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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连枷的动作说明

尤明庆 1)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焦作 454010)

摘要 连枷是一种脱粒农具. 操作者双腿分立，右脚在前；双

手握杆，右手在前；持续进行后拉、上举、前挥、下扑摆杆的

动作，即可使敲板连续旋转而拍打平铺的谷物. 敲板应在摆

杆内侧，便于平衡敲板惯性力形成的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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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元旦读到《力学与实践》上周靖先生的

文章 [1]，获益良多；诗句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

枷响到明”，更有 “十年曾一别” 的感觉. 不过，文

中只是说 “手柄的上下往复摆动可转化为敲板的不

等速圆周运动”，以及 “要充分利用曲柄摇杆机构具

有极限位置和死点位置的运动特点，即当手柄运动

到上极限位置时，敲杆应同时到达死点位置，并随

着手柄的向下运动而继续下落”，并没有具体介绍打

连枷的操作方法；而 “连枷使用的是腕力和巧劲，只

要能挥动连枷并掌握好力的平衡，即可进行脱粒作

业”，与笔者少年时实际操作的感觉略有不同. 不揣

浅陋，说明如下.

谷物的脱粒方式较多. 依据 1976年前后在江苏

农村所见，连枷只是辅助脱粒工具. 主粮小麦、水稻

的脱粒有两种旋转机械 ——机稻床和小老虎. 前者

初以人力脚踏驱动，后来改为电机或柴油机驱动，

可以得到整齐的禾秆，不过总会产生一些凌乱的脚

料得用连枷脱粒. 此外，谷物的留种似乎需要手工

脱粒：水稻多是 “摔把”，双手抓住稻秆端部，高高

举起，将稻穗尽力摔向碌碡；小麦则因禾秆强度较

低不能 “摔把” 而用连枷. 豆类、油菜种植较少，也

是用连枷脱粒. 又，如果牛不需用于耕地耙田，也可

牵拉碌碡即碾场进行稻麦的脱粒 [2].

连枷由摆杆、敲板和转轴构成；摆杆长 2m 左

右，敲板长 0.5m、宽 0.1m 左右. 笔者觉得，挥动

连枷若只是使转轴作图 1 所示直线或弧线的往复运

动，则难以牵引敲板作连续的旋转运动而拍打平铺

的谷物.

图 1 连枷不能以简单往复运动作业

通常右侧手臂力量较强，因而操作者双手握

杆，右手在前；双腿分立，右脚在前. 打连枷的动作

似乎可分为 4 个阶段，转轴的运动轨迹和敲板的状

态大致如图 2 所示：

(1) 收缩手臂，向后抽拉连枷，使敲板获得向后

的水平速度；

(2) 站直双腿，同时上举双臂，敲板端部随摆杆

前端转轴向上运动，因而其水平速度转化为旋转速

度；通常连枷到达最高点时敲板尚低于水平位置;

(3) 前腿屈曲，双臂向前挥动连枷，使敲板获得

向前的水平速度；

(4) 身体前倾，双臂挥动连枷快速扑下. 敲板水

平速度转化为旋转速度以通过竖直状态，进而因重

图 2 转轴运动轨迹及敲板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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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速旋转向下，最终达到水平位置，拍打谷物.

上述 4 个阶段是全身协调动作的连贯过程，并

不能截然分隔.与扁担挑运 [3]类似，初次使用连枷并

不能操作自如；不过，只要经人指点，再略作练习，

即可获得节奏感，依据惯性而有韵律地劳作，别有一

种愉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连枷是不对称结构，敲板运

动的惯性力对转轴形成力矩，需要双手作用于摆杆

上的力偶来平衡，因而右手在前时敲板应在摆杆右

侧. 例如，在敲板启动增加水平速度的第一阶段，敲

板在摆杆右侧，需要右手向右、左手向左的作用力以

形成力偶；这正好与双臂向后抽拉的动作协调.其余

阶段不再细述. 当然，在打连枷的农人看来，敲板理

所当然得在摆杆的内侧，只有这样才能使用 “顺手”.

伸手试一下就能知道的事情，并不需要去追究什么

道理.

连枷有效作业的关键是，转轴端不能落后于敲

板前端到达地面，且敲板具有较大的落地速度，而该

速度由转轴牵引速度和敲板旋转速度共同构成. 这

就要求前述第 4 阶段应尽力下扑连枷. 笔者少年时

得到的指导正是 “干活儿得下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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