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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怎样种稻谷？

清乾隆《瑞安县志》载：“春分浸种、

下秧、通田。春夏之交乃插田，先插早

秧，田家设厚饷，迟数日于空行中补插

晚秧。越二十日而耘，三耘而早禾成熟

矣。遇旱，用水车引水灌溉，又每用竹

捻取河泥。江、山二乡之田，其耘、插皆

同，而灌溉不一法。大抵早禾既获，锄

去稻根，漉去其草，复加滋荫，至冬初而

晚禾亦收。然后犁田，晒白以候春作。”

这是间作稻种植法，山区单季稻呢？光

绪《永嘉县志》说“田远土瘠，则单插一

季。土浅者宜早稻，土深者宜晚禾。收

获毕，随犁而晒之，以受霜，则来年土膏

而禾盛”，翻土过冬，培养地力。道光

《乐清县志》说山田水冷，种中稻，施肥

“用鸟兽皮骨羽毛者”，为有机磷钾肥。

在金川有机稻米基地，古法耕作仍在延

续——

上有林地，下有梯田，下去是村落，

平均海拔600多米，昼夜温差大。水源

清洁，没有污染。自流灌溉，排灌自

如。梯田蓄水保土，梯级分布，通风透

光好。土壤肥厚松软，耕性良好。土

壤、温度、光照和灌溉条件，都能满足有

机水稻长成。

水调节稻田的空气、温度、湿度、养

分，维持生态平衡。分蘖期浅水勤灌，

自然落干就再灌。抽穗期需水量大，保

持寸水，防止缺水。灌浆期可间歇灌

溉，以保持田土潮湿为宜。有的冷水

田、烂蕻田水温太低，在孕穗前放了田

水，让太阳晒两三天后回灌，叫烤田。

烤田使水稻稻秆硬朗，有助孕穗结实。

收割前什么时候放水晒田，也有讲究。

重施基肥，有的农户用瑞安地产的

有机肥，有的农户养了六七头牛用栏

肥，耙田时就施下去，施得足。秧插下

去回头又施肥，施得早。穗肥，相其时

候，察其颜色，看苗施肥，苗色不黄不

施，促成秆粗、穗大、粒饱。

老式农耕工具，工具与人结合形成

生产力，用“劳苦”种田。人工拔草，田

耙薅草，鸭子放养吃草，不使用除草

剂。不用化肥，不用激素，省钱又环

保。用油滴灭虫法，用灭虫灯，不施农

药，也是省钱又环保。有时刮一个小台

风，风雨没有成灾，稻飞虱倒是刮没了。

传承梯田耕作、传统水利、生物除

虫、水稻烤田等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保护生态环境，又产出安全健康食

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在永嘉（现瓯海瞿溪）与瑞安（湖岭）交界处，蜿

蜒着一条长约4.5公里、宽1.5米至2米的石岩屋古道

（古称分水岭、枫树岭）。这条原始块石石阶路，沿途

石崖奇绝，尤以石岩屋景观最为著称，谢灵运、孙衣

言、孙锵鸣、王卓等文人墨客都曾为之挥毫著文。

石岩屋，又名“仙人屋”“仙人岩”，是一个天然

堆石洞，巨石突兀，形若巨型蘑菇，早在两晋时期就

以“石室”闻名。巨石如巨舌般自山体探出，舌下形

成一个高约2米，宽深均约八九米，面积70余平方

米的扁形岩洞。洞内设有石桌石凳，可容数十人避

雨休憩。

清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第五卷

载：“仙人屋，自雄溪镇西行至此六里。”“九峯山东，

自仙人屋南迤西行至此三里四分与瑞安县分界。”

石岩屋古道，正贯穿雄溪、仙人屋、九峰山东。旧

时，曾有人家常居此洞，售卖烟酒食品，故名“石岩

屋”，古道也因此得名，曾为永瑞两地人员物资交流

要道。现在它作为省一级古道，夏秋之际，旅游登

山、赏枫的人络绎不绝，洞内也有售卖小吃冷饮。

古道人文积淀深厚，不少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留

下美文。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385—433）,公元

422年出任永嘉太守，在游分水岭古道时留下了五

言诗《登石室饭僧诗》：

迎旭凌绝崎，映泫归潋浦；

钻燧断山木，掩岸谨石户；

结架非丹薨，藉田资宿葬；

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

清霄扬浮烟，空林响法鼓；

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咒虎；

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

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此诗意境深远，描绘了攀登高山、探访石室、与

僧共餐的场景，抒发了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

及淡泊名利、追求简朴生活的态度，是石岩屋最早

的文学印记。

清代瑞安学者孙衣言（1815-1894）探访石屋

岩，亦作五言诗《至瞿溪寻仙人岩》：

放棹沿回溪，溪行忘纡曲。

复遵沙岸平，遂造北山足。

仄径穿脩榛，崖崿纷在瞩。

锦石皴霞姿，匠巧出斧斵。

亭亭仙人坛，松风书常肃。

危构抗层云，开窗纳林麓。

我来试凭阑，下瞰空潭绿。

似闻羽人徒，白日走苍鹿。

卢敖海上游，何年此栖宿。

珠树秋未花，瑶果几时熟。

洪崖非我期，隐者在薖轴。

高咏左思篇，清风矫烟鹤。

诗中生动记述了其寻访旅程，饱含对仙人岩奇

景的赞叹，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石岩屋内室正中下方立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瑞安学者孙锵鸣所撰的

《分水城至瞿溪雄溪两路种树记》，并且附有诸山主

乐助栽枫的名单。碑文部分字迹漫漶，所幸湖岭对

坑村王氏族谱存录了一份清晰的文字。其文载：

吾邑三十一都与永嘉之泰清乡，壤相接也。出

分水城，自焰火山岭东北行，至瞿溪十有五里，皆重

峦叠嶂，路险仄如羊肠，缘岩攀藤，不胜其苦。对川

王翁挺升见而悯之，相度数载，思有以利行者。而

山各有主，遂遍历而熟商焉，诸山主知其为义举也，

皆许诺。於是险者夷之，低者培之，曲者直之，巉岩

者铲而平之，遂成坦途，行旅称便。

然未息阴之所，于翁之心未慊也。其自焰火山

东南行，至雄溪十余里，虽旧有路，而道傍木亦濯濯

如前，夏日酷烈，暑行多病渴者。王翁复以种树之

议谋诸各山主，又诺之，并各施以枫栽逾二百本，于

是分行布列，如栉如比。自今以后，葱慰成林，勿剪

勿伐，负者载者，出此两途，咸得所庇而休息焉，其

为功德岂有量哉！

王翁介其叔桂亭以事来告，且乞文勒石以示

后。余嘉翁等致力于为善，有加无已，而尤喜诸山

主之皆能舍己利人，赞成其美也，于是乐为之书。

此文详述了王挺升联合永瑞乡贤及诸山主，鸠

工铲险、广植枫树（逾二百株）之善举，赞颂其筑坦

途、荫行旅之功德。现存古枫约110株，历经百年风

雨，棵棵虬劲。夏日浓荫蔽日，深秋则层林尽染，红

枫古道蔚为奇观，成为石岩屋最动人的景致。

石岩屋岩背平坦，其斜面朝古道处，民国廿七

年（1938年），瑞安人王卓（1897-1951，浙江大学毕

业，曾任军职）题写的“石喦屋”三字（“喦”音同岩，

山崖、山洞的意思），字迹清晰，笔法遒劲，则为古道

增添了近代文韵。

千年古道，承载着谢灵运的山水情怀、孙氏兄弟

的纪事咏怀、王卓的笔墨留痕，更铭记着乡贤筑路植

枫的义举。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独特的自然人

文景观，使其于2023年荣膺“浙江省一级古道”，石岩

屋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愈显璀璨。

古法耕作，金川种出有机米
■陈思义

去采风，林川镇里的同志把我介绍给王巨良，王巨良67岁，他是金川高山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的人，我们早就认识。我去林川四五次了，一

次去看《瑞安日报》当年报道过的好老师王步宙的老家，一次去采风创作对川村歌《绿水青山梦与情》，一次去参加文化礼堂活动，几次见过王巨

良。听语气看表情，王巨良介绍有机稻米种植法也不是第一次了，而我年轻时也种过梯田稻米，熟门熟路了。

食以稻为先

林川回来，我做了一次文献调查

——

南朝梁代陶弘景在福泉山种“白

谷”，色白如玉。

北宋时占城稻传入，性早莳、早熟、

耐旱、粒细，宜于高仰之田。

明弘治《温州府志》物产篇：“谷，种

类甚多，不可殚记。”记也记不尽，列了白

散、地暴、占城、软秆、百箭、龙籼、磊晚、

早糯、晚糯、金水糯等17种，介绍了白散

“其熟最早”，地暴“粒尖细”，占城“最耐

旱，有红、白二色”，软秆“色白粒大”，龙

籼“粒大，米白尤甚”，早糯“不可以造经

冬之酒”，晚糯“欲造隔年酒，非此糯不

可”，金水糯“宜山田种之”。并且说，谷

之类五县俱同。查清康熙《平阳县志》列

谷类23种，乾隆《瑞安县志》列了15种，

道光《乐清县志》列了21种，光绪《永嘉

县志》列了18种，名目大同小异。

也有特别详细记录的——

道光《乐清县志》所列分早、中、晚，

早稻分红白二种，有六十日、平阳红、细

秆白、广东白、早糯。中稻，种山田，一

岁一熟，有处暑白、八月白、香晚。晚

稻，无芒曰磊晚，芒多而长曰百箭，芒短

曰乌嘴，性黏曰晚糯，又有九月晚，占

城，旱稜。旱稜宜陆地，也称陆稻，无水

则种之。

光绪《永嘉县志》引《浙江通志》“温

多美稻”，又引《谷谱》“温州稻岁两

熟”。夏熟，曰早谷。冬熟，曰晚谷。特

别介绍了楠溪香稻，晚熟，“以一二合入

他米，炊之满甑皆香，然不多得”，产山

中最高处，红壳者有长芒，香尤胜。

与王巨良一起回想，记得占城稻本

地叫“金城”，为水稻当家品种，米饭软

悠悠好吃，粉干即是籼米做的。“龙籼”

以前只知其音，原来是这“龙籼”二字，

学到了。龙籼米特别大粒，特别白，米

饭也好吃。晚糯是稻中贵族，糯米做的

糯米饭、汤圆、粽子，自有农家节庆的味

道，各家种得不多，山里人说“吃补”。

书上说，秦汉时的稻作乃火耕水

耨，之后牛拉犁耕，唐代有了水稻育秧，

温州水稻有早、中、晚三大类，宋代有双

季间作稻，元明时力推之，清郭钟岳《瓯

江小记》：“温地多沃衍，稻再熟。”清孙

衣言《瓯海轶闻》：“七甲唯单收，今知寄

晚禾于早禾中，岁收两季。”后来改双季

间作稻为连作稻，改高秆品种为矮秆品

种，推广杂交水稻，这叫三大技术突

破。王巨良说，梯田上种的是单季稻，

有过推广密植、种草籽绿肥、矮秆杂交

良种，也种过农垦58、汕优63、协优46，

种过浙优1号，现在是嘉科优11、泰两

优217，先试种，再推广。

有机稻米是怎样种出来的？

祖祖辈辈在梯田里种水稻，有一套

传统的稻作方式，古老，自然，绿色，环

保，王巨良细细介绍了金川有机稻米的

种法——

4月初，清明节气到了，选一块好田

做秧田，打入有机肥作基肥，牛拉犁与

耙，翻转泥土且平整，直把泥土弄细弄

糊了。秧田做好了，沉淀两三天后，便

可以撒谷种了。

4月20日左右，谷雨节气，雨生百

谷，浸谷种催芽了，浸1天1夜，然后每

天淋水1次，3天后谷种上冒出白芽，长

出胚根，可以下田了。选一个好时辰，

把谷种均匀地撒在秧田里。10多天

后，立夏节气，夏天渐始，秧苗出到齐水

面。老古话说“秧田着勤眙，亲眷着少

走”，谷种下田，一日三次去看，看田水

浅满，看有没有老鼠鸟雀为害，看长势

如何，做到及时除虫，适时施肥，生长

30至35天的秧苗就可以插下田了。

插秧前要通田，即把上年割了晚稻

后干燥的梯田，灌满水，浸泡两三天，待

泥土变软了，用牛拉犁去把泥土翻转，

也叫耕田。再包田岸，给田岸加泥，使

梯田不漏水。然后打田，一种专用工具

叫擂轴，人跨步站在擂轴的框上，牛拉

着擂轴在田里来回地走，用滚轴把泥打

成泥浆状，以便插秧。有了小型电动耕

田机，不再用牛、木犁、擂轴了。

注意，摄影师第一次来了。

6月5至 7日，芒种节气，前后10

天，正是插秧季节。插田是技术活，老一

辈插田，横的每行6丛，丛距均匀，直行

讲究插直成平行线，横向纵向的行距一

样大，8寸乘8寸，成四株对。小块梯田

就随田形弯弯曲曲成行，不那么讲究了。

一个月后，小暑节气，稻田里已长

草了，要拔田草，也叫薅草。用一种叫

田耙的工具，浅浅地翻动软泥土，把杂

草去除，叫耘田。或者用“田丘（音）”，

一种铁片圈样的长竹柄的耘田专用工

具，在稻丛间一行行地来回推动，刮去

杂草，刮动泥土。现在密植了，只能是

人跪在田里用手拔草，非常辛苦了。7

月15日左右第二次拔田草，天气热了，

太阳晒得田水也烫了，一整天在水稻田

里泡，人特别疲劳，腿特别软。

除虫，把菜油盛在一个特制的油筒

里，油筒下面有孔。人在稻丛里隔一行

隔一行地走，一滴滴菜油滴在田水里。

用田耙顺着一行行推田水，把表面浮着

菜油的田水推到稻叶上，唰，唰，油水就

把稻飞虱缠住了，冲下来，掉到水里死

了。除虫四次，6月20日左右第一次，7

月15日左右第二次，8月底9月初第三

次，9月15日左右第四次，慢，但是安

全。太阳灯灭虫，飞虫趋光，哪儿亮就

往哪儿飞，有成语“飞蛾扑灯”。

8月7至9日，立秋节气，晚稻孕穗

了。要保证田水灌溉，不能断水。9月7

至9日，白露节气，水稻灌浆期，谷粒慢

慢成型，注意肥水。待到谷粒成熟，飒飒

秋风吹来，梯田翻动一层层金黄的浪。

注意，摄影师第二次来了。

露带寒意，收割稻谷了。10月10

日左右是割稻旺季，老古话说“当忙无

老嫩”，一大早露水未干，人已忙开了。

女人弯腰用“稻节（音）”割倒黄熟的水

稻，平放在田里，末端斜对着稻桶。“稻

节（音）”是割稻用的一种镰刀，狭长，略

弯，刃为细齿。小时候不小心割了手指

特别疼，因为它不是割开一条缝，而是

细齿把皮肉割碎了。男人把稻桶安置

在系有拉绳的稻桶拔上，围上竹篾打成

如簟的桶围簝（音），安放好稻梯，双手

捧起一摞割倒的稻子，用臂力把稻穗重

重地甩在稻梯上，直到谷粒打净。如今

用小型电动打稻机了。

打下的稻谷赶紧挑回家，马上晾

开，尽快晒干。

天然有机的耕种方式在这里延续

乾隆《瑞安县志》说“民勤于力，以

力胜地”，一切靠的是勤劳，不怕苦，不

偷懒。王巨良说，如今种田的都是六七

十岁的老农民了。《瑞安市志》（2012）：

“金川高山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组织社

员生产高山有机稻米，并通过中国水稻

研究所有机稻米的认证，注册川和牌商

标，面积由原来的500亩扩大至1275

亩，平均单产达380公斤，亩增效益在

700元以上。”合作社向农户免费发放

水稻种子、有机肥、生物药，定期开展种

植技能培训与现场指导，提高农业种植

专业水平，先后被农业农村部评为首批

生态农场，评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川

和牌“嘉科优11”稻米2017年、2024年

两获“浙江好稻米金奖”。去年我去青

田方山采风，看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稻田养鱼，

也去看了天井垟国家农业公园，一种农

旅结合新业态，天然富硒土地，有机肥

料，生物农药，节水灌溉，稻虾共养，太

阳能诱虫灯，生态农业来了。

与古村落一样，梯田构成浙南最巨

大的人文景观。林川镇借“中国农民丰

收节”，开发高山梯田稻海体验游，打造

农旅品牌，吸引你来看梯田，搞研学，买

稻米，吃米

食。

有机稻

米是维持生

命的宝，人

自然向往。

浙江好稻米金奖

扫
一
扫
，看
详
情

（图片由林川镇人民政府提供）

名人笔下的
石岩屋

■陈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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