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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道》记载，古代的制轮高手
轮扁，就敢于和齐桓公议政。工匠轮扁用
他丰富的制轮经验，说明治国不能光靠读
书、读死书的道理，齐桓公听了茅塞顿开，
不仅免了轮扁死罪，还引他为上宾。

2000 多年过去了，硙子坝小村落
里居然仍有2000多位“当代轮扁式”的

制轮能手，他们是不是轮扁之后裔，无
从考证，但他们至少是与轮扁气息相通
的——终究，中华文明之根脉在木轮的
转动中延续至今。作为远古农耕历史
的一个孑遗，因与现代文明的巨大差
异，硙子坝的木轮车制作技艺显得弥足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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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陇南市宕昌县的大山深处，在一个名叫硙
子坝的小村落里，人们依然保持着使用古人流传下来
的生产生活工具——木轮车的习惯。

2011年11月，宕昌木轮车制作技艺被陇南市人民
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硙子坝村，无需任何人的指点，在高高的晒麦架下，在门户半掩的院落，在卧有黄
狗的篱笆前，都能看到木轮车的身影。没有任何装饰，车身白中泛黄，也有些地方因为
风雨侵蚀已然变黑。木轮车的两只硕大车轮，朴拙且有股子浓浓的原始味。

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使用木轮车，全村400多户村民每家都有木轮车。造车的手
艺一代代往下传，技术也不断地改进，使车子越做越精巧。

丰富的森林资源为这里的人们制作木轮车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桦木、椴木等木材
是箍车轮、做车辕的主要材料。在硙子坝周围的深山中，桦树是一种常见的林木，它耐
寒、喜光、速生，材质结构细腻和柔韧，木质纹理致密通直、坚韧富有弹性、易于切割、可
塑性强，可做胶合板、卷轴、枪托、细木工家具及农具用材，木轮车自然不遑多让了。

在硙子坝人看来，这些木轮车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拉柴草、运沙石、送
籽种和粪肥、收割拉运庄稼、修房送建材……生产、生活几乎哪一样都离不开它。

在前往硙子坝的路上，已见识到了
古老的“二牛抬杠”的中国传统耕作场
面，而拉辕的牛正是木轮车不可缺失的
主角——当地人称犏牛的庞然大物。

硙子坝与宕昌的车拉草原相连，同
礼县的上坪草原和岷县的狼肚滩草原接
壤，草肥水美，大量的牦牛和黄牛遍布其
上。牦牛和黄牛杂交的下一代就叫犏
牛，它既有牦牛的勇猛，又有黄牛的耐
力，正是有了它们，硙子坝人的木轮车在
漫长的岁月中轮转不停。

虽然今日城乡公路上跑着各种各样的
汽车，但木轮车仍然在硙子坝广泛使用，而
且村民深信自家的木轮车制作工艺是从战
国时传下来的。木轮牛车，在当地叫“牛

车”“地轱辘车”，全木质结构，以牛为动力的
一种运输工具。它由两个木轮、一根木车
轴、两根辕、若干衬板(车底板)、两个护栏(拉
货物的栏杆，坐人时为扶手)、一个支格子
(驾车者脚踏或运货物支撑)组成。

木轮牛车整体长度为3.5米，宽1.67
米，车轮直径1米，车轴直径0.3米，体现
出整体构造简单、结构合理、线条流畅、
造型优美、使用灵活的特点。

有人说，木轮牛车牵引着人们对田
园牧歌生活的一种眷念和历代先民智慧
的礼赞。在牛车两只时光之轮的“吱呀”
声中，提醒着我们在分秒必争的现代都
市工作节奏中，身边还有一种慢生活让
人悠然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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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木轮车。

行驶在草原的木轮牛车行驶在草原的木轮牛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