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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文化遗产保护中农业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关注, 同

时, 该问题也开始体现于国内与农业有关的政策文件中。文

化遗产与农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集体商品的

生产者, 农业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特征。农业与文化遗产的关

系体现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目前, 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与农业文化有关的遗产项目主要有: 菲律宾安第斯山脉上

的稻米梯田、荷兰的金德代客一埃尔斯豪特的风车系统、法

国圣艾米利昂葡萄园、法国的卢瓦尔河谷、瑞典的奥兰南部

农业景观、古巴东南最早的咖啡种植园考古景观、葡萄牙的

阿尔托杜劳葡萄酒地区、匈牙利的托考伊葡萄酒产区历史文

化景观、德国莱茵河上游中部河谷、葡萄牙的皮克岛酒庄文

化景观。

农业文化遗产除具有价值突出、原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

世界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 , 还有其自身特性。首先, 它不

仅是继承下来的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形态, 而且是一种

经济社会生产方式; 其次 , 它充分体现了系统要素之间、人与

自然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再次, 在这类系统中, 人

( 农民) 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 没有农民就没有遗产

的存在。因此,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

题就是要充分考虑系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要体现动态

保护的思想, 特别是要考虑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 使其愿意继续从事传统农事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 1] 。

我国是世界作物4 大起源区域之一。作为一个农业大

国和农业古国, 我国传统的生态农业模式很多 , 有些在少数

民族生态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既有历史悠久、并在国际上

产生很大影响的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淤地坝农林复

合等系统, 也有稻- 鱼- 鸭、猪- 沼- 果、“四位一体”等在传

统模式基础上, 在结构上有新发展的系统类型 , 所有这些都

属于农业文化遗产的范畴[ 1] 。西南山地大片壮观的梯田景

观现已成为生态旅游, 即观光农业的好景点。这些由谷类、

油料、食糖、纤维、绿肥、饲料作物、药物和有关的林业、畜禽、

水产, 因地制宜地实施轮作、混作、间套作所构成的多样化、

低成本的以地养地的生产结构, 完全是中国的特色, 其他国

家难以相比[ 2] 。为此, 笔者通过我国政府官方文件中有关农

业文化遗产的表述, 研究文化遗产与农业之间在概念和价值

上的联系, 并通过价值判断分析法对诸如“文化遗产”、“动态

农业”、“附加价值”等核心概念展开讨论。该文分析的官方

文件来自于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旅游

局以及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重要国

际机构。

1  研究现状

农业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农业文化

遗产除了谷物、织物等农产品之外, 还包括集体创造物, 如文

化景观、生物景观、农业建筑物等。郭焕成等认为, 农业文化

遗产具有3 大功能: 观光旅游、农业高效和改善环境[ 3] 。波

特等、孙业红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 提

出与可持续保护、生物多样性、地方传统文化相容的新的农

业发展模式[ 4 - 5] 。道格斯坦德等提出使用“功能系统法”保

护和维持与农业相关的文化遗产。功能系统法考虑到乡村

社区社会秩序、资源管理知识以及原真性[ 6] 。王欣等从旅游

学的角度探讨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利用, 认为根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定义,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在这

一定义下 , 旅游开发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旅游是人类共同“享

用遗产”的重要方式[ 7] 。闵庆文等认为, 农业文化遗产的多

功能性导致需要建立多方参与机制来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8] 。

在公众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态度研究方面, 道格斯坦德等通

过调查发现 , 公众普遍对现代工业化的农业景观评价很低 ,

更倾向于接受偏僻闭塞有着原始景观和许多自然元素的

村落[ 6] 。

2  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

2 .1  主要概念  该文选择3 个核心概念作为分析重点:“文

化遗产”、“动态农业”、“附加价值”。该文分析的目的不是为

了总结、纠正或还原定义, 而是通过使用者对概念的运用来

展示这些定义, 以及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文化遗产是反映历

史、信仰或传统的地方性财产。文化遗产具有物质和非物质

2 类。作为一个基于从食物和织物中获取利润的动态农业系

统, 其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是积极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

资源, 具有不可破坏的价值。然而 , 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

源或一种财产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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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称之为“附加价值”。附加价值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普

遍的观念 : 一种重要的但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价值。附加价值

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2 .2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上述3 个概念的内涵 , 该文对我

国政府官方网站所公布的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性文

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系统的梳理寻找直接

的或间接的概念界定, 了解相关部门对于3 个概念的权威的

主流的理解, 衡量这些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一贯性。

3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人类对生活、活动、能力经过时间洗礼遗传

下来的大众记忆的表达。文化遗产有助于人们理解过去与

现在、自然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 继而增加相互之间

的了解、宽容和和平。进一步说, 文化遗产可以被看成是地

方附加价值、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动力, 尤其基于优良传统知

识之上的时候。

我国政府文件强调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明确指出我国农

业遗产的最大特点是文化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和其物理

特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财产, 必须借助制定发展规划来保

护其多样性, 继而维持其关系到当地居民身份识别和生活质

量的意义。相关文件指出, 多样的农业活动导致高质量的产

品、环境设施、旅游和地方投资 , 因此给未来发展带来重要潜

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的概念起初只包括文物 ,

后来逐渐加入新的内容, 如无形遗产、工业遗产等。相应地 ,

文化遗产概念如今被很广泛地使用, 文化景观概念的出现就

是文化遗产视野拓展的结果。在面临全球化、统一化的形势

下, 保护文化遗产、增强文化遗产特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4  动态农业

从对我国官方发布文件分析来看 , 文化遗产与农业之间

可以通过动态农业实现和谐共处。动态农业是文化遗产的

提供者。如果文化遗产的价值要保存, 就需要农业可持续发

展, 与此同时, 还不能破坏文化遗产的价值。策略是通过使

用来保护的。动态使用系统对于保护经验、知识等非物质遗

产也同样重要。旅游部门官方文件认为, 动态农业的缺失意

味着景观旅游吸引力的缺失。蕴涵传统和怀旧气息的文化

景观对游客有强烈的吸引力。过分拥挤会对动态农业产生

伤害。换句话说,“太现代”和大规模的农业景观对游客都没

有吸引力。所有文件明确强调, 农业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都

通过动态农业产品得到创造和维持。也有文件认为, 农业是

商业和经济活动, 具有现代化和高度工业化特征, 因此, 是文

化遗产的破坏者。当然 , 他们也承认农业和文化遗产之间存

在着积极的联系, 如对地方传统知识的继承和保留, 强调在

资源使用和景观管理中使用地方传统知识。作为文化遗产

的承载者, 农民时常扮演着乡村民俗和传统以及古代生活习

惯的承载者或保护者的角色。同时文件指出, 农村生活在改

变, 尤其在旅游地区, 这些风俗和传统正逐渐成为民间传说

的一部分。乡村风俗和传统正在通过世代更替和文化组织

发生变化。

5  附加价值

文化遗产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资源, 尤其对于地方社区

而言。政府部门在附加价值中优先考虑经济价值 , 同时也考

虑社会文化价值, 如知识传承、传统延续、可持续发展等。有

些文件明确强调, 文化遗产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游客通过诸

如景区管理的方式获得第一手体验也是附加价值的体现。

基于旅游的“附加价值”在政府官方文件看来既是机会 ,

又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威胁。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经济

产值的关系在旅游部门的文件里表现得较为明显。农业部

和旅游业分享同一目的地并相互依赖: 农业需要旅游业为其

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 ; 旅游需要农业为其带来制造产品所需

的物质文化资源和乡村环境。当农村大片景区因文化景观

被荒弃、树木被砍伐, 其对游客的魅力就会丧失。

6  结论

6 .1  关于原真性和动态系统 管理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必

须依赖动态农业系统。如果系统不能发挥作用, 农业文化遗

产将会丧失意义、原真性和价值。除非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

护融入现代功能系统 , 保护将仅局限于静止文物而不能顾及

活态文化。

6 .2  概念分析的作用 概念分析后隐藏着理性 , 人们知道

概念是定位的象征, 也是立法的工具。农业部等相关部门要

将主要概念, 如“文化景观”、“多功能农业”、“文化遗产”, 纳

入到国家资助计划中并进行立法保护。

6 .3 可持续的农业文化遗产 “可持续”这个词被许多使用

者引用,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可持续性可作为使用者

表达积极含义的“润滑剂”, 不再是土地使用管理中修辞学的

争论。强调可持续利用并不意味着对环境的关注少了 , 而是

更加强调经济和商业价值, 以及环境规律和文化规划在其中

的应用。

6 .4 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非物质的东西可以转换为物质的东西 , 如将知识、传

统、实践转化成农业产品和基于农业的旅游产品。另一方

面, 当物体、建筑、雕塑等通过价值分析来衡量它们给予人类

身份识别、安身立足、思想积累的意义时, 物质文化遗产在某

种意义上几乎变成了非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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