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期

!$$%年&月

地!!理!!研!!究

’()’*+,-./+0!*(1(+*/-
2345!"!635#
789!!$$%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作者简介"骆世明 $<=D":%!广东台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

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生态农业

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热带亚热带生态研究所!广州&<$"D!%

摘要!为了探讨中国的传统农业对未来 的 生 态 农 业 的 作 用!本 文 对 农 业 发 展 历 史’传 统 农 业

已经发掘的一些例证加以论述!并注意到 其 优 势 和 局 限&研 究 表 明 中 国 传 统 农 业 实 践 经 验 是

建立在一个世界上少有的’有连续的文 化 传 承 基 础 上 的!因 其 发 展 时 间 长!有 很 多 经 得 起 自

然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合理性&由于工 业 化 农 业 是 对 传 统 农 业 的 否 定!而 生 态 农 业 是 对 工

业化农业的否定!这种 (否定之否定)会 使 传 统 农 业 有 很 多 经 验 值 得 未 来 借 鉴&文 章 讨 论 了

目前由于工业化农业手段的推广传统农业实践方式已经迅速消失的情况!提出了寻找的途径!

包括"偏远区域’有经验的老农’古代农 业 文 献 和 地 方 志 等&应 当 对 传 统 农 业 实 践 进 行 系 统

而广泛的收集整理!然后进行严格的效 果 筛 选 和 深 入 的 机 理 研 究&在 此 基 础 上!进 行 科 学 改

造!并逐步推广应用&这将有利于加速生态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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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农业建设需要应用最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未来的

农业也需要借鉴传统农业中的实践经验!这就容易引起争论了!因为今天的农业已经不可

能走回头路&然而经过深入思考!我们看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过去的经验的确能够为

现代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丰富的思路甚至是捷径&

!!世界农业生物驯化和起源中心有三个&中东中心是小麦和羊的驯化中心!主要位于当

今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位于黄河

及长江流域的华夏中心是稻’菽’猪’狗的驯化中心!孕育了华夏文明,!-#位于墨西哥南

部的中美洲则是玉米驯化中心!创造过玛雅文化等不少农业文明&在这些中心的南部!也

有相应的农业文明起源副中心&位于埃及的非洲副中心有世界知名的古埃及文化!创造了

利用河流泛滥形成的冲积土进行耕种的农业文明#农业起源的南亚副中心位于印度河流

域!这里创造了繁荣的拉哈帕文化#位于秘鲁北部的南美副中心是木薯’甘薯’花生’棉

花的驯化中心!有拉美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印加文化&然而大多数农业文明都因为 过 度 开

垦’气候变化和外族入侵而相继衰亡&例如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二千年中断#玛雅文化在

公元="<$世纪被毁灭#埃及的金字塔所含的文化成为了今天待考古发掘的谜#古巴比伦

文明早遭毁灭!伊拉克古代近代历史并不是过去文明的延续&惟独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近万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了延续,<"D-&世界农业走过了刀耕火种’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阶

段!目前正在走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态农业道路&本文探讨中国农业文明留下来的传统经验

是否对未来的农业实践有意义!以及如何发掘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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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潜在价值

!!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在其被驯化的起源地周围&农业生物在这些

地方有足够长的时间!经过自然和人工的筛选!逐步产生对各种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形成

丰富的农家品种和地方品种并且被保留下来&这是瓦维洛夫植物多样性中心和作物驯化学

说的重要观点之一,&-&农业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地方!也应当是文明历史没有间断过的有长

时间发展变化的农业发源地&这些地方的农业实践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的选择压力!像作

物品种一样遵循着 (适者生存)的原则!逐步产生和发展出适应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

业实践方式!并被一代代承传下去!终于能够经历数百年上千年而长盛不衰&按此推理中

国的农业实践方式应当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

!!在长期的文化淀积中!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得以承传和发展&长期农业实践中流

传下来的农家品种的重要性也在近半个世纪越来越被重视!国内外都建立了很多种质资源

保护和利用的机构!开展了得力的人工保护和利用措施&对传统农业中的种植养殖实践方

式的单项 (硬)技术成果也有不少总结!如梯田利用’农具的使用’保墒的耕耘方法’绿

肥种植’有机肥使用等&例如梁家勉先生整理的 *中国农业技术史稿+中就有相当全面的

总结,"-&传统农业方法的生态原理’分子生物学机制刚刚开始被揭示!很多农业实践在生

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 (软)关系的微妙近年才开始被人们认识&除了人们熟

悉的利用黄 蚁进行生物防治’开展以田养田’建立桑基鱼塘循环系统等实践以外!我们

已经更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科学基础!并成功地加以利用&例如"

!! $<%禾本科和豆科间套作经验的科学基础"李隆’张福锁等研究表明豆科作物和禾

本科作物的间作可以使豆科作物的固氮效率提高近<$倍!禾本科根系分泌的麦根酸等植

物铁载体可以增加豆科作物对缺铁土壤的适应性!豆科作物的酸性分泌物还可以改善禾本

科作物对缺磷土壤的适应性,%"=-&

!! $!%水稻不同品种间作防病害的机理"朱有勇等研究表明利用水稻不同品种间种的

传统经验并加以改进就可以使稻瘟病感病的水稻品种发病率下降达=$[左右!这与营养’
小气候’生物多样 性 都 有 关 系&通 过 他 们 的 工 作!实 现 了 水 稻 间 种 的 大 面 积 推 广,<$!<<-&
在云南还发现高原农民在麦地里也有不同品系混种以减少病虫害的经验&

!! $#%稻田养鸭的成功机制"这是在中国存在约"$$年的一种实践方式!黄璜’章家

恩等的研究表明!鸭稻系统可以有效控制稻田害虫!减少病害!增加水稻抗倒性!此外还

影响到温室气体排放,<!"<&-&浙江青田县传统的稻田养鱼已经被世界粮农组织列为首批世

界农业文化遗产&同时!这也是一个可以不用化肥农药的系统&

!! $D%刀耕火种的合理性"在海南的研究表明!传统刀耕火种系统能够通过旱稻’木

豆’甘薯等多种作物间套种最大限度地增加地面覆盖’增加生物固氮’减少水土流失!并

且可以在全年不同时间收获粮食!保证比较稳定的食品和蛋白质供应&在低人口密度’低

外界投入’低商品率的时代!在高温多雨区的热带雨林区域有其合理的一面,<"-&

!! $&%利用化感除草的实践方式"传统农业记载了新垦地种植芝麻除草的习惯,<%-!现

代研究证明芝麻有比较明显的化感作用&

!! $"%利用微生物多样性控制病害发展的实践方式"堆肥’有机肥除了土壤营养作用

之外!还可调节土壤微生物组成!可以有效减少土传病害!也可能通过强化菌根菌与作物

的相互作用诱导作物对病虫害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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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实践方式"传统农业在半干旱区使用的地窖被证明是很有效

的&经过适当改造!从生活用水的储备系统已经发展成为生产用水的储备系统&小型集水

农业已经在西北广泛推广使用,!$-#

!! $;%景观关系"在南方依山傍水建立村落!村前通常有鱼塘或水池!后山通常留下

(风水林)&事实上树林和鱼塘都有重要的调节生态环境的功能,!<-#

!! $=%生态系统模式"珠江三角洲的 (高畦深沟)模式类似 (桑基鱼塘)模式!都有

适应低洼湿地!建立内部良好循环的特点,!!-#

!! $<$%西北农民在实践上认识到向日葵不能够种植在石榴园旁边的事实!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花保祯教授等的研究!表明向日葵可以被利用来成为石榴园的诱虫陷阱作物&

!!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以人畜力为主的

传统农业阶段!以工业投入为主的工业化农业和以科技投入为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农业阶段&工业化农业是对传统农业的否定!直线思维替代了天人合一思想!简单的结构

替代了多样复杂的系统结构!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外部投入替代了内部循环!规模经营替代

了农户生产!商品经济替代了自给自足!效率替代了稳定!经济效益超越了生存需要&生

态农业阶段又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基础上对工业化农业的否定!利用生物多样性建

立的生态系统被日益重视!通过增加内部循环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减少对资源的压

力和对环境的损害!保障食品安全和维护生态环境效益成为重要目标,!#-&比较传统农业

和生态农业!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规模’效率不同!外部的科技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了很

大变化!但是却又有很多共同之处&传统农业的资源制约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引起!生

态农业的外部资源制约却是由于社会生产过度发达引起!两种形态的农业都受到资源的制

约&尽管传统农业对自然的尊崇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不得已而为之!生态农业与自然协调

的思想却与生产力滥用而受到自然无情报复有关!两种形态的农业都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

调整!希望因此而 (事半功倍)&尽管传统农业由于还没有农业工业而没有使用化肥农药!
生态农业却是在认识化肥农药副作用之害后准备逐步较少或放弃使用!两种形态的农业都

在不依赖化肥农药的条件下开展生产&传统农业存在于社会经济变化相对缓慢的条件下!
因此有关实践方式经历了长时间的筛选!适应长期持续实施&生态农业则由于领教了仅百

年的石油农业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在追求一种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途径&两种农业方式在

经得起长期考验的时间尺度上!以及对后代负责的心态上相近&经过 (否定之否 定)之

后!生态农业阶段与传统农业的这些相似特征使得传统农业的很多经验重新体现其重要价

值&生态农业也表现出一种 (返朴归真)的特点&当美国农业专家E-]?BC在<=$%年

前后到中国考察的时候!很惊讶中国的农业能够延续数千年!长久不衰&他写了一本 *四

千年的农民000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持续农业+,!D-&类似的著作对后来工业化国家的替代

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启发作用!其中的道理!现在看来也就

更加清楚了&

!!寻找传统农业实践的线索

!!如果要发掘传统农业实践的经验!必须先实现对传统农业经验的系统整理&不 幸 的

是!当人们初步认识到中国传统农业实践经验重要性的时候!很多宝贵的实践方式已经消

失或者正在消失&消失源于多种因素"$<%自然淘汰"传统农业实践方式由于不适应人口

密度和农业需求快速增长’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效率要求高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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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地被自然淘汰&$!%主动淘汰"传统农业实践还因为以工业化农业为模板的农业科技

推广而被主动淘汰&在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薄膜’灌溉’机械’设施为基础的工业化生

产方式中!传统农业实践被认为是落后’保守而被人们主动淘汰&$#%失传"自从上世纪

&$年代生产集体化之后!大多数农民是被动地接受生产队长派工&传统经验通过家庭关

系承传的途径被削弱致使很多失传&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重新学习到的

已经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现代品种的生产方式&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线索寻找这些正在迅速消失的传统实践呢6

!! $<%目前还了解传统实践经验的人群"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推定调查的目标区域和

目标人群&假定化肥的使用量平均为每A85<$$FC!<=&%年 我 国 化 肥 的 使 用 量 为#"5;万

吨!可以施用面积为#";万公顷 $&&!$万亩%!不到耕地面积 $!$亿亩%的#[#<="&年

化肥使用量为<%"万吨!使 用 化 肥 面 积 比 例 约 为<#[#<=%&年 化 肥 使 用 量&#%5=万 吨!
面积比例约为D$[!<=;&年 化 肥 使 用 量 为<%%&5;万 吨!面 积 使 用 比 例 超 过<$$[&,!&-&
因此需要寻找不用化肥农药的农业实践可以考虑以下线索"当前交通不便的偏远不发达地

区!主要是深山区!例如云南山区’大别山区’粤北深山区’海南五指山区等!还有西部

一些远离公路和行政中心的偏远地带&如果要在东部发达地区寻找!由于不用化肥的传统

农业实践方式在东部主要地区最迟大约于上世纪%$年代陆续退出!应当集中在上世纪"$
年代或者更早!当年当生产队骨干或懂得传统技术的人!这些人目前应 当 在%$岁 左 右&
在后发区域普遍使用化肥时间推迟约十年!上世纪%$年代的生产队骨干目前也应当在"$
岁左右了&当然!调查中也应当注意除了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发达地区的年青人也可能从

老一辈那里学到了一些宝贵的传统方法!可以通过向他们调研!了解传统农业实践手段&

!! $!%古代农业文献"由于中国的文字记载比较早!在几千年间记录下古代农业实践

的书籍也不少!*中国古农书考+就分析了三百多种农书&尽管受认识的限制!可能有很

多今天看来重要的实践没有完全记录下来!但是古代农业文献仍不失为重要的线索,"!!"-&

!! $#%地方志"中国各地在过去和近代都编制了不少地方志!其中包括当地农业发展

的历史资料&有些地方志可能包括一些传统农业实践记录&例如在上世纪=$年代编制的

*从化县志+中记录了D$年代的病虫害防治实践 (防虫多用烟骨水’鱼藤水喷洒禾苗或者

人工捕捉 $摘虫卵%!防病则采用在农田撒石灰或黑白灰 $草木灰加石灰%的办法)&其中

还记录了用割秧尾烧毁方法防治铁甲虫!用点灯方法诱捕三化螟虫!使 用 大 茶 药’羊 角

扭’了哥王’鱼串藤’乌鸦胆’剃刀柄等青草土农药等方法,!%-&

#!传统经验的局限性

!!尽管传统农业实践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发掘的潜力!但传统农业实践的经验有很多局

限性&

!!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目标不尽相同!生产方式也不同&必须在新的条件下重

新审视传统农业的效果稳定性和适应性&例如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农生产方式!最高

目标是追求系统的稳定性和供应的可靠性!系统的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放在次要的地位!
与当前商品生产对效率和规模的要求不同&如过去采用人工采卵块的方法除虫就很难适应

今天对效率的要求#又如刀耕火种仅适应于人口密度低的条件!在人口密度高的现代条件

下!其合理的迁移周期无法实现!整个刀耕火种体系不仅不能维持坡地的生态平衡!而且

刀耕火种本身就成了生态破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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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关键机理不清楚&例如在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如果按传统的

(桑基鱼塘)照葫芦画瓢!不仅由于劳动力价格高使种桑养蚕在经济上不划算!而且大气

污染使产出的桑不能够喂蚕&如果认识到桑基鱼塘的关键机理是建立循环结构!这样就可

以举一反三!发展其 他 适 应 当 前 环 境 的 (果 基 鱼 塘)’ (花 基 鱼 塘)’ (菜 基 鱼 塘)等 模

式,!;-&水稻不同品种间种方式!在明确了品种间形态关系’生育期关系’基因组成关系

等机制后就可以摆脱经验束缚!主动筛选多种多样的水稻品种组配方式,<<-&

D!结论

!!为此!有必要尽快开展对传统农业实践方法的发掘!并对这些方法进行效果筛选’机

理分析和科学改造!应当按以下步骤展开"

!! $<%广泛收集整理"通过实地调查’农户访问’古籍研究’地方志查阅等方法系统

记录各地的传统农业实践方法&特别注意比较容易忽视的景观水平’生态系统水平的结构

和功能调节的经验&例如云南元阳传统梯田区的村落通常建在梯田和森林的交界处!浙江

青田稻田养鱼需要大面积的森林涵养水源!这些特征对于通常仅仅注意农田的人可能会忽

视&记录时应当注意有关农业传统实践实施的环境条件和景观状况记录!如植被’品种’
土壤’地形’地貌’气候’交通等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 $!%有效性的严格筛选"按照有关记录进行有效性的严格科学实验!但是应当注意

农业优先目标不同!有效性评价的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

!! $#%深入的机理研究"对于效果明显!而且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实践方法开展跨学科

的综合性研究&因为大多数有效的传统农业实践!都有巧妙利用各种条件的综合特点!例

如稻田养鱼的研究就涉及农学’植保’土肥’水产’微生物’林学’气象’遗传等学科&
有些 (秘密)的揭示还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到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或者上升到生

态系统水平和景观水平&

!! $D%系统的适应性研究"考察传统方法在新环境条件下的适宜推广条件!包括系统

对加入现代品种’拓展生产规模后的适应性!对当今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效率’经济

效率的适应性!对不同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的适应性!以及系统推广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等&为此!需要做不同潜在应用区域技术引进的经济效果’产品产量和生 态 效 益 的 比 较

研究&

!! $&%科学改进和广泛应用"根据机理研究和适应性研究结果!针对准备利用的具体

条件对传统农业实践经验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使之能够逐步推广应用!发扬光大&

!!传统地方累积的农业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一定会为生态农业建设带来更多启

迪!促进生态农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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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研讨会召开

!!!$$%年!月;日!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 办 的(稻 鱼 共 生 农 业 文 化

遗产动态保护与 适 应 性 管 理 研 讨 会$b3LFMA3I3B’.+-1/3BMGLQ8H?3B8BT+T8IH?QG78B8CG>GBH"OL8T?H?3B84

*?@G:E?MA+CL?@R4HRLG%)在地理资源所召开&来自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荷 兰 瓦 格 宁 根 大 学’联 合 国 大 学’农 业 部 国 际

合作司’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科技部农村信息中 心’人 与 生 物 圈 中 国 国 家 委 员 会’中 国 科 学 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中 国 农 业 博 物 馆 研 究 所’清 华 大 学’中 国 人 民 大 学’中 国 农 业 大

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D$余人参加了会议&地理资源研究所李秀彬副所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全球重要农业 文 化 遗 产$’.+-1%项 目 的 实 施!并 对 中 国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框架进行研讨和完善&来自粮农组织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司$68HRL84*GM3RL@GM78B8CG>GBH8BT(BQ?L3B>GBH

aGI8LH>GBH%环境’气候变化与生物能源处$(BQ?L3B>GBH!/4?>8HG/A8BCG8BTV?3GBGLC9a?Q?M?3B%处长’’.+-1项

目协调人,8LQ?e]33A8JF8B先生详细介绍了’.+-1项目的概念’背景与实施情况!并对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瓦格宁根大学的EL8BFQ8B1@A3RPL3G@F博士介绍了’.+-1多方参与机制及

保护框架编写指南#粮农组织项目官员 78L9‘8BGaG48/LRe女士介绍了目前选作试 点 的 几 种 典 型 的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系统及其保护经验#联合国大学项目官员梁洛辉 先 生 介 绍 了 传 统 知 识 在 自 然 资 源 管 理 中 的 应 用 以 及 传 统 农 业 的

多功能特性等#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中 心 副 主 任 闵 庆 文 研 究 员 详 细 介 绍 了 中 国 在 保 护 稻 鱼 共 生 农 业

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工作以及初步完成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框架等&

!!与会专家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 保 护 与 适 应 性 管 理 问 题 进 行 了 热 烈 的 讨 论!认 为 作 为 试 点 之 一

的(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应 当 注 意 下 面 几 个 问 题"适 当 扩 大 保 护 范 围#保 护 中 要 充 分 尊 重 当 地 农 民 的 意

愿#重视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深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科学研究#尽快编制完成行动计划与保护规划&

!!研讨会后!李文华院士’李 秀 彬 副 所 长’闵 庆 文 研 究 员 等 就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及 项 目 执 行 等 问 题!与,8LQ?e

]33A8JF8B处长’78L9‘8BGaG48/LRe女士’EL8BFQ8B1@A3RPL3G@F博 士’梁 洛 辉 先 生 以 及 粮 农 组 织 驻 中 国’朝 鲜’

蒙古代表2?@H3L?81GF?H34GF3女士和副代表张忠军先生专门进行了座谈&

"闵庆文 孙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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