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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农谚。中
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经过劳动人民几
千年的创作、积累，农谚流行于口头，散见于
各类书籍，她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又是一
棵古老的树，扎根于祖国大地，在各个不同的
时期对发展和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笔者曾经下乡“接受再教育”四年多，长
期在农业战线工作，具有浓厚的“三农”情结，
而且从小就注意收集、记录农谚，从中吸取营
养。本文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谈谈农谚的
收集和应用，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
通俗易懂的农谚大放异彩，为现代化农业作
出贡献。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经历了漫长
的历史，从古代的刀耕火种到后来的精耕细
作，再到现代化、科学化、机械化，大手笔绘就
了一部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举世瞩目的壮丽
史诗，可歌可泣。从古至今，聪明、勤劳的中
国农民总结了大量的农谚。例如“人误地一
时，地误人一年”“过了芒种，不要强种”“衣要
勤换，田要轮作”“要想害虫少，除尽田边草”

“春争日，夏争时”“种薯南北向，插秧东西行”
“土放三年变粪，粪放三年变土”“粪肥不发，
上地白搭”“花生种重土，不死豆也稀”“不怕
田瘦，就怕田漏”“水稻脾气糟，喜水又怕涝”

等等。这些农谚从实践中来，具有科学性、指
导性、实用性，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作用
之大不可低估。

在此，对农谚的重要作用，举例说明之。
有一年，有个种植了多年北运菜的镇，发现蔬
菜病虫害很多，严重影响了产量。对此，农科
人员为他们开了“处方”：“衣要勤换，田要轮
作。”所谓轮作，就是指在同一块田地上轮流
种植不同的作物。合理、科学的轮作，可以恢
复和提高土壤肥力，充分利用土壤中的不同
养分，节省肥料，还可以控制和减少病虫杂
草，对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都起到明显的
作用。“一语惊醒梦中人”。于是，这个镇的领
导动员和组织村民实行轮作，将坚持了多年
的冬种北运菜改种番薯、玉米等，次年春收获
得好收成。第二年冬再种北运菜，果然病虫
害大大减少，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上世纪 90 年
代初，我在市农委工作期间，陪同市领导到一
个山区乡镇检查生产。在召开座谈会时，该
镇党委书记说，部分村委会冬种绿肥，可是长
势不好。经了解，他们缺乏种植经验，没有按

“祖训”办事，以致绿肥没有“茁壮成长”。我
对他们说，农谚云：种植绿肥“有收无收在于

沟，收多收少在于禾头”。绿肥生长虽然需要
充分的水，但是又怕积水，因此需要开深沟，
遇到下大雨时，水流到水沟里，如果遇到天
旱，可以从水沟里舀水淋绿肥。此外，绿肥是
喜阴作物，必须留高禾头，既让它享受到阳光
雨露，又避免太阳直射，从而获得好收成。该
镇领导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后来，他们按照
上述农谚组织和指导农民种植绿肥，获得了
大丰收。

自古以来，我国以农业立国，在几千年的
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
经验绝大部分以农谚的形式广为流传。农谚
是谚语的一部分，它是智慧的语言，经验的结
晶，犹如夜空中的星星，河滩上的彩贝，数之
不尽，采而无穷。实践证明，传颂久远、卷帙
浩繁的农谚，对研究和继承我国古代农业技
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对农业生产还有
借鉴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各级农业农村
局、镇政府、农科所（站）等有关部门，要组织
人力，大量收集整理各地的农谚。有条件的
话，可以编印小册子，赠送给村民使用，让它
发幽于庶民百姓，与现代农业并驾齐驱，从而
使广大农民年年领略耕耘的回报，岁岁收获
丰收的果实。这将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的
善举，意义深远！

智慧的语言 经验的结晶
——谈谈农谚的收集和应用

□毛勇强

近日，广东十大最美古树群评选
活动结果出炉，茂名根子古树群榜上
有名。

古树群资源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
的珍贵遗产，是社会人文历史的见证，
有“活化石”“活文物”之称。它们客
观记录、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
变迁的痕迹，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
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研价值，承
载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怀，是不
可多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茂名市历来高度重视古树名木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2016年以来，以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在全市启动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档工作。通过普
查，我市现存古树名木物种丰富，共
计 41 科 7861 株，古树群 69 群 3828
株，并对这些古树名木进行了分级鉴
定，竖立古树名木标牌予以保护，还
建档造册，使这些活“文物”有了新

“户口”。
作为中国的荔枝之乡，高州市根

子镇有着极为悠久的荔枝文化，而位
于根子镇柏桥村中的贡园，更是保留
了许多年代十分久远的古荔枝树，是
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保
存最完好、老荔枝树最多、品种最齐
全的古荔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园内古荔丛生，形态各异，享有

“荔枝博物馆”的美誉。
自唐朝以来，根子荔枝成为历朝

贡品。相传唐朝宦官高力士于此采荔
入宫，故名贡园。

贡园里生长的荔枝树虽然树龄都

已在 500 年以上，但棵棵枝繁叶茂，
年年硕果累累。根子贡园荔枝，以果
色鲜艳、肉质爽脆、清甜可口而驰名
中外，而根子镇被誉为“中国荔枝第
一镇”。

在荔枝丰收上市的季节，每逢节
假日，根子贡园总是人头攒动——游
客除了前来购买新鲜荔枝外，大都是
慕名前来参观的。在这个始建于秦朝
末年荔枝园里，500 年以上树龄古荔
枝树就达 39 棵，1300 年以上的古荔
枝树 9棵。农业、历史、文化的完美
融合，让贡园成功入选农业部 2016
年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结果名单。

近年来，“广东省十大农业公园
—高州荔枝主题公园”项目落户柏桥
村，这是唯一落户粤西的省级农业公
园。古老的村庄，已是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打造着更具岭南魅力的全
国农业旅游观光示范点。

贡园里的老荔枝树根干苍老，有
的树干已空，仅剩树皮，枝叶依然苍
郁，依然挂果累累。每一株老树，都
有一个名字，刻于旁边石上，连同树
种、树龄，让观者一目了然。

“迎客荔”“别有洞天”“虚怀若
谷”“把根留住”“五马归巢”“贵妃
醉酒”……每一个名字，或与树的形
态有关，或有典故故事，起得都恰到
好处，让人印象深刻。

一株叫“荔王”的老树，品种是
白糖罂，800 年树龄了，树头粗壮，
枝干发达，树冠苍茏，如一把巨伞。
这株老树年产荔枝达 2000 斤，产量

居贡园之首，因此取名“荔
王”。

一 株 1300 多 年 的 黑 叶 老
树 ， 依 然 枝 叶 繁 茂 。 据 说 ，
1300 年来，曾遭受多次电击火
烧，五次劫后重生，因此取名

“五代同堂”。
贡园里不单老树多，树的品

种也不少。白糖罂、黑叶、妃子
笑、桂味、糯米糍……岭南优良
的荔枝品种，都能在这里看到。
一株老树名叫“进奉母树”。品
种叫“进奉”，单看这名字，就
让人想起长安，想起一千多年飞
骑进奉的荔枝故事。

在贡园里，残存着大唐王
朝时光的，是那些千年老树。
只要那些老树还在，只要贡园
的故事还在，大唐王朝便不曾
远去。

（来源：茂名市林业局）

这是一场隔着百年的时
空对话。

与“好心文化”“好心精神”
有关。世上第一部有关潘茂名
的专著《潘仙全书》完成于清朝
光绪年间，作者谭应祥，广东茂
名人，曾任广西河池知州。其书
中签语“济世有奇诀，救人须用
心”是好心文化的启元。

2022 年 重 阳 节 ，阳 光 很
好。我们专家组一行，在茂名
市茂南区委宣传部、新坡镇政
府协助联系下，专程寻访谭应
祥的后人及故居。

谭 应 祥（公 元 1830-1886
年），是清代高州府茂名县南部
大堂（也作“大塘”）村人，其故
居在今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大
塘村委会大塘村。他生于清道
光十年（1830 年）农历六月十三
日，在光绪十二年（1886 年）农
历三月十九日去世，享年五十
七岁，葬于元帝岭的南面。

走进大塘村，秋高气爽，碧
空如洗，估计一百三十多年前
也这么清丽的天空。大塘村地
处小东江西畔，毗邻茂名露天
矿生态公园，处于茂名城郊结
合部。由红旗北路拐入，一幢
古朴高大的门楼巍然在前。大
塘村原叫“大堂”，现四周许多
丰盈的水塘，改名“大塘”更贴
切。

在大塘村委会广场，当地
村委会干部早已等候多时。

酷热中，在村委会会议室，
谭氏宗亲会许多老人代表挤满
厅堂，在重阳敬老的日子，我们
迎来一种久违的感动。

据谭燕桂书记介绍，大塘
村委会2.5平方公里，有13条自
然村，17 个村民小组，3400 多
人，以谭、阮姓氏为主。其中大
塘村开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
今约五百年，为明清村落，村中
以谭应祥家族为荣，村民以种
植蔬菜与出租土地为生计。翻
开再版的《茂名大堂谭氏谱》，
他们显赫的家族荣耀百年。谭
应祥出生在士大夫之家，从他
的曾祖父至他的孙子，一家六
代都属当地名门。他的曾祖父
谭辅才，为清室恩赐登仕郎，赠
承德郎。他的祖父谭吐华，为
清朝诰赠奉直大夫。他的父亲
谭宜让，诰赠奉直大夫，晋授朝
议大夫。他的兄长谭兆祥，功
加五品衔，封奉直大夫。我与
谭应祥的曾孙谭增齐先生详细
攀谈，古稀之年的齐叔面色红
润，精神矍铄，娓娓道来家族荣
光的历史。

谭应祥，字水亭，号雅芳。
自小聪明伶俐，潜心学问。清
咸丰十一年（1861 年）由癝生考
选拔贡，敕封徵仕郎，诰授奉直
大夫，晋授朝议大夫，钦加知府
衔，升用盐课司提举、广西补用
通判，署河池州知州，兼管南丹
土州。河池州，现为广西河池
市，是目前广西面积第二的地级
市。朝议大夫从四品官员，相当
于现在正厅级干部。谭应祥的
原配和庶室共有五个成年儿子，
蔚棠、蔚梅、蔚椿、蔚桐、蔚桥。
长子谭蔚棠，清朝授徵仕郎，为
广西巡检署玉林州州判。三子
谭蔚椿清朝邑痒生，热心公益事
业，曾鼎力筹建茂南学校。

其实我们更关心谭应祥与
《潘仙全书》。目前可查证的，

谭应祥是中国最早结集成书研
究潘茂名的人物，他还撰写中
国第一部研究冼夫人专著《冼
夫人全集》，可惜专著失传。幸
好其中《夫人年谱》《世系纪略》
篇章，被高州图书馆刘明宽在
文物普查中抄录出来，在 1986
年《高州文史》第五期发表。

据谭增齐先生介绍，谭应
祥在广西担任河池地方长官
时，热心当地民生与文化建设，
并管辖南丹土州，即现在的南
丹县。当时桂西北山区是广西
少数民族聚居最多地区之一，
民风彪悍，蛮荒落后，谭应祥又
是外地人不熟悉当地语言。谭
应祥为人刚烈、正直，有点孤
傲，在河池任四年知州后，他辞
官回广东茂名家乡。在茂名县
镇盛乌石私塾执教三年，并著
书立传，在高州城区留下不少
诗词。比如《癸丑登观心阁感
怀》《丁未潘山》等。在返回茂
名乡居岁月，谭应祥遍访高凉
名胜古迹，特别关注潘茂名与
冼夫人。他收集整理了明清以
来关于潘茂名的诗词、古迹、碑
记、艺文、传说、签语等。谭应
祥以“潘仙全书”为书名，亲自
作序，拟定目录，包括：潘仙像
赞、潘仙全书序、潘仙本传、潘
仙古迹、艺文摘录、碑记赋诗、
古迹补录、潘仙灵签等12章节，
以“茂邑谭应祥水亭氏编辑”落
款，由儿子谭蔚棠、谭蔚椿等校
对，清光绪八年（1882 年）由高
州城富文楼印书局木板刊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谭增
齐迫于当时形势，将一大箱祖
传的书籍，包括《潘仙全书》等
全部掩埋地下，时隔多年重新
挖掘出来，发现里面古籍全部
湿烂成碎片。幸好，还有一本
孤本在广州城。八十年代初
期，原高州县图书馆馆长张均
绍来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发现古籍《潘仙全书》，作为潘
茂名研究专家他如获至宝。由
馆长特批，在广州古籍馆复印

《潘仙全书》。张均绍带着“潘
茂名”回归故里，受到高州政府
表扬。从此《潘仙全书》面向世
人，目前市面影印本主要是张
均绍这部复制的。

深秋的阳光依然灿烂。我
们倾听着，谭氏宗亲会谭泽环
在诉说大塘村的辉煌。今年的
重阳节，赋予了潘茂名的色彩。

谭应祥故居在村委会西
侧。在现代楼宇挤逼下，一处
二进古朴祠堂，第一进“耕堂祀
宇”，第二进“刺史第”。绿色的
琉璃瓦，低调不张扬。褪去颜
色的门联，古旧致远。厅堂深
深，驻足灰暗的内屋，我们仿佛
穿越晚清时光与谭应祥对话。

跟随村委会干部，深入村
庄内部。这条明清村落保留许
多文物古迹，有开挖于明朝嘉
靖年间的古水井，四百多年的
菩提榕树，“大夫第”祠堂，谭氏
宗祠、“孝思”侨民屋，还有多口
潋滟的水塘。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规划中，谭应祥对潘茂
名研究贡献可载入茂名史册，
成为村庄的荣耀。

回望大塘村的门楼，泛黄
的稻田上，仿佛看到当年执教
乡野的谭应祥。他孤傲、硬朗，
已显老态。一卷《潘仙全书》，
他踽踽独行。“烧丹客去埋金

鼎，汲水人来话玉
泉。山寺久荒秋
叶满，更无道士与
谈玄。”晋代的潘
茂名已经远去千
年，古老的潘茂名
文化正焕发生机，

“好心精神”源远
流长。我与谭应
祥隔着一百三十
多年，在同为茂名
这一片古老土地，
做着同一样的事
情。

对 话 岭 南 仁
医潘茂名，致敬谭
应祥先生。

寻访清代《潘仙全书》
作者谭应祥

□ 廖君

广东十大最美古树群评选结果出炉

茂名根子古树群榜上有名

“荔王”。一级古荔树 估测树龄：800 年

作者收藏的《潘仙全
书》复制本

根子贡园根子贡园

“五代同堂”。一级古荔树 估测树龄：1300 年

“进奉母树”。一级古荔树 估测树龄：800 年

“二十四担”。一级古荔树 估测树龄：1300 年

“虚怀若谷”。一级古荔树 估测树龄：8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