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 憶兒時棗陽 
王文法 

 

幼年記憶現在成了笑話。小時候總覺得棗陽地理位置特

殊，一條漢口到襄陽的公路竟將棗陽分成南方與北方，我舉幾

個比較大的特色試以證明： 

 

1，棗陽有九十九條崗，絕大多數都在南鄉，形成南鄉多崗

凹，可截河成壋，池塘存水種稻田，一年收兩季，即春夏收麥

子吃白麵饅頭，秋冬季收稻穀吃白米飯，生活較爲富裕。城北

農地是平原也可收兩季，春夏季也收麥子可吃白麵饅頭，但是

秋冬季收的是紅麵高粱和其他雜糧較多，感覺上生活比較清

苦。 

 

2、語音，南鄉多用隨縣語言，因為在民國之前隨棗是一個

地區，到民國成立之後才將隨縣和棗陽分治。城北民音多用南

陽語音。 

 

3、農具、南鄉運輸多甪小車，即孔明研發的木牛流馬式，

木牛馬車的造型是獨輪很大，置於車身中間很高，兩邊平坦可

坐人或放置物品。在民國 28 年日本攻擊棗陽之前，我父親租了

一輛車送我和母親回老家河南黑龍鎮時坐過一次。北鄉牛馬車

也是獨輪，不過車輪較小置於車身下方的前端，車身平坦，不

論載人或載貨都很方便。現在多用牛馬或汽車載貨物，木牛馬

車巳不見了。 

 

4、現在的棗陽已非昔比，開放後回家探親時，看到沙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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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底可通行人，向家人說到沙河的情形，都說棗陽缺水是個窮

縣。可是我聽到領導說，準備引丹江口的水來灌溉沙河區農作

物。當時我以爲這怎麽可能，簡直是天方夜譚，次年又回來就

看到引水計劃真的實現了。這真是人定勝天、夢想事成喔。 

 

今天的棗陽巳建設成觀光勝地，是全國百大進步城市之

一，正在一日千里進步中。請在台灣的年輕棗陽人，帶著家人

回去看看父輩出生的老家尤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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