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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ꎬ具有技术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和生态价值ꎮ 安徽农

业文化遗产资源创新性利用的五大要素为:技术文化研究要素:合理性探究ꎻ产业业态转化要素:旅游化生存ꎻ农
业提质要素:产品品牌ꎻ文化传承要素:文化记忆ꎻ生态发展要素:互利双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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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农业文化有何利用价值

农业文化是我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活动的创造和生存智慧的

结晶ꎬ是传统农业的精华ꎬ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
济、文化、生态等价值ꎮ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三大

发源地之一ꎬ作为百业之源的农业ꎬ在人类文明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生产经验ꎬ影响了人

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ꎮ 不同地域产生了稻作

文化、粟作文化、游牧文化ꎬ形成了中国农业文化

特有的内涵ꎬ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诸特征ꎮ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ꎬ
从秦汉以至明清ꎬ历代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政

策ꎮ 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类型ꎬ
是具有充分理由的”ꎮ〔１〕就一般意义来讲ꎬ世界文

明和文化发生的类型ꎬ都脱离不了农业这一基

础ꎬ但从文明的持续性、文化的影响性来看ꎬ世界

农业三大发源地ꎬ仅有中国的农业文化体系被传

承了下来ꎮ 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ꎬ往往把

传统农业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生土壤或行业的基

础ꎬ长期的农业历史形成的农耕文化、农技方式、
农村习俗等是组成农业文化的重要内容ꎮ «孟
子滕文公上»所谓:“死徙无出乡ꎬ乡田同井ꎬ
出入相友ꎬ守望相助ꎬ疾病相扶持ꎬ则百姓亲睦ꎮ”
就是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文化特征的写照ꎮ
从当代发展的趋势来看ꎬ与中国传统种植业相关

的知识具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ꎬ有利于用较少的

耕地养活众多人口等突出的优点ꎬ农业文明是一

种有机的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ꎮ
“夫稼ꎬ为之者人也ꎬ生之者地也ꎬ养之者天也ꎮ”
(«吕氏春秋审时»)人们运用人之勤ꎬ顺应天

时地利ꎬ追求天地人物的整体统一ꎬ在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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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ꎬ孕育了与此相适应的文化ꎮ
农业文化主要指:历史上在农业生产领域和

农村生活领域ꎬ由人们创造并保存下来的各种知

识、技术、观念、制度、习俗以及各种物质资料等

资源的综合ꎬ主要通过农业遗产体现其内容ꎮ 按

照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国家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ＮＩＡＨＳ)概念的一般解释ꎬ
农业文化遗产与过去的农业遗产不同ꎬ农业文化

遗产更注重遗产的“活态”性ꎬ即在农村农业发

展中保持着发展活力或潜力的各种农业系统、农
业物种、生产技术、农业景观、生产习俗和文化观

念等资源ꎮ “从外延上看ꎬ它大致包括农业遗址、
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

技术、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农业民俗

１０ 个方面”ꎮ〔２〕可将农业文化遗产范围扩展为聚

落类、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工具类、技术类、
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以及民俗类等十种类型ꎮ
总体看来ꎬ安徽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多样ꎬ数量众

多ꎬ资源丰富ꎬ且不同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布

差异ꎬ各地域遗产资源文化风格不一ꎮ 这些遗产

资源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经济、生态及文化价值ꎮ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ꎬ农业资源极为丰富ꎬ在

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型和跨越中ꎬ研究、
挖掘、传播、利用安徽农业文化遗产ꎬ对于传承农

耕文化、保护农村生态、发展生态农业、拓展农业

功能、建设美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一样ꎬ农业文

化遗产也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ꎮ 中国传统农业

文化类型丰富、遗产表现多样ꎬ具有生态价值、历
史价值、经济价值和技术文化价值等方面ꎮ〔３〕

二、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分析

安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特征鲜明ꎬ早在远

古时代就留下了农业生产的痕迹ꎮ 从农业遗址

来看ꎬ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三百多处ꎬ安
徽境内繁昌县癞痢山人字洞已被专家确认为亚

洲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遗址之一ꎮ 蒙城县尉迟

寺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

社会新石器晚期农业聚落遗址ꎮ
长期的农业发展ꎬ特别是兼容北方、南方的

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数量

极多ꎬ种类齐全、遗产类型多样、地域分布差异明

显ꎬ遗产资源文化类型和体现风格也不一样ꎮ 从

农具来看ꎬ安徽农业历史悠久ꎬ地域广阔ꎬ农具丰

富多彩ꎬ按照质材分有铁、木、竹、麻(棕)等四大

类ꎻ按用途分有耕整、播种、收获、脱粒、加工、灌
溉(提水)、运输等多种ꎻ具有特色的有旧石器时

期的砍砸器、新石器时期的石铲和石斧、汉代的

灰陶井沿和绿釉陶磨、清代的脚踏碓、明代的织

布机和民国时期的二人脚踩龙骨水车ꎮ 长期的

农耕生活中ꎬ使农具得到不断的创新、改进和完

善ꎬ种植业、渔业、养蚕养蜂、运输、生产保护等各

类工具发明ꎬ充分显示了各地农民的生产智慧ꎮ
从农业工程遗产来看ꎬ安徽境内水系众多ꎬ水资

源在年际间、季节间和地区间分配不均ꎬ常对生

产造成危害ꎬ于是自古就修建了一系列抗御水旱

灾害的水利工程ꎮ 安徽工程类农业遗产以寿县

芍陂(安丰塘)为代表ꎬ多应用于大规模的农业

生产中ꎮ 全省各地域分布了大量的运河闸坝、堤
坝和农田灌溉系统ꎬ如安徽黟县的漏斗坝灌溉系

统充分体现了山区人们发展农田水利的创造性

智慧ꎻ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位于潜山县境内的

三国时期水利工程吴塘堰与乌石堰ꎬ含山县境内

的铜城闸等ꎮ 安徽«地方志农业志»记载:长
江流域修建圩堤数量安徽也最多ꎬ汉代以迄民国

达 １９７３ 个ꎮ 从养殖物种来看ꎬ“槐山羊”是已有

１０００ 余年历史的古老品种ꎬ优良黄牛品种皖东

牛ꎬ至少已有 ５００ 多年的养殖历史ꎬ«明太祖实

录»中记载:“洪武三年六月辛巳ꎬ官给牛、种、
舟、粮ꎬ以资遣之ꎬ仍三年不征其税ꎬ于是徙者凡

四千余户”ꎮ 淮猪是我国古老的地方优良品种ꎬ
早在公元前 ３ 世纪«博物志»中就有记载ꎬ至今已

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ꎮ 明嘉靖«庐江志货殖篇»
中就已经把巢湖鸭列为家禽之首ꎮ 在作物种植

方面ꎬ亳县钓鱼台考古遗址发现了大型陶鬲内盛

有大量的碳化小麦籽粒ꎬ距今最少已有 ４００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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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南陵县葛林遗址 １３ 号土墩ꎬ发现西周晚期的

碳化稻谷ꎮ 从农作物特产来看ꎬ地方优良品种砀

山酥梨已有 ３０００ 年栽培历史ꎬ至少 ４００ 年前ꎬ砀
山酥梨已形成种植规模ꎬ明万历修编的«徐州府

志»中就有“砀山产梨”的记载ꎮ 产于宿州市埇

桥区夹沟镇的夹沟香稻米ꎬ历史悠久ꎬ唐代诗人

白居易曾留有:“唯有流沟山下寺ꎬ门前依旧白云

多”的诗句ꎮ 从农业景观来看ꎬ休宁板桥流水养

鱼景观已有千年的历史ꎬ２０１３ 年休宁板桥乡荣

获安徽省“山泉流水养鱼之乡”的称号ꎬ２０１５ 年

“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被农业部列入第

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ꎬ黟县宏村水口

林、休宁新安源古林公园景观、金竹岭黄山贡菊

景观都已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ꎮ 从农业民俗

来看ꎬ池州傩戏汇蓄和沉淀了从上古到近代各个

历史时期诸多文化信息ꎬ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

域ꎬ隐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和极高的文化人

类学、戏剧学、宗教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和

民俗学等学术研究价值ꎬ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

民俗仪式ꎬ被称为“最古老、最完整”的古戏曲之

一ꎮ “安苗节”是皖南农村诸多农事活动中最富

有特色的习俗ꎬ节间人们多以新麦面粉做包粿当

餐ꎬ谚云:“种田种得哭ꎬ享个安苗福”ꎮ 邻里互

相品尝包粿ꎬ山间小村亲友亦赶来过节ꎬ同享口

福ꎬ其间交流生产经验ꎬ议论稻田管理、水利等意

见与措施ꎮ
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布于封闭的山区ꎮ 贫

困山区土地资源短缺ꎬ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耕

地ꎬ创造性地因山就势开发利用土地ꎬ形成了多

样化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有效性的资源管理、多样

性的资源利用ꎮ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

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ꎬ包括农耕文化及与系统密

切相关的乡村民约、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传

说、歌舞艺术以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

等ꎬ维持了文化的多样性ꎬ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

承ꎮ〔４〕优秀的农业文化是劳动人民长期生存智慧

的结晶ꎬ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

价值ꎬ保护、传承、发展好其中重要的农业文化遗

产ꎬ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

大ꎮ 近年来ꎬ安徽省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

经启动ꎬ作为系统性的农业文化遗产ꎬ安徽“全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有寿县芍陂(安丰塘)
及灌区农业系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铜陵

白姜种植系统、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ꎮ ２０１６
年ꎬ安徽普选出淮北相山黄里笆斗杏种植系统、
黟县石墨茶文化系统、绩溪金山时雨茶文化系

统、寿县古香草园、寿县梨树栽培系统、寿县八公

山黄豆种植与豆腐文化系统、杜集葡萄栽培系统

和烈山石榴栽培系统等八个全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候选项目ꎬ同时ꎬ分布于广大农村的零散性、
可挖掘性的农业遗产资源也非常丰富ꎮ

当然ꎬ安徽在保护利用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上

还存在一些问题ꎮ 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

公众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度不高ꎬ相对于安徽文

化资源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ꎬ我们在农业文化遗

产利用上相对滞后ꎬ全省进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的只有 ４ 项ꎬ２０１６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ꎬ安徽省

普查工作推动的深度和实施成效均不够ꎬ安徽省

进入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名录(４０８ 项)的只

有 ８ 项ꎮ 另一方面ꎬ安徽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

开发还处于文化观光型阶段ꎮ 农业文化遗产资

源利用率低ꎬ开发内容较为单一ꎬ相应的文化产

业、产品的吸引力有待提高ꎬ对农业文化遗产资

源的整合力度也不够ꎬ现有的遗产项目在改造、
开发和利用方面也不够科学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

特殊性质的认识缺乏全面性的把握ꎬ包括遗产的

活态性、多功能性ꎬ特别是对濒危性、可持续发展

性的准确理解ꎬ还有对遗产分类和具体评价还比

较模糊ꎬ研究开发利用人员应具备的传播技能也

不够ꎬ导致对农业文化遗产理解、宣传不到位ꎮ

三、安徽农业文化遗产创新性利用的要素分析

(一)技术文化研究要素:合理性探究

一般说来ꎬ古代农业是指从新石器时代与铁

器时代交替时期起到 １９ 世纪后期为止的农业ꎬ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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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形态来看ꎬ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ꎬ一直

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这一阶段ꎮ 中国的古

代农业(一般也称为传统农业)可以说是古代农

业文明一个典型的代表ꎬ其中尊重农时、精耕细

作、选用大量原始的品种资源、丰富多彩的技术

经验、注意用地与养地、利用有机质循环、保持生

态平衡等农业生产思想和生产技术ꎬ被世界各国

用来厘清对现代生态农业的认识ꎬ纠正用单纯的

工业文明来规约生态农业的发展思路ꎬ并为此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和认识依据ꎮ
“传统技术思想”不同于“古代技术思想”ꎮ

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ꎬ并不是古已有之而与

今无关的东西ꎮ “传统”的东西产生于过去ꎬ但
能够一直延续到现代ꎬ而且还将影响未来ꎬ这样

才称得上“传统”ꎮ 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生产

过程中ꎬ如何体现特色? 十多年来ꎬ在理论界和

技术现实运用中谈及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持续农业”等概念越来越多ꎬ呼吁运用的也越

来越强烈ꎮ 特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ꎬ对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ꎬ推进现代农业集约性、功能

多元性ꎬ启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实践中ꎬ对减施化

肥农药、建设生态农业、实行农业的综合经营、提
高作物的利用转化效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等方

面ꎬ国家和地方都采取了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实
际实施多方面的措施ꎬ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ꎮ 如

何更加深入地探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融入的

中国技术要素ꎬ突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ꎮ 从

最基础的技术文化角度ꎬ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思

想加以系统探究ꎬ亦是必要的ꎮ 那么ꎬ对优秀农

业文化遗产的保护ꎬ在技术文化研究层面ꎬ关键

是要探究隐含在其中的本土知识和技术ꎬ农业文

化遗产中的技术和农业文献中丰富的思想ꎬ自然

是探究中国传统技术文化的“宝库”ꎮ 当然ꎬ在
研究中需要汲取各类资源之精华ꎬ剔除其中糟

粕ꎬ系统探究传统技术文化的科学性所在ꎬ及其

在当代的技术文化中合理的适用范围有多大ꎮ
“这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尽管其适用范围必然具

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局限ꎬ但却标志着特定人群

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和谐共荣关系的可

持续潜力ꎬ因而也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吸取

的精神财富ꎮ” 〔５〕

几千年来ꎬ安徽人民在农、林、牧、渔、蚕、茶、
农田水利、农业管理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思

想和生产经验ꎬ拥有众多的农业典籍ꎮ ４０００ 多

年前ꎬ尧舜之时ꎬ洪水横流ꎬ泛滥于天下ꎬ大禹带

领民众ꎬ“疏江导河”ꎬ“决汝汉ꎬ排淮泗”ꎬ“始于

霍山ꎬ回集五岳”ꎬ留下导山治水之伟绩ꎮ 大禹治

水的成功ꎬ促进了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生产的发

展ꎬ懂得顺应水的特性用疏导法治理洪水ꎬ并有

了原始灌溉的农业ꎮ 管仲的农学思想和孙叔敖

主持修建的芍陂(安丰塘)工程ꎬ反映了安徽人

民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ꎬ已在生产实践中ꎬ不断揭示

自然的规律ꎬ推动农业的改革和发展ꎮ 西汉刘安

«淮南子»记录了我国古代农业气象、水利灌溉、
农业机械、蚕桑等方面宝贵的农业生产知识ꎮ
«淮南子»体系周全ꎬ内容丰富ꎬ特别在农业节

气、物候、气象、水利、农具、农药以及农产品加工

等方面ꎬ都有最早的记载和发明创造ꎬ是安徽文

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ꎮ 其中ꎬ涉及农业

民俗类的有我国最早的二十四节气划分及完整

的理论表述ꎬ“悬羽与炭ꎬ而知燥湿之气”(«说山

训»)是世界上最早的测知空气湿度的农业技术

方法ꎮ 而流传至今的传统豆腐制作更是已渗透

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ꎬ«淮南万毕术»中所述的

用硫化砷燃烧灭农田害虫ꎬ可以说是最早的农药

使用的记载ꎮ «淮南子地形训»论述了中国主

要河流水质及其宜种植的作物ꎬ“河水中浊而宜

菽”“雒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

肥仁而宜稻”ꎬ意思是长江水清润不伤作物ꎬ这种

水适宜浇灌水稻ꎮ 数百年后ꎬ北魏著名农学家贾

思勰在 «齐民要术» 中提到 “上稻要引上流清

水”ꎬ和«淮南子»所述观点是一致的ꎮ
(二)产业业态转化要素:生长新域

当前安徽ꎬ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ꎬ主要

体现在旅游化生存、产业化发展模式上ꎬ主要形

式是各遗产地利用遗产资源ꎬ融合发展休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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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旅游等新领域ꎮ 从现有的实践探索和理

论可行性上看ꎬ“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是

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和有效利用的最可

行之路ꎮ〔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ꎬ遗产地各

级政府更进一步盘活遗产资源ꎬ积极探索开发利

用农业文化遗产的新路径ꎬ让农民切实受益ꎮ 如

何让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农业转型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ꎮ 首先ꎬ旅游化生存方面ꎬ农业文

化遗产资源能够被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成为以拓

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体验田园乐趣为主

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ꎬ建设成为具有科普、教
育、学习、体验等功能的休闲农园、农旅项目ꎮ 安

徽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ꎬ长期以来为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ꎬ但是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

然较低ꎬ«安徽省“十三五”种植业发展规划»提

出推进产业融合ꎬ促进农村一、二、三级产业协调

发展ꎬ继续推进国家级、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县(点)创建ꎮ 提出利用种植业资源开发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项目ꎬ主要通过农业“接二

连三”、农产品加工业“接一连三”、休闲农业“接
二连一”和信息技术“接三连二加一”ꎬ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ꎮ
其次ꎬ在产业业态转化中提升综合生产效

益ꎮ 农业遗产的“活态性”要求这种遗产在现实

生产中要继续使用ꎬ既有生存价值又有发展要

素ꎮ 新产业、新业态是现代生产技术及管理要素

与传统的农业农村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和创新的

产物ꎬ做大做强农业产业ꎬ可以形成很多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从产业

融合来看ꎬ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旅游业相互

联系已经形成ꎬ并逐步走向成熟ꎮ 从功能拓展来

看ꎬ农业本身正在发挥和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生

态、文化、旅游功能和价值ꎮ 乡村休闲旅游是以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等自然和人文客

体为基础ꎬ依托农村自然生态景观、传统民俗建

筑、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活动、特色农业产

业、农村手工艺等特色资源ꎬ以农村休闲游和农

业体验游为基本形式ꎬ其间通过农业文化遗产资

源形成产业叠加拓展生成了集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养生养老、康体娱乐、文化教育于一体的新兴

旅游方式ꎮ 同时ꎬ由政府主导ꎬ通过社会组织的

社区营造ꎬ农业文化系统也得以进一步发展ꎬ并
得到定向性的利用ꎮ

(三)农业提质要素:产品品牌

乡村振兴ꎬ产业兴旺是重点ꎮ 让农民通过自

己的生产、经营就能致富ꎬ才是我国乡村振兴的

基础性标志ꎮ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推动地方名

优特农产品提档升级、做大做优ꎬ明确了要以市

场为导向ꎬ紧跟消费需求变化ꎬ充分挖掘具有地

方历史、地理和文化特色的品牌价值ꎬ并较为精

准地给予了以其为引领推动农产品由规模化生

产向优质、专用、特色生产经营转变ꎬ形成独特的

市场优势和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发展框

架ꎮ 在质量兴农部分ꎬ乡村振兴战略又强调了:
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ꎬ提高农业创新力、
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ꎬ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

农业强国转变ꎬ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ꎬ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ꎬ把品牌化和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并列为农

业发展提质的重要驱动要素ꎮ
当前ꎬ我国农产品区域品牌研究、建设可以

说方兴未艾ꎬ但从建设效果来看ꎬ建设的视野和

成效较为单一和不足ꎮ 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与我

国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总是不相适应ꎬ步伐落

后或步调不一ꎮ 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ꎬ农产品建

设总是习惯采用传统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模式ꎬ
忽略农产品主体特点和众多产品形成的资源禀

赋ꎬ从而适用性较差ꎬ建设和拓展的空间较小ꎮ
从经营化的角度来看ꎬ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

面ꎬ很多经营者绞尽脑汁ꎬ投入效果不如意ꎬ品牌

效益优势不强ꎬ农产品品牌同质性、分散性现象

严重ꎬ同一区域一品多牌比比皆是ꎮ 其重要原因

是农产品品牌建设忽略了产品生成的差异性ꎬ这
种差异性不仅是自然性、地域性的生产环境和生

产习惯所致ꎬ更来自于产品生成的文化特质ꎮ 用

文化培育农产品ꎬ把优质特色文化ꎬ融于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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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品牌ꎬ增加产品的附加值ꎬ能进一步加大

农产品品牌的表达能力ꎬ显现农产品的差异性ꎬ
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接受度ꎬ激发他们潜在的

文化消费需求ꎬ自然ꎬ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与竞

争力也随之加强、扩大ꎮ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在

品牌构建上需要作出主动性适应ꎬ在农产品区域

品牌的建设中ꎬ结合科技创新、质量标准、生态安

全ꎬ注入文化融合机制ꎬ为区域农产品品牌构建

增添更多机会与可能ꎮ
我国历史悠久ꎬ许多地域文化资源丰富ꎬ目

前ꎬ有 ９１ 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有 １５
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ꎬ与世界自然和文

化遗产一样ꎬ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

值ꎬ安徽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数量极多ꎬ种类齐

全ꎬ类型多样ꎮ 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

值ꎬ可为农产品品牌发展储备巨大的可利用资

源ꎮ 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技术体系的交互作

用在当代能产生巨大的“产业文化”推动力ꎬ乡
村振兴中文化产品理应成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一项新兴产业ꎮ 传统技术文化所承载

的知识获得方式、思维模式、民族心理、价值取向

及审美情趣等ꎬ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各类文化产品

之中ꎬ如地域农产品、农事活动、农具以及各类

“农家乐”采摘活动、渔猎活动、烹饪技艺等ꎮ
(四)文化传承要素:文化颜值

农业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之源ꎬ农耕

文明同样也是中华文化之重要载体ꎮ 可以说ꎬ了
解中国的文化和农业ꎬ离不开了解中国农耕文

化ꎮ 要促进农业绿色发展ꎬ更不能忽视了中国的

农耕文化ꎬ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农耕文明活化

的载体ꎬ对进一步深化爱国家、爱民族情怀ꎬ都有

着重要作用ꎮ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ꎬ繁荣兴盛农村

文化ꎬ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ꎮ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

上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不断赋予其时代内

涵、丰富其表现形式ꎮ 如何能使发展和保护形成

耦合ꎬ达到双赢?
首先ꎬ农业文化遗产地是展示传统农业历史

辉煌成就的窗口ꎬ浓郁的民族习俗与地域特色ꎬ

促进了文化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ꎮ 农耕文化及

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民约、宗教礼仪、风俗习

惯、民间传说、歌舞艺术以及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建筑文化等ꎬ丰富多彩ꎬ维持了文化的多样

性ꎬ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ꎬ在农村地域文化特

色的深化上ꎬ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ꎮ 其次ꎬ作为

乡村文化重要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ꎬ具有转

化的现实优势ꎬ能够服务“产业—生态—人文”
一体化发展ꎬ为开展“一乡一品” “一村一品”的

区域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提供动力ꎬ使文化成为

乡村的凝聚力、生产力、驱动力ꎮ 全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ꎬ正是借助文化遗

产资源ꎬ迅速提高茶叶及精深加工产品生产、休
闲、旅游、生态体验等方面的经济功能ꎬ形成茶叶

种植、加工、贸易、文化旅游四位一体的产业体

系ꎬ“茶王祭拜” “开园仪式”作为每年太平猴魁

开园采摘前的重大仪式ꎬ展示出了百年传统猴魁

茶文化与当今市场文化的相结合ꎬ让古老的太平

猴魁茶焕发出了青春活力ꎮ 再次ꎬ乡村文化的持

续发展和文化振兴的根本实现ꎬ需要以文化提升

生活品质、拓展发展空间ꎬ也就是塑造“耐看的文

化颜值”ꎮ 乡村振兴若没有文化做支撑ꎬ那就很

难振兴ꎬ因为没有内涵ꎬ缺乏灵魂ꎮ 农业文化遗

产资源中根植于乡村的文化生态、原汁原味的古

村古屋、农味土味的饮食、原生原真的农俗农器ꎬ
都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记忆ꎬ是最有吸引力的

文化创意和品牌文化建设要素ꎮ 安徽部分农业

文化遗产地结合特色农业文化之乡的申报、审核

和命名ꎬ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ꎬ建立特色农

业文化博物馆、科普馆、展览馆等ꎬ开展特色农业

文化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代表性文化的宣

传、展示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用文创思维重新认

识、激活、塑造乡村ꎬ让农产品戴上历史文化的桂

冠ꎬ披上饮食文化的名片ꎬ携手民俗文化的载体ꎮ
在乡村文化旅游方面ꎬ体验农业也发展迅猛ꎬ利
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让消费者置身农业景观ꎬ细
听农产品的起源、发展的精彩故事ꎬ体验农产品

生产过程ꎬ品尝饮食佳肴ꎬ分享农产品的民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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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继而打造更多乡村文化产业的卖点ꎮ
(五)生态发展要素:互利双赢

作为以复合性、可持续性、多功能性为主要

特点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ꎬ其复合性、可持续性

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生态与环境价值ꎬ实现生态宜

居的乡村生态振兴目标ꎬ处理好乡村资源开发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ꎬ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必

然选择ꎮ 首先ꎬ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中ꎬ农业遗产

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农业遗产资源的可持续

性要求ꎬ不言而喻地需要农业生产系统具备良好

的生态条件ꎬ这种良好的生态条件为发展生态农

业、有机农业提供了环境保障ꎮ 从发展保障来

说ꎬ农业遗产地也需要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

度ꎬ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保护制度ꎬ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ꎮ 在推进芍陂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工作中ꎬ地方政府完成安丰塘北坡、西坡

环塘水利工程绿化和安丰塘景观带建设ꎬ完成

«芍陂农业水利文化遗产构成及价值研究报告»
«芍陂农业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 «芍
陂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等申遗的编

制ꎬ芍陂水体保护、环境整治、水利景观展示等工

程ꎬ实现了遗产地更大范围的生态保护ꎮ 其次ꎬ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多种

生态服务功能ꎬ其多功能性也愈加变成为生态农

业新业态的生成形式ꎬ比如农业遗产地农产品ꎬ
包含丰富多彩的社会与文化价值ꎬ具有良好的生

态与环境质量ꎬ成为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的资源

优势ꎮ 铜陵“白姜文化”２０１７ 年入选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ꎬ从遗产品牌的影响和对生产的促进

来看ꎬ铜陵市 ２０１７ 年的白姜种植面积为 ３５００
亩ꎬ亩产约 ２６００ 斤ꎬ每斤均价在 ７ 至 ８ 元之间ꎬ
２０１８ 年又新增了不少白姜种植户ꎬ不少姜农靠

种姜脱贫致富ꎮ 目前ꎬ铜陵白姜种植面积达

４０００ 多亩ꎬ总产量达 ６００ 余万公斤ꎮ 从政府支持

来看ꎬ为了保护铜陵白姜传统的优良品质ꎬ除了

要求种植户按照铜陵白姜种植工艺操作、施用有

机肥料外ꎬ铜陵市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每年还会

安排 ５０ 万元专项资金ꎬ对白姜种植户实施有机

肥料补贴ꎬ以促进产业绿色发展ꎮ 再次ꎬ良好生

态环境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ꎬ将生态系

统保护、资源持续利用贯穿于农业绿色发展之

中ꎬ可以说是乡村绿色发展必由之路ꎮ 比如以生

态旅游推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ꎬ农业文化遗产地

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ꎬ遗产地特有的民族、农事、
文化资源ꎬ为开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和体验旅

游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ꎮ〔７〕产品开发与生态

旅游均需要市场化主体企业的广泛参与ꎬ借助旅

游带动特色产品销售ꎬ借助特色产品开发丰富旅

游内容ꎬ将是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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