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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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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手里为啥抓着一把叉？
□闫雯雯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其《集古录》中曾记载，在山东嘉祥武氏祠中有两方汉碑；他的大迷弟、才女李清照的
丈夫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也提到过“武氏有数墓”。但二人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汉阙上，没看到武氏祠内壁的石刻上，有一
个戴着斗笠、手举“叉子”的男人，旁边清楚写着“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大禹画像，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大禹的画像都以这幅石刻为蓝本。他手中
的“叉子”也就随这幅画像被更多人所熟知。这把“叉子”叫作“耒（lěi）耜（sì）”。为什么老祖宗手里抓着一把叉？

《庄子》说：“禹亲
自操橐（tuó）耜。”《韩
非子》说：“禹之王天下
也，身执耒臿，以为民
先。”有专家猜测，臿很
可能是耜的升级版，两
者区别并不大。

四川出土过不少
执锸（chā）的“汉代打
工人”。彭山崖墓出土
的陶持锸男俑，左手持
箕状物，右手拄长柄
锸，锸立于双足之间，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乐山市博物馆也藏有
一件执锸俑，同样是左
手拿箕，右手执锸；
1975 年，在都江堰也
发现了一尊无头的持
锸石人像，更是证明了
这件工具能“治水”。

《汉书》也提过“举
臿为云，决渠为雨”。注
释的文字称：“臿，锹也，
所以开渠者也。”此类执
锸人物形象的出现，正
是蜀地人民重视水利的
反映，也是当时从事水
利工作者手执工具的真
实写照。

尽管中国人使用耒
耜的年代久远，这也应
该是当时常见的生产工
具，但是保存下来完整
的木耜却并不多见。主
要原因是木制工具特别
容易腐烂，出土的不多。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里，陈列着我国商

周时期唯一保存较为完
整的木耜。这件木耜全
长1.42米，很像现在的
铲子或者铁锹，由一根
整木构成。

它能穿越时空来到
人们面前，全靠“天时地
利人和”。这件 3000
多年前的木耜发现于金
沙遗址生活区的一个
“水塘”中，其下部有一
层厚厚的淤泥，距地表
约4米至5米。因淤泥
具有很强的保水特性，
还能隔绝空气，使被包
围在里头的有机物质得
到较好的保存。出土时
木耜已碎成了10块，木
材强度差，针对这种情
况，文物工作者采取了
套箱方法整体提取，出
土后再用高分子材料来
置换其中的水分子，然
后采用加固、着色等技
术，前后共耗费4年时
间，才让它展现在人们
面前。

有意思的是，在《华
阳国志》里有记载：“后
有王曰杜宇，教民务
农”，讲的是蜀王杜宇亲
自教人们农业耕作。由
此可见，中国人勤劳是
刻在骨子里的，不管是
大禹还是杜宇，都在以
身作则，赓续“劳动光
荣”的优良传统。

据“天府新视界”微

信公众号

相传，神农砍削
树木制成尖头，揉弯
木杆制成曲柄，发明
了中国最古老的农具
——耒。现有的考古
资料表明，最早的木
耜发现于长江下游距
今7000年左右的浙
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使用“耒”的“古
代打工人”将耒的尖
头变成扁头，改造出
了 它 的 2.0 版 本
“耜”。这一发明称得
上是当时的“高科
技”，用木耜翻地，可
改变土壤结构，增加
地力，大大地提高了
生产力。

大约成书于东周
时期的《管子·海王
篇》记载：“耕者必有
一 耒 、一 耜 、一 铫
（yáo）。”《周易·系辞
下》记载：“包牺氏没，
神农氏作，斫（zhuó）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
《周礼·考工记》谈到
耒的制作说：“坚地欲
直庛（cì），柔地欲勾
庛，直庛则利推，勾庛
则利发。”

“耒耜”由于太好
用、太流行，也被认为
是农业的代表。《韩非
子》“守株待兔”的寓
言中，不务正业，“因
释其耒而守株”的，就
是个农人。唐代农学
家陆龟蒙撰写的农具
专志，直接取名为《耒
耜经》，可见其在农业
上的价值。

耒耜不仅是耕地
好伴侣，也是挖沟、引
水、排水的一把利器，
因此大禹的手里拿着
它，并不奇怪，先秦诸
子的论述中也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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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崖墓出土的陶持锸男俑。
图据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据天府新视界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禹王广场上的大禹像。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