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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文化与遗产保护》从不同视野分别探索了当前农业遗产研究的理论、现状以及典型个案
等多个方面，代表了目前国际国内关于农业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最高水准。
它的正式出版，正值现在农业遗产保护与研究不断升温，各地项目申报热潮迭起之际，必将以其专业
性、前瞻性和丰富的理论素养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政府、学界、社会共同关注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与研究事业，促进此项事业的快速有序发展，使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代有延续，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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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论
　中国史前时代历史分期及其农业特征
　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论纲
　积石成山 继往开来——1920年以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
第一部分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观光休闲农业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有关农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的分析
　朝鲜时代农业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态势分析
　乡村景观保护散论
　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讲
　创意农业：开发“农业文化遗产”的新型模式
　农业高校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第二部分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案例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中传统与发展的矛盾调适——以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为例
　船神信仰下的民间渔船制造使用习俗
　浅谈生态博物馆模式下社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基于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思考．
　传统养鸭治蝗技术的再思考
　关于农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考——基于增城丝苗米的实证研究
　苏州水乡妇女服饰的稻作文化内涵及其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以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太湖地区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技术——以“农牧结合”“稻田养鱼”为例
第三部分 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历代“耕织图”保护之探析
　中国古代农业禳灾文化体系——构成、批判与利用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实践探索
　新疆坎儿井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利用
　徽州地区的风水林研究
　江苏兴化地区垛田的起源及其价值初探
　传统农业特产的价值、作用与开发初探
　试述西藏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演进
第四部分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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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国内稻作梯田旅游区中，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是较为成功的一个。
据史料记载，龙脊梯田开垦于元代，历代壮族、瑶族先民为适应山水地形条件而逐渐修建而成，有“
梯田世界之冠”的美誉。
龙脊稻作梯田以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典型的农业复合生态系统、高山一梯田一民俗文化的人地合一
特征的完美体系，使之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景区。
旅游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迅速发展，目前处于稳定的增长期。
　　贵州从江“稻鱼鸭共生系统”、云南元阳哈尼稻作梯田、新疆坎儿井、四川都江堰等农业文化遗
产地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景区。
　　发掘农业文化遗产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拓展农业观光旅游产品并提高其品质。
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蕴涵多种旅游资源：山水景观旅游资源、农耕文化旅游
资源、田鱼文化旅游资源、华侨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等。
依托这些资源，可以开发多种类型的旅游产品。
①　　如果说农业观光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域范围内利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旅游资源开展的旅
游活动。
那么，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应包括乡村文化资源。
　　乡村文化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
　　张岩等人将纷繁复杂的乡村文化由衷及里区分为4个层次。
一是乡村物质文化，主要包括乡村田园生态文化、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传统工艺和
土特产品的物质艺术文化等多方面。
乡村物质文化资源是人们享受体验乡村生活，欣赏乡村景观的重要载体；二是乡村行为文化，主要指
各地区的农事文化、各民族民俗表演活动、乡村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以及不同地区乡村居民行为习惯等
。
乡村行为文化受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反映出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和精神风貌；三是
乡村制度文化，指乡村地区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及礼仪规范、村规民约等制度规范以及组织体制和运
作方式。
如民族婚俗仪式等传统礼仪文化，乡村的节日文化和乡村的权力制度文化等；四是乡村精神文化，属
于抽象的文化层，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精神之果。
通常表现为乡村居民的性格、道德观、价值观、生存哲学等内容。
4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乡村文化具有地方性、独特性、民族性等特征，是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业的重要基础和依托②。
　　李左人认为挖掘乡村旅游地的文化内涵，可以提高农业观光旅游景区的文化档次。
挖掘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自然资源文化内涵的发掘；二是人文资源文化内
涵的挖掘。
人文资源的文化内涵更需要花大力气挖掘，包括民族文化的开发创新、民俗风情资源的开发利用、食
文化的开发利用、旅游商品品牌文化的开发利用等③。
　　张艳等将乡村旅游产品的要素按自然景观环境、乡村景观风貌、居住、饮食、农业生产、农艺、
文化民俗、乡村制作、乡村土特产、乡村文体活动10大类型列出47种，认为以此为基础设计成的乡村
旅游产品都具有突出的文化特性④。
　　陈志斌从总体上将农业文化资源分为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两大类，认为古代传统农业文
化是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重要文化资源，浓郁的乡土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是民俗风情依托型乡
村旅游的灵魂，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⑤。
　　充分发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是促进观光休闲农业（或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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