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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稻田经营中的稻鱼鸭共生模式 ,是我国南方侗族传统生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 , 广大侗族地区在承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猛烈
冲击后, 这种现代环境专家正在竭力推崇的“循环农业模式”正在快速消失。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 在今天的黄岗侗寨 ,稻鱼鸭共生模式还
在稳定地延续着。调查发现 ,这一独特的生计方式具有抗击自然风险的独特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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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科学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但

科学进步在使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的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

许多麻烦: 大量的无机肥撒向农田, 各种农药、杀虫剂的滥

用, 结果使农产品产量提高的同时, 农产品的质量却逐渐下

降。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离自然生态越远, 环境污染、水土

流失、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就越靠近我们。庆幸的

是, 作为“现代农业”的替代,“循环农业”开始逐渐受到人们

的关注。所谓“循环农业”是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

循环利用, 并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

产生, 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 把农业生产活动真正纳入

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 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循环农业”本质上是一种低投入、高循环、高

效率的新型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我国贵州黄岗侗族地区至

今保存完整的传统农田稻鱼鸭共生经营模式其实就是一例

典型的“循环农业”实例。因此, 深入探讨黄岗侗族稻鱼鸭共

生模式的抗击自然风险的独特功效并剖析资源循环利用过

程, 对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循环农业”有重要的意义。

1  稻鱼鸭共生模式的应用概况

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是一个边远的侗族山寨, 但

该村东、南、西3 个方向都与从江县毗邻, 只有该村的北面与

双江乡相连 ,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公路抵达该村 , 无论从黎平

县城还是从从江县城抵达该村都要大费周折, 也正因为该村

地处偏僻, 侗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相对完好的保存。

该村的黄岗寨有侗族居民308 户1 200 多人, 承包的耕地超

过100 hm2 , 森林超过1 800 hm2 。黄岗的现有耕地中大部分是

稻田, 当地侗族在这些稻田中一直执行着传统的稻鱼鸭共生

模式。稻田经营中的稻鱼鸭共生模式, 是整个侗族传统生计

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不是黄岗侗族居民再适应的独创。然

而, 广大侗族地区在承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猛烈冲击后, 这种

现代环境专家正竭力推崇的循环经济模式正快速地消失。

但在今天的黄岗, 稻鱼鸭共生系统还在稳定地延续着。所谓

稻鱼鸭共生系统, 是指在稻田中放养鱼苗同又放牧家鸭, 让

稻、鱼、鸭同步生长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 经营者则在其间

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黄岗, 这种复合产业模式至今仍然

得到完好地传承并且有所创新。

在黄岗的稻鱼鸭共生田块中, 由于加入了鱼和鸭2 个环

节, 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的缺环得到了填补, 一片稻田立刻

成了无数循环圈的复合体。浮游生物是鲤鱼的饵料, 鲤鱼吞

食这些饵料后排出的粪便又还原为有机肥, 鱼的粪便再经过

微生物降解 , 又转化为水稻可以直接利用的肥料, 这就构成

了一个物质能量的循环圈。同样, 鸭子吞食田中的鸭舌草、

浮萍、板兰根、水浮莲等水生草本植物后也要排泄粪便, 粪便

照样被微生物降解, 这又是一个并存的物质能量循环圈。当

然, 鸭子不仅吞食植物 , 还要吞食动物, 鸭子的粪便也要被

虾、河蟹、水蜈蚣吞食, 这些体型较小的动物的粪便同样会经

微生物降解后为水稻提供肥料, 这又是一个并存的物质能量

循环圈。与此同时, 水稻自身也要构成一个物质能量循环

圈, 水稻除了供人食用以外, 还要给众多的动物提供食物, 这

样的动物还可以成为其他动物的饵料, 同样会建构另一个物

质能量循环圈。如果将水田中的所有动植物都算上, 这样的

物质能量循环圈几乎不胜枚举。由于物质能量的循环圈增

多, 食物链被人为拉长, 因而这一人为干预的生态系统更具

有稳定性, 这也是黄岗稻鱼鸭共生模式独特的地方。当然 ,

稻鱼鸭复合经营的产业并非侗族独有, 在我国广西的壮族、

贵州的苗族和水族都有类似的传统产业可以比较。但黄岗

的稻鱼鸭复合经营, 在控制水稻病虫害蔓延中却能表现出极

大的抗击自然风险的独特功效和对资源的高效利用潜力。

追述人类传统生计演化历程的众多著述中,《生态扩张

主义》无疑是一本发人深省的好书[ 1] 。书中对如下2 个问题

的探讨, 很适宜借用来探讨侗族的稻鱼鸭共生系统。其一

是, 该书对“杂草”这一概念的梳理和反思 , 其结论指出, 这是

农耕民族惯用的含混概念。农耕民族讨厌杂草, 想尽办法清

除“杂草”并不是因为“杂草”本身“坏”, 而是从农耕民族的角

度看, 它们长错了位置( 按书中所说的农耕民族仅是处于除

草农耕带的农耕文明 , 并不能代表一切样式的农耕文化) 。

“杂草”如果换个位置长在大草原上, 那么必定会受到所有游

牧民族的欢迎, 因为它们都是优质牧草。这一番“杂草论”可

以称得上是当代循环农业的开路先锋。事实上, 不少传统生

计都具有资源循环利用的特性。一块黄岗侗族的稻鱼鸭共

生稻田[ 2] , 实质上就是一个缩小的循环经济模型。其二 , 该

书又讨论了众多在远古时代仅流行于动物身上的疾病 , 经由

畜牧业的发展, 通过人与畜类密切接触 , 最终传染到了人身

上; 同时还有一些疾病本来只在野生动物身上传播, 其后由

于人们从事定居的农业耕作, 与相关的野生动物发生了密切

的关系, 最终这些动物身上的疾病传染到了人身上, 一度横

行中国南方稻田区的“血吸虫病”就是如此[ 3] 。该书的这番

“瘟疫论”对深入认识当代无公害农业同样发人深省, 特别是

对如何抗拒生物性风险, 具有可贵的借鉴和启迪价值。农业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36) :16254 - 16256                  责任编辑 李菲菲  责任校对  傅真治



化肥、农药等这些现代人看来必不可少的东西 , 其使用后果

可能都得重新再认识。而传统生计方式恰好可以从这番“瘟

疫论”中得到自然性适应水平的有力认证。从上述2 个方面

去观察黄岗的稻鱼鸭共生系统, 不仅有防范当地水稻种植中

可以碰到的常见病虫害的功效, 甚至还有抑制现代新生的生

物污染病的功效。

2  稻鱼鸭共生模式的功效研究

2 .1 稻鱼鸭共生模式的防虫功效  众所周知, 水稻的虫害

很多, 其中啃食稻秆稻叶的害虫占有很大的比例。在鱼和鸭

共生的稻田中, 这2 种动物在游动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撞击稻

秆, 害虫在稻秆上的粘附力不强, 加上这些害虫也有避害的

本能, 受到震动时会分泌细丝粘附在稻叶和稻梗上, 自己顺

着细丝下垂避难, 震动过后再顺着自己分泌的细丝爬回稻叶

继续觅食。但在有鱼鸭共生的稻田中, 这样逃生的害虫定会

成为鱼鸭的铒料。大多数农学家在认同上述各种事实的同

时, 又对鱼和鸭不可能把所有的害虫都杀光有所顾虑。他们

的思想方法和上文所说的“杂草论”中提到的农耕民族意识

一脉相承。事实上 , 若立足于当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 ,

彻底杀灭所有害虫是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是有害无益的, 因

为这种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劣根性的翻版。在黄岗的实践

调查中, 笔者注意到,2006 年黄岗各农户在政策的推动下大

规模地使用农药, 结果弄得鱼鸭无处容身。2007 年宣传生态

农业的结果是一瓶农药也没有售出, 而且2007 年反而没有虫

害。这一结果震动了黄岗周边的所有村寨, 相邻各寨的老人

相互约定2008 年全面抵制农药进村。稻鱼鸭共生系统防范

水稻虫害的功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众多侗族居民的一致认

同, 而农学家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纯属多虑。除了控制虫害

外, 鱼和鸭在稻田中的共存, 还能发挥控制杂草蔓延的功效 ,

多种杂草等不到长大就成了鱼和鸭的饵料, 并以鱼鸭粪便的

形式转化为有机肥, 与此同时还能对水稻中耕松土。来自动

物和植物2 个方面的生态风险都可以被鱼和鸭化解于未然。

2 .2  稻鱼鸭共生模式抗御水稻病害的功效 稻鱼鸭共生系

统抗御水稻病害的能力一直受到农学家的怀疑, 农学家认

定, 鱼和鸭都不可能吞食微生物[ 4] , 稻鱼鸭共生绝不可能发

挥抗病害功能。这样的质疑从现行思维的角度看无懈可击 ,

若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却漏洞百出。水稻在稻田中不是孤

立存在的, 围绕着水稻的存在, 会通过食物链形成一个多物

种的庞大系统。人与鱼和鸭一样只能看得见害虫并在一定

程度内可以杀灭害虫, 但人与鱼鸭还是有所不同, 人一旦离

开稻田其影响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鱼鸭则不同, 它们要长

期在稻田中觅食排泄, 和水稻一样, 在鱼和鸭周围也会形成

多物种共生的庞大系统。围绕稻鱼鸭三者形成的3 个庞大

系统, 各自都养活着各不相同的微生物群落。众所周知, 任

何一种微生物都会分泌本物种特有的抗生素[ 5] , 其结果只能

是加入到围绕鱼和鸭形成的2 个系统后 , 围绕水稻形成的庞

大多物种中的各种微生物, 其蔓延都会受到制约。因而, 能

危害水稻的微生物, 虽说不会灭绝但也不会泛滥成灾。换句

话说, 稻田中如果只有纯而又纯的水稻存在, 其染病的几率

就会很大, 如引入了鱼和鸭之后, 染病的几率就会明显变小。

笔者结束了在黄岗的调查后还得知, 今年该地区的水稻

获得了丰收, 过去几年频繁发生的“稻瘟病”, 今年只是在个

别家的田块中偶然发生。奇怪的是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的

人家, 田中的“稻瘟病”最为严重。对此, 笔者推测认为是他

们急于外出打工, 田中没有放养鱼苗, 更没有放养鸭子, 这才

导致他们的水稻染上了“稻瘟病”。

2 .3 稻鱼鸭共生模式抗拒“环境污染综合症”的功效  水稻

除了染上病害和虫害外 , 也会患上功能性和气质性的病变。

比如, 根部深度缺氧而导致的烂根, 有机物降解不完全而导

致的表象缺肥, 通风不良导致的植株萎缩, 透光不良而导致

的叶面泛黄等[ 6] 。水稻的此类病变应当合称为“环境污染综

合症”。此前的现代集约农学专家对水稻患上的“环境污染

综合症”, 一切都靠人力横加干涉, 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研究

思路。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着眼 , 对付水稻的“环境污染综合

症”, 只能靠生态系统自身的层次化、复杂化去解决。也就是

说, 要在纯粹的水稻群落中 , 插入尽可能多的生态结构次级

层次。靠共生的其他生物替水稻通风透光, 加速土壤中腐殖

质的降解, 增加稻田水土中的氧气含量等, 而这一切随着稻

田中引进鱼鸭后立即都能解决了。鱼在水中的游动打破了

稻田水体的平静, 鱼游动提供的能量, 驱动了水体的流动, 这

样的流动不仅提高了稻田水土的氧气含量, 同时还刺激了微

生物的生长, 从而加速了腐殖质的降解。鸭的存在撞击禾秆

的力度更大, 其效用很高。总之, 鱼和鸭引入稻田后, 在水稻

群落中插入了2 个最佳的生态层次, 使稻田生态结构多层次

化和复杂化。加速了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和循环, 有效地

改善了水稻的生长环境 , 降解了生物废料, 提高了水稻生长

的环境质量。水稻所患的“环境污染综合症”也就可以防患

于未然。

2 .4 稻鱼鸭共生模式抗拒“人类造作症”的功效 人是水稻

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 而且可以扮演宏观调控的能动角色 ,

任何形式的传统农耕人都是其间的能动角色。在这样的背

景下, 农作物还会染上另一类前所未闻的疾病 , 即“人类造作

症”。目前农学界对此类农作物的“人类造作症”提法不一 ,

大致分别称为化肥残留、农药污染、生长刺激素滥用等。水

稻的“人类造作症”在我国各民族的传统农业中当然极少发

生, 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带有普遍性。以黄岗为例, 在他们的

传统稻鱼鸭共生稻田中 , 除了稻鱼鸭之外, 伴生的可见生物

多达100 多种。单是侗族居民取食的动物就有21 种 , 如泥

鳅、黄鳝、小鲫鱼、河蟹、青虾、泽蛙、田螺、河蚌、金线蛙、二化

螟、三化螟、卷叶虫、水蜈蚣等[ 7] 。然而, 只要在稻田中喷洒

甲胺磷, 不仅他们在稻田中放养的鲤鱼活不了 , 上述各类动

物也很难存活。而且, 所产稻米的农药残留症也无从医治。

因此, 维护稻鱼鸭共生系统 , 拒绝使用化学农药才是根治水

稻“人类造作症”的可靠办法。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水稻病症

的根治 , 证明了稻鱼鸭共生系统所特有的自然性适应能力。

在黄岗侗族的稻鱼鸭共生系统中 , 人始终扮演着宏观调

控的能动角色, 人必须随时观察稻田的变化, 不断地调整稻

鱼鸭的共存关系。刚插秧后的7 d , 水稻还没有定根, 放养在

田中不超过5 c m 的鱼苗没有能力伤害稻秧 , 可以相安无事。

7 d 后水稻已定根, 出壳20 d 以内的小鸭在田中放养, 稻鱼鸭

都可以相安无事。其后, 稻鱼鸭并行生长, 持续发挥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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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直到水稻收割, 整个过程都由人在

其间加以宏观调控, 鱼多了抓几条吃掉, 鱼少了也可以补充

放养。鸭子放养过密, 可以把其分散到几个临近的稻田中 ,

田中杂草多了可以适当增加放鸭的密度。宏观调控的核心

原则只有2 条: 其一, 没有把水稻以外的田中植物视为“杂

草”, 也没有把鱼和鸭之外的其他动物视为有害物 ; 其二, 人

类只是宏观调控。人无论对稻、鱼还是鸭都不需要为他们的

生长操劳, 对他们过分呵护, 导致他们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

在宏观调控的全过程中, 人与稻鱼鸭之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

距离, 人的存在很少干预稻鱼鸭的生长, 甚至常规稻作农业

必不可少的薅秧也省略掉, 全由鱼鸭代劳。对鱼鸭也一样 ,

几乎无须添加饲料, 仅是鸭子有所例外, 在家中圈养时得喂

一些少量的饲料。人对稻鱼鸭的干扰降到了最低限度 , 稻鱼

鸭的存在对人的负面影响也降到了最低点。我国汉族地区

最常见的稻田传染病在黄岗确实多年来无一例发生。

3  结语

通过对上述稻鱼鸭共生模式的抗风险功效的探讨不难

发现, 黄岗侗族的传统稻鱼鸭共生农业经营模式, 凝聚着当

地侗族居民世代人的智慧, 是该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自然

性适应成果。这一传统农业模式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物

质能量多级高效循环利用, 并能有效地控制外部有害物质进

入这个循环圈 , 从而达到了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的效

果。在我国农业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今天, 侗族传统稻鱼鸭共

生农业经营模式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循环农业”提供

了重要参考范例。但由于各民族的生态背景和民族文化的

差异性很大, 因此, 推广“循环农业”时不能盲目地照搬黄岗

稻鱼鸭共生模式, 必须尊重当地现有的民族文化和农业地方

性知识和技能, 这样才能使既有利于当地生态循环, 又有利

于资源高效利用的“循环农业”模式顺利推广。这应当成为

指导西南各民族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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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项目要优先包装认证, 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科技企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提供信息服务和形象宣

传。各级金融部门, 要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作为信

贷支农的重要方面, 切实加大资金投放力度, 促使组织早日

成为发展科技农业的主力军。组织实施“农村科技信息化建

设工程”, 结合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与星火科技培训的实施 ,

建立健全农民科技培训网络; 加强农村科技服务人员的培

训, 建立健全农村科技信息网络, 逐步建立联接各类服务组

织和农民的互动式信息网络。

3 .4 落实政策,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科技人员的辛勤

努力, 是办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础, 农技部门和农技人

员的通力协作, 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有

力保证。除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设施和工作环境外, 还要为

科技人员制定更为优惠的政策, 支持科技人员投入到农业科

技服务工作中来。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机制 , 不断

扩充辐射带动功能 , 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员到农村带薪承包

农业科研、推广项目; 鼓励各类科研、推广、教学事业单位的

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多

种形式, 参与农业生产和经营开发; 对农业科技服务机构科

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农业科技项目安排、成果转化和奖励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深化改革, 切实加强基层农业科

技推广服务机构建设 , 从根本上扭转农技推广服务人员的知

识结构、思维方式与农业发展新阶段不相适应的局面。积极

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创业, 对于分流的人员, 结合各地情况, 通

过清产核资组建股份制农业科技企业、农产品销售公司、农

业中介服务组织、专业协会等 , 发展农技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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