中

出演过群众演员。

2010 年，韩田村投资逾

700 万元，在韩田大河一旁

建了占地 1.5 万平方米的韩

田国策主题公园，为村民提

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韩田大河三百亩”

塘下韩田大河，河畔为国策公园

韩田国策公园

韩田大桥修建前的渡船 （竺胜忠供图）

塘下中学位于韩田

韩田村全景韩田村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