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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簇睡分析

田著华 王致远

`农学系五四年扭)

一 前
心备

目

农范是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拮提栋出来的
,

因此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
,

对

于农业工作者来羡
,

是应孩掌握的
。

但是在阶极社会里
,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及科学

水平的局限
,

把很多难以解释 的现象
,

归之于
“
天 ” “

神
” ,

因此一些农范中也就

难免带有迷信色彩
。

也有一些农霭
,

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

采用了夸张的视法
,

这

就要我们在梦护
、

一 吞析
,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由于农业生产除了一般的共同性外
,

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因此农业生产实践

轻脸总桔—
农范就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通用性 ; 一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

一部分是

不能通用的
。

这是我把整理运用农范时
,

必须注惫的朋题
。

我们这次整理的农范
,

是在 195 8年陕北按德生产实习期简搜集的
,

是援德
、

延长
、

延安
、

清洞
、

米脂等地

拍近几千条农箔中的一 砌价 供大家研究参考
。

二 肤北概况

通常所指的陕北
,

包括雨个区域
,

即长城沿钱风沙区和陕北丘陵区
。

我侧这次

拙辑的一部分农范多是属陕北丘陵区的
,

因此事先介招一下孩地区的 自然概况和生

产概况
,

以助对农谚的了鲜与分析
。

孩地区海拔 5 00~ 9 00公尺
,

大部为高原沟壑和丘陵沟壑地区
,

少部分为黄河沿

岸区和森林地区
。

丘 陵重盛
,

沟壑耀横
,

土壤被复少
,

耕地坡度大
,

冲刷严重
。

孩

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1o0 C ,

一月份最冷
,

把对最低温一 24
. C ,

七月份最热
,

最高温达

39
O C

,

昼夜温差悬殊 ; 无霜期在被德为 14 0天
,

在延安为 16 0天
,

早藉多 在 十 月上

旬
,

晚箱多在四月中旬 ; 年雨量一般在 4 00~ 500 公厘
,

春季雨量最少
,

一般在 10 %

似下
,

多集中在七八九月 (近年来有提前趋势 )
,

占年雨 t 的 50% 以上
,

且多暴雨

L 木文是在祖尤从老师指导下完成
,

业承浪反复审阳
。

.

2
.

在搜易趁祖中
,

我们班在映北实习同拳秘从位言峨我技站的同志供拾不少宝交资料
,

德此一井致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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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带冰雹
,

降雨强度极大
。

春季西北风盛行
,

平均风速 1 ~ 2 极
,

最大达 5 ~ 6 极
.

_

狂风来时
,

黄土遮天
,

咫尺不冕
。

春季多东南风
,

平常风小风少
,

当嵘雨来烧时
,

风力校大
,

可达五极以上 ; 夏季风亦较少较小
,

至冬季逐浙加大
,

且为西北风
。

陕北多炎害性天气
,

气候变化异常
,

主要有早
、

雹
、

霜冻和暴雨等
。

陕北的农作物除冬小麦在秋季播种外
,

均系春夏播种
,

该地区以案谷高粱豆类

等杂盒粮为主
,

麦类次之
,

一般一年一熟
,

水地可一年二熟
,

复种指数校小
。

肥料

不足
,

一般以人粪
、

护粪
、

羊粪为主 ; 人畜力缺乏
,

根据五八年按德杭针
,

每个男

劳力负担耕地二十六亩五分
,

惊头耕音食担耕地九十九亩
。

一般以豆类作物倒搓作

为恢复地力的手段
。

过去由于劳畜力不足
,

肥料缺乏
,

广种薄收
,

炎害不断
,

因此

在耕作上粗放
,

普盈稀植
、

缺苗
、

浅耕和硬搓播种
,

浪有秋耕习惯
,

作物产最一般

都很低
。

由于春季西北风盛行
,

雨盖少
,

蒸发最大
,

对早春作物的出苗和冬小麦的返青

生长产生极不利影响
,

因此秋季蓄水春季防旱保场
,

在陕北农民中有不少的可食径

脸
,

这些轻脸的桔晶都反映在农范中
。

夏秋二季节由于雨里集中
,

降雨强度大
,

地上又没有夏好植被复盖
,

因此对水土

冲刷
,

流失极为严重
,

据按德辛店沟水土保持藏脸站查料
,

一年内按德要被洪水冲走

一厘米厚的肥沃土层
,

洪水暴发时
,

甚致淹没农田
,

摧毁庄稼
,

因此防止水土流失

在陕北农业生产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

勤劳的陕北农民在这方面积累了异常丰

富的轻脸
,

我仍搜集的农谚中
,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

其他方面
,

如施肥
、

收获
,

天

气预测
、

音牧等方面都有不少的轻脸
。

在这些轻脸中
,

有不少对目前还具有一定乎旨

导意义
,

我仍选辑的这一部分就是如此
。

三 农落分析

(一 ) 土壤耕作方面

枯作翻度 ;

( 1 ) “ 盆谁谷
,

守粉哭
。 ’ ,

( 2 ) “ 宜提康
,

卖属蹄
。 ’ ,

【胜】 : 糜谷不宜速作
。

一 lHJ 地力不能恢复
,

造成养分单一奇缺 ; 二 lRJ 速作时蛤

谷虫
、

白发病严重
。

据俞大拔 19 33、 19 36年在开封实脸桔果
,

松作一年 高 粱 后
,

白

拱病发病举由 38
.

3%降至 3
.

8% ;松作二年高粱后
,

发病率降至 2 %
,

松作 三 年 高 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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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发病率降至仅 O
。

5%
。

三则谷子速作
,

谷劳难分
,

简苗困难
,

易造成缺苗现象
。

( 3 )
“
谷搓糜

,

不如不
。

( 4 )
“
糜搓谷

,

抱粉哭
。

户- 月̀

. . 曰冬

t胜】 : 糜谷在生物学特性上很相似
,

例如对养分 的要求
,

均以氮为主
,

磷抑次

之
,

同时均为缓根系
,

对土壤表层养分消耗大
。

因此谷搓种糜或是糜搓种谷
,

产最

都不会很高
。

( 5 )
“
麦子要好

,

三年一倒
’ ,

( 6 )
“
麦子澳种十年无粒

’ ,

【胜】 : 麦子速作
,

同样产量不高
,

地力薄
,

养分单一奇缺
。 ;

.

( 7 )
“
种地不倒搓

,

十有九成啥
”

( 8 ) “ 案谷种豆豆
,

不用周舅员
”

【胜】 : “
豆豆

”
指豌豆

,

大豆
。

糜谷搓种豆子
,

豆子能获丰收
。

因为 : 第一
,

糜谷与豆子要求养分不同 ; 第二
,

糜谷为经根系的中耕作物
,

土壤疏毅
,

有利于豆

类生长发育 ; 第三
,

糜谷根系多分布在土壤表层
,

对表层养分利用李大
,

而豌豆大豆

则为主根系的深耕作物
,

分布校深
,

对下层养分
,

能充分 吸收利用
。

所以糜谷与豆

类倒搓是最理想的轮作方式之一
。

( 9 )
“
豆搓糜

,

买属晌 ”

( 10 )
“
有福没福

,

豆搓种谷
, ,

L胜】 : 陕北多在大豆搓后种糜谷
。

大豆强大的主根系
,

枝叶茂盛
,

又具有根溜

菌可以固定空中氮素
,

提高土壤含氮量
,

因此豆搓种糜谷均能获得豆好的产量
。

( 11)
“
豆后种麦

,

核盆成堆
”

( 12 )
“
要吃豌豆歇搓交

”

L胜】 : “
豆

” 指豌豆
,

豌豆搓种冬麦
,

是陕北小麦轮作的普遍方式
,

一般瀚

豆搓种麦
,

产量高
,

品贸好
。

(招 ) “ 谷地带豆豆
,

不用周月月
”

( 14) 高粱地里带豆豆
,

准能获丰收 ”

·

长肚1 : 混种陕北称为
“ 带种 ” 。

山地禾谷类作物 (除冬小麦外) 混种各种豆

于
,

是陕北农民长期耕作的特点
。

谷地一般带种植株矮小的小豆和糠豆
,

高粱地多

带种弧豆
,

赶豆
、

大豆和蔓豆
,

春小麦带种大豆
。

混种在陕北有如下好处 :

1
。

可以获得较稳定的收成
。

陕北气候复杂
,

自然炎害多
,

在同一块地里种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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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不同的作物
,

即使因发生 自然炎害
,

也不致顺粒无收
。

2
。

可以利用谷子
,

高粱与豆类的不同生物学特性
,

充分利用空简
、

土壤和发掉肥

料的作用
。

3
。

可以保持在单位面积上有一定的株数
。

4
。

可以增加复盖
,

减少土壤冲刷流失
。

5
.

豆科作物
,

可以固定空中氮素
,

增强土壤肥力
,

有利后作物的夏好生长
。

( 15)
“
碗豆协燕豆

,

容安要带豆
”

【胜】 : “ 胁
”
即阴蔽

。

豌豆地 里带黑豆 (大豆 ) 不好
,

雨者均为枝叶茂盛的

低矮作物
,

豌豆虽然不受大的影响 (因为播种早
,

生长快 )
,

但黑豆却被 “ 协
” 而生

长不夏
,

影响产里
。

春小麦带种黑豆却很好
,

除了具有谷子带
“
豆豆

”
的优点外

,

春麦收获早
,

大豆在后期有充分生长的机会
。

耕作 :

( 1 )
“
地弃人深翻

,

人称地吃穿
”

( 2 )
“
深深耕

,

皿 , 耙
,

多收麦子没二括
”

( 3 )
“
安旺一堆土

”

( 4 )
“
摘的深

,

耙的烂
,

来年定要吃他饭
”

( 5 )
“
报的浅

,

种的浅
,

将来是些黄挂技
”

( 6 )
“ 你有核食 囤

,

我有秋耕田
”

L胜】 : “
揭

”
就是耕的惫思

。

秋季深耕
,

在陕北具有特别重要的惫义
,

是增

产的重要关键之一
。

( 7 )
“
耕得深

,

劫得近
,

秋后攻成救宜困
”

【胜】 : “
柄

”
即为点播丢籽

。

深耕密植在陕北增产技术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
。

( 8 ) “ 头伏一碗水
,

二伏半碗水
,

三伏不觅水 ”

【胜】 : 夏田收后
,

应立即进行伏耕
,

伏耕愈早愈好
,

早耕后
,

七 月 雨 季 到

来
,

就能蓄积大 t 的水分
,

促进土婆熟化
,

晚剧菩水少
,

来年春旱严重
。

. ` 曰

( 9 )
“
谷子拐三耙二肠七沮

,

八米二 .
”

( 10 )
“
幼三耙二推七通

,

小米好旅生铁蛋
”

t胜】 “ 揭三
” “

耙二
” 指秋耕秋耙和春耕春耙而言

, “ 栽
” 指中耕带培土

。

这些农落挽明
.

精耕翩作不仅可习提高产 t
,

而且可以提高品贫和出米率
。

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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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明了谷子是中耕作物
。

( 1 1 )
“
荤好的夏

,

锄好的秋
, ,

( 12)
“
夏田出在牵口

,

秋田出在锄口 ”

【胜 1 : 夏 田靠秋季深耕蓄水
,

凡是秋耕作得好
,

春季一般都鞍为耐旱
,

作物生

长 夏好
,

能获丰收 ; 而秋 田 fllJ 处于雨季
,

温度高蒸发量大
,

需要多次中耕保墒
,

破

除土壤板拮
,

因此农民挽
“
秋田 出在锄口

” 。

作物分布 :

( 1 )
“
阳坡糜谷

,

阴坡洋芋
”

t胜1 : 据观测
,

阳坡温度一般高于阴坡 3 ~ 4
O C

,

而且光照也充足
。

糜谷虽

为短 日照作物
,

但在光照阶段完成后 (出苗后 5 ~ 10 天 ) 的各生育期中还是需要充

分的阳光和适当的高温 (20 、 25
“

c) 方能开花桔实
,

产量高
。

故一般大 日月 (生长

期长的 ) 品种都多种在阳坡
。

洋芋在块董形成期 (陕北夏洋芋一般在六 月底至七月

初 ) 需要校低 的地温
,

1 5 C “

左右对块茎形成与膨大最为适宜
,

高于 27
“ C lllJ 块董形成

受阻
。

陕北六月底至七月初
,

正是夏洋芋块董形成期
,

此时一般 O ~ 10 Cnt 的地温平

均豹在 25
“ C左右

,

对夏播洋芋的块鳌形成与膨大甚为不利
,

为使洋芋不处于高温下形

成块重
,

故农民将洋芋种在阴坡或沟条地
。

这样洋芋不但可以获得较高的产 t
,

而

且也延援了退化
。

( 2 ) “ 阳坡燕豆
,

背地谷
”

【胜】 : 黑豆多种在阳坡
,

一方面是由于本性要求枝高的温度 `夏季平均气混

23
O

c)
,

另一方面
,

豆搓多种冬麦
,

和大 日月的谷子或高粱
,

这些作物均宜种阳坡
。

“ 背地
” 指阴坡

,

此处指的是种早熟的谷子或糯性谷子 (酒谷 )
。

酒谷要求在校溉

和的条件之下形成更多的糊精
,

因此陕北的酒谷
,

多种在阴坡和沟条地是完全正确

的
。

( 3 )
“ 园子大安

,

早地小麦
”

【胜】 : “ 园子 ” 即水地
,

陕北按德一带
,

水地均种植春大麦倒搓糜子或蔬菜
,

冬麦都种在梁亦上和阳坡上
,

其原因 : 第一
,

水地一般在坡下河沟的雨岸
,

冬季气

温低
,

桔冻早
,

解冻晚
,

使水地冬麦不能安全越冬
,

即使越了冬
,

春季生长也要受

影响
。

第二
,

春大麦生长期短 (8 O天左右 )
.

产盈高
,

对水分的要求较为严格
,

因

此农民把春大麦都种在水地
,

以便获得高产进行复种
,

充分发择水地潜力
。

( 4 )
“
老资不简地

,

阳坡为第一
”



t 胜 1 :冬季阳坡地温较高
,

冬小麦可以安全越冬
。

阴坡 lRJ 反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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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施吧

( 1 )
“
种地不上粪

,

等放啥糊混
”

( 2 )
“
魔谷不上粪

,

柱把爹妇恨
”

t胜】 : 可冕陕北地区
,

增施肥料是 卜分重要的措施
。

( 3 )
“
一个助类蛋

,

一碗小米饭
”

( 4 )
“
金旅叔位

,

不如粪筐
”

( 5 )
“
要想庄稼长

,

粪位不离膀
”

( 6 )
“
无事少串街

,

有空多抬粪
”

【胜】 : 可晃陕北农民对积肥是十分重砚的
。

( 7 )
“
人勃不如地近

,

地近不如上粪
,

若还不惬
,

类场就是征人
”

t胜】 : “ 粪伤 ” 就是地里堆粪的地方
。

长在
“ 粪伤 ” 上的植株

,

生长分外夏

好
。
农谚挽明多施肥的重要性

。

( 8 )
“
施肥没有巧

,

事先要招好 ”

【胜】 : “
擂

”
就是指碾粪的惫思

,

陕北 (特别是延安以北 ) 农民习惯 将糜谷

高粱等小种籽作物的种子与粪混在一起播种
,

因此粪愈袖拌种愈易均匀
。

同时
,

砚

得栩也有利于作物利用
。

( 9 ) “ 拢施一大片
,

不如琳林散
”

【胜】 : 这是陕北农民在缺肥情况下有效利用肥料的轻脸
。

因为陕北水土流夫

严重
,

而肥料又缺
,

采用集中施肥既可以节省用肥
,

扩大施肥面积
,

还能使肥效待

久
,

有利于作物的吸收 利用
。

但是这种混籽施肥
,

只能在施肥量少的情况下活用
,

施肥量大时是有困难的
,

这因为一方面点播费工
,

另一方面易境芽
,

造成缺苗
。

( 10 ) “ 年年施粪年年走
,

地里庄稼长褥卫 ”

t胜】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是陕北农民 的最大痛苦
,

地里施的粪
,

作物还没育充

分利用
,

就被一坊大雨速土带粪冲走了
,

只有彻底防止水土流失
,

才能充分发挥肥效
。

(三 ) 播种

种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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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白礴早

,

寒对迟
,

秋社种安正当时 ”

(牙 )
“
种安不离八月土 ”

( 3 )
“
社前十日不惫

,

社后十日不迟
”

t胜1 : 以上农范均貌明陕北冬小麦的适宜播种期是 “ 秋社 ” (阳 历 九 月 中

旬 ) 左右
。

( 4 )
“
资黄种糜

,

糜黄种交 ”

t 胜】 : 冬小麦黄熟时复种大麦地间搓糜子 (六月中旬 )
,

糜子变黄时
,

播种冬

小麦 (九月中旬)

( 5 )
“
芒种糜子急种谷

, ,

( 6 )
“
芒种糜子急种谷

,

立夏种的好拍委
”

( 7 )
“
芒糜不芒谷

’ ,

( 8 )
“
立夏前十天不急

,

后十夭不迟
, ,

【胜】 : 这些农范都锐明陕北春糜子的适宜播种期在芒种 (六月上旬 )
,

大 日

月品种谷子 (春谷 ) 的适宜播种期在立夏小满之简
,

即五月中旬 ; 小 日月品种最退

不应迟于芒种 (六月上旬 ) ; 高粱的适宜播种期 为立夏 (五月上旬 )

这里应孩指出
,

谷子适时播种很重要
,

可以减轻病虫为害
。

1 9 5 7、 19 5 8年延安

农业裁脸站作了 “
干涝颤

” 品种的播种献脸
,

其拮果如下 :

括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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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曰

一

可竟播种愈晚
,

在陕北 白发病愈严重
,

蛙谷虫也有不同程度为害
,

产量低
。

以

五月十五 日最好
,

与农民轻脸完全一致
。

据毅德水土保持拭脸站查料
,

五月中旬
,

地温一般稳定在 1 9
“
C左右

,

有利于谷子出苗
,

同时此时播种
,

出苗至拔节需 34 天
,

因此拔节时正逢雨季
,

有利谷子生长
,

故产量高
。

( g )
“
豌豆收不收

,

种在九里头
”

( 10)
“
若要碗豆收

,

冻土上扣
”

( 11)
“
种在九里

,

收在斗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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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九里碗豆丢不了籽 ”

( I夕 )
“
惊 .眺豆套分交

’ ,

【胜】 : 这些农范均羡明
,

春豌豆要早播
,

在陕北最适宜播种期是惊蛰春分之

简即 3 月上旬
。

春小麦在春分播种
。

因为这雨种作物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低温完成春

化阶段
。

同时适当早播可以早收
,

早秋耕蓄水
。

( 14 ) “ 立夏前后
,

按瓜种豆
”

t胜】 : “
按瓜

” 官时旨播种南瓜
、

甜瓜等而言
。

立夏前后正种谷子和高粱
,

因

此黑豆
、

弧豆
、

小豆菜豆等也随之混种
。

但有一部分黑豆
,

早已在春小麦
、

豌豆播

时种了
,

黑豆的播种期很长
。

( 15 )
“
清明种老麻

’ ,
(蓖麻 )

( 16)
“
小满跟前种山集

’ ,

(洋芋 )

( 17 )
“
谷雨种棉花

,

不要周麟家
”

( 18)
“
过了四月八

,

种花没疙瘩
”

( 19 ) “ 头伏养交
,

二伏芥
,

三伏里种的大白菜
”

【胜】 : 以上五条农范
,

均正确的指出了陕北各种作物的适当播种期
。

播种要求 :

( 1 )
“
干种谷

,

湿种豆
, ,

( 2 )
“
瓜场康子黄场谷

”

【胜】 : 豆类发芽要求较大的土壤湿度
,

当土坡持水里高于或低于 70 %
,

出苗

均受到阻碍
。

谷子宜种黄墒的原因是 :

i
。

谷子发芽需水分少
,

当土壤含有 9 ~ 15 % 的水分时
,

就可以迅速发茅
。

2
。

墒大易造成地面板桔
,

不易 出苗
,

白发病也容易侵入
。

( 3 )
“
陡坡指浅些

,

平地拍深些
”

【胜】 : “ 搭 ” 指谷子复土
。
陡坡种谷

,

均为由下向上沿等 高钱
“
按 种 ”

或
“
壕种

” 如果下面开始复土就深
,

将来滚下的土块
,

lHJ 更加加深了复土层
,

造成幼

苗出土困难
,

常常形成大量缺苗
。

( 4 )
“
安深谷浅

,

糜子盖脸
, ,

( 5 ) “ 安种黄泉谷留橄
,

豆子种在地皮上 ”

t胜1 : 糜谷和豆子均应适当浅播
,

么一寸左右为宜
。

因为 :

1
.

糜
、

谷子粒小
,

出土力不强
,

深播易造成缺苗
。

同时发芽时需水分少
,

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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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上均能夏好
“
捉苗 ” 。

2
。

据研究
,

谷子深播
,

出土援慢
,

白发病侵入机会多
。

( e 比 1) 平 均 被 害 率 (白坐病
洛

6 ~ 8

1 0 ~ 1 2

1 5

1 0
。

2%

1 2
。

9%

2 4
。

4%

~ J 卜

3
。

豆子为双子叶植物
,

一般出土较单子叶植物困难
,

特别是大豆
、

菜豆为子叶

出土植物
,

复土过深 lllJ 更难出土
。

( 6 )
“
一毁三不收

’ ,

( 7 )
“
翻种谷

,

抱头哭 ”

【胜】 : 播种后
,

由于炎害或播种臀量不高
,

造成大量缺苗而翻掉 重 播 的 谷

子
,

产量是不高的
。

因为晚种
,

谷易境芽
,

白发病严重
。

所么要没法保征第一次播种的

全苗
,

少量的缺苗可采用移栽办法补苗
,

不应轻易翻种
。

出苗

( I )
“
养三

、

安六
、

菜一宿
”

t胜】 : 指不同作物的出苗期
。

一宿形容出苗快
。

密植

( 1 ) “ 撤籽播攀头
,

广种薄收
’ ,

( 2 )
“
稀麦两手空

,

稠麦好收成
”

【胜1 : “ 撒籽
”
指撒播豆子

, “
摄拳头

”
形容撒的远撒 的稀

。

( 四 ) 田简管理

饭 . 月

两苗

( 1 )
“
拔谷如价花

’ ,

【胜】 : “
锈花 ” 形容谷子简苗要十分精糊

,

其原因是 :

i
。

谷子幼苗生长袖弱
,

而且稠密
,

简苗时如稍不小心
,

就要伤害所留的苗
。

2
。

苗期不易歌别谷子芜草
。

3
。

粘合简苗
,

要拔除 白发病和蛙虫为害的植株
。

( 2 ) “
选苗如选类

’ ,



西 北 农 学
.

院 学 报 19铂乍

【胜】 :留苗要留无病无虫的健康植株
, “

好苗好收成 ” 就是这个道理
。

中耕

( 1)
“
豆橄三滋硕颐圈

”

( 2 ) “ 谷锄三汤
,

米汤甜
”

( 3)
“
谷橄七滋

,

八米两橄
”

【胜】 : 谷子是中耕作物
,

多次中耕
,

不但可以除草
、

松土
、

保墒
,

而且还可

么提高品赞和出米率
。

( 4 ) 康翻两耳
,

谷锄断
”

( 5 ) 谷锄寸
,

顶上粪
”

t胜1 : 糜谷中耕要早
,

一般谷子在三叶期
,

魔子二叶期就进行第一次中耕除

草
。

因为糜谷幼苗期生长极为援慢
,

最易遭受杂草为害
。

( 6 )
“
珑锄糜谷

,

湿锄豆
,

阴夭下雨泪黑豆
”

t胜】 : 一般视庄稼均要合墒锄地
,

特别雨后中耕
,

可坦破除板桔层和减少水

分蒸发
。

但是糜谷在幼苗期根系入土浅
,

发育不壮
,

雨后湿锄
,

易很伤幼根
。 “

乾

锄糜谷
” 就是幼苗期要黄墒锄的意思

。 “ 溜 ” ,

锄的戳思
。

( 7 )
“
一次锄

,

二次楼
”

【胜】 : 指高梁的中耕
,

第一次中耕桔合简苗
,

第二次中耕桔合培土
。 “

褛 ”

有深锄培土的惫思
。

( 8 ) “ 一次浅
,

二次深
,

随 , 二次把土上到根
”

( 9 )
“
一推二拉三锄草

”

t胜】 : “ 浅
、

深
、

浅
”
是一般中耕的规律

,

陕北糜谷在第二次中耕时
,

必须

桔合培土
。 “

一推
” 指第一次中耕要浅

,

要平 ; “
二拉

”
郎是第二次要深中耕

。

沮涯

( 1 ) “ 谷子死三死
,

收成一包籽
”

t胜】 : 谷子苗期特别耐旱
,

当土壤水分降低 10% 时仍能生长
。

因此苗期受旱
,

只要后期水肥足
,

丰收仍有保征
。

( 2 )
“
安浇小

,

谷浇老
”

t胜】 : 谷子苗期需水少
,

适当晚浇水还可以
“
蹲苗

” ,

使之生长健壮
,

后期

需水最大
,

如果水分不足
,

就易受
“
捏脖旱

”
和

“
胎里旱

”
造成减产

。 “ 麦境小
”

在陕北主要指的是春大麦早期要灌水
。

因为春大麦出苗正处于春季乾旱季 节
,

土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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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能满足要求
,

故早境水是必要的
。

如果墒大也可以不浇
。

(五 ) 收镬

( 1 )
“
六月六

,

新安面位滚羊肉
”

( 2 )
“
夏至十天安将黄

,

再长十夭定上场
”

L胜 1 : 陕北冬小麦成熟期在六月下旬
,

春小麦在七月上旬 ” 士康”
一

晋gn ,o

( 3 )
“
秋分糜子

,

寒橄谷
, ,

L胜】 : 陕北糜子收获期在九月下旬 (秋分 )
,

谷子收获期在 10 上旬 (寒露 )
。

( 4 )
“
秋社前后

,

摘麻仔
,

挽小豆
, ,

L胜】 : 陕北九月中旬
,

大麻籽 (麻籽 )
、

小豆都收了
。

( 5 )
“
先低田

,

后高田 ; 攻了阳山收阴山
”

L胜】 : 陕北农民在收获时
,

一般都是先收阳坡后收阴坡
,

先收低 田后收高山
。

据我佣观察分析
,

主要是 由于阳坡温度校阴坡高 3 、 4
“

:c (特别是春秋雨季和早

晚相差显著 ) 夏秋季节低 田温度较高田高出 1 ~ 2
“ C ( 5 ~ 9 月)

.

因此阳坡和低

田早熟早收
。

现将按德水土保持拭脸站气象查料引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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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玫割有五忙

,

割
、

背
、

打
、

晒
、

旅
”

( 六 ) 水土保持耕作法

( 1 )

( 2 )

【胜】 :

远较坡地高
。

( 3 )

“
宁种一个窝

,

不种一片坡
”

“
三个坡坡

,

不如一个窝窝
”

“
高

” 指梁卵上的窿地
。

水土养分流失少
,

土层深厚肥沃
,

因此产 t

“
掏个钵钵

,

吃个窝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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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胜】 : “
窝窝

”
是用高粱

、

狱皮等磨成面作的一种盒品
。 “

解醉
”
郎指焦麟

坑
、

抗旱田而言
,

是陕北夏好的水土保持耕作法
。

它既能阻止水土流失
,

又能加深耕层
,

菩水保墒
、

保肥
,

因此产量高
。

山 地 掏 醉 增 产 效 果 刹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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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买一亩

、

不如拍一亩
”

(修梯田 )

( 5 )
“
地无唇

,

橄死人
’ ,

L胜】 : “
唇

” 指梯田埂
,

梯 田 (特别是水平梯田和圳田 ) 能大大减少水土流

失
,

使作物生长夏好
,

产量高
。

(七 ) 自然炎害

( 1 )

【胜】 :

炎害之多
。

( 2 )

L胜1 :

“
天上冶子打

,

地上映抢拉 ; 谷子性谷虫
,

山洪推庄稼
”

“
冷子打

” 指下冰雹
, “ 瞎拾拉

”
即瞎老取为害庄稼

。

可兑陕北 自然

“ 谷子的枪择
,

豌豆的油汗
”

“
枪捍

” 指谷子白发病
,

敌人
,

1958年毅德吉旗地区因豆蚜为害
,

“
油汗 ” 郎豆蚜

,

这是陕北庄稼的雨个兑恶

豌豆
、

扁豆几乎颗拉不收
。

(八 ) 其他

( 1 )
“
小满一朵花

,

芒种乱开花
”

【胜】 : “
一朵花

” 指春豌豆开花而言
,

此时其它作物和草木大都浪有开花
。

芒 种后百花齐放
。

( 2 )
“
立秋十八天

,

百花秀称 ”

t胜】 : 末伏百草都已抽穗
。

( 3 )
“
白份不出头

,

创了银老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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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 :谷子 白露不抽穗
,

将来没有收成
。

主耍是生长期不约 (谷子抽穗到成

熟在陕北要 4 0多天 ) 后期温低
,

花粉不易成熟
,

难于受精
。

四 桔束藉

一
.

.
.

从么上农范中可以充分看出
,

陕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摸索和积累了异常丰富的

轻脸
,

特别是在防止水土流失
、

防旱保墒
、

根据复杂的自然条件选择适当的播种期

和多种作物栽培的粗合
,

么及特殊的管理有着突出的办法
。

这些拮晶
,

不但过去曾

起着很大的作用
,

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简内
,

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在旧社会
,

陕北农民不但受着重重的刹削和压迫
,

而且受着旱
、

雹
、

霜冻和山

洪的威协
,

迫使陕北农民处于靓寒交迫
,

水深火热之 中
,

轻济力量薄弱
,

文化科学

水平低
。

然而剁削阶极及其政府
,

又从来不过朋农业生产
,

总桔农民轻验 ; 同时小

农径济也阻碍着农业的粗糟向前发展
,

因此陕北农民 的很多宝贵耗脸得不到广泛的

推行和使用
。

例如水土保持
,

深耕
、

少种高产多收…… 等农民早已掌握
,

但是没有

系挑化
,

更没有办法在广大土地上实现
。

解放后
,

特别是合作化和公社化后
,

情况完全雨样
,

党和政府轻常重砚总桔农

民生产轻脸
,

而且投法帮助农民推广和实现这些轻脸
,

同时合作化后 的农民 (特别

是公社化后的农民 ) 也有了雄厚的物力和人力去实现这些办法
。

例如全面治理山沟

防止水土流失
、

兴修水利
、

修渠道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精小耕地面积
、

逐渐实现

少种高产多收……在陕北的开展
、

就是陕北农民千百年来轻脸实现的例征
。

因此农

慈在不同社会制度中
,

起着不同的作用
,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

效力
。

农民的轻脸是非常多的
,

而且是愈来愈丰富愈科学
,

相应的农范也就越来越丰

富越科学
,

因此今后还须要我仍粗檀不断的总桔和搜集农箔
、

研究农范
,

以便很好

的指导农业生产实践
。

` ,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