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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乡土社会转型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

孙庆 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 北京 10019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日益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离土”与 “留

守”的社会事实 ,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 ,传习久远的农耕经验和手工技艺渐已淡出乡民的

视野。在这种背景下 , 寻找开掘乡土文化资源的有效路径 , 保护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 , 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 “乡土

中国”的理解 ,更能提升我们对自身所属文化模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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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被称为 “乡土文化 ”或 “五谷文化 ”,表

明中国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特殊的亲缘关系 。美国农

业科学家金(F.H.King)曾以土地为基础描述中国

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 ,

这个循环就是人与 “土 ”的循环 。人从土里生 ,食物

取之于土 ,泄物还之于土 ,一生结束 ,又回到土地 。

一代又一代 ,周而复始 。因此 ,中国的农业不是与土

地对立的农业 , 而是协和的农业 。①在这种人与

“土 ”的模式中 ,四季循环不已 ,庄稼春种秋收 ,个体

生命的血脉也在子子孙孙的扩大和延续中生生不

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费孝通先生于 20世纪 40

年代提出了 “乡土中国 ”的概念 。他认为 ,中国文化

是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

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 ,另一方面农

民的收入要靠农产 ,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②这种

被土地束缚的格局 , 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松动 。

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 ,农民的生活来源也更多地

依靠农业外收入 。在这个深刻变革的时代 ,工业化

的成果迅速转换为生产力 ,并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

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

一 、现代化与农民生活世界的重构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传统农业实践方式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

境难以成为 “诗意地安居”之所 。就农业生产本身

来说 ,农业机械化 、化肥化 、良种化 、饲养科学化等工

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

式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

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因此 ,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

出路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然而 ,由于

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工业化超前 、城市化不足 ,

农业比重下降 、就业结构失调的现象严重 ,从农村流

动出来的劳动力难以被有限的城市社会吸收 。世界

上的工业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 ,农

业劳动力是逐年减少的 ,农民是逐渐减少的 ,而我国

与大规模工业化同步的却是农民越来越多 。 1958

年我国有农民 54704万人 , 1978年农民为 790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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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1998年农民达到 94025万人 , 到了 2006年 ,农

业人口达 94900万人。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 ,

2006年农业份额只占 11.7%,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

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 42.6%。这也就是说 ,

42.6%的劳动力创造了 11.7%的社会增加值 ,有

30.9个百分点的结构差。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

结构是农民穷 、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 。③从 1989年

初首次 “民工潮”开始 ,中国农民便开始了候鸟式的

流动。他们之所以向往工业文明 ,向往没有黑夜的

城市 ,直接原因在于:第一 ,农业收入低 ,农民生活困

顿 。统计数字表明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还在扩大 。

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 3.11∶1, 2006年为

3.28∶1。与之相对应 ,城乡居民消费方面的差距也

在逐年扩大 。 1985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673

元 ,农民为 317元 ,二者差距为 1∶2.12;2000年城市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998元 ,农民为 1670元 ,二者

差距为 1∶2.99;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8697元 ,农民为 2829元 ,二者差距为 1∶3.07。这表

明农民的购买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农

村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要落后 10— 15年。④第二 ,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存在城乡差异 。城市里的学

校 、银行 、邮政 、交通 、救助 、市场等公共设施 ,都是乡

村所短缺的资源 。不是农民渴望简朴的生活 ,而是

农民因条件限制只能因陋就简 。农民提高收入的窘

境 、文化生活的匮乏 ,是他们选择离开的内在动力 。

此外 ,无论是我们对乡村社会状况的调查 ,还是学者

们对村落社会的研究都显示 ,农村人口年龄偏高 、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特性 ,决定了他们无力改变家庭生

活状况的事实。

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 ,直接后果是土地撂

荒 ,村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 ,这无疑给承载农业文化

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农民与土地的

部分疏离 ,也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平衡 。有学者

认为 ,此时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是留守 ,叶敬忠等以

“别样童年 ”、“阡陌独舞 ”和 “静寞夕阳 ”形象地勾

勒了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 。⑤

而那些有形的农具和无形的农业技术和经验 ,曾是

农民靠土地生活的象征 ,而今 “农民 ,这个被现代化

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阶层 ,正在等待寿终正寝的日子 ,

对他们来说 ,土地的魅力已经完全丧失。他们唯一

的希望就是现钞 。好在儿女们的肌肉并没有随古老

的工具消失而消失。儿女们将肌肉能量转移到城市

的水泥上去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 ,老农们显得十分

的平静。猪圈 、牛栏拆除了。古老的农具变卖给收

藏家了 ,锄头上的泥土已经清洗 ,高高地挂在了墙壁

上。他们一边搓麻将 ,一边盼望着邮差的到来 。”⑥

对乡村而言 ,走出去才有希望。农民的儿女如果没

升学的话就会出去打工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家庭贫

穷的生活状况 。与农民如潮般城乡流动的同时 ,电

视 、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 ,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

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

田 ,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向往的生活

目标时 ,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夕照残阳了。

二 、乡土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农业的永续发展

工业文明的导入使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受到了

近乎毁灭性的冲击。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中 ,我

们的祖先通过使用农家肥 、青肥 、土地轮种 、套种 、灌

溉 、修建梯田等多种方式 ,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

利用 ,而在现代社会 ,土地有了问题就依靠化肥和农

药 ,天气有了问题就用大棚 ,农民更多的是以能获得

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作为劳作的第一选择。随

着化肥 、农药等工业产品的进入 ,土地在短短的 30

多年时间里就出现了硬化 、板结 、地力下降 、酸碱度

失衡 、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 ,这样言说

并非是要拒绝工业文明 ,但是在和昔日的农业文明

相互比照中 ,我们确实应该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汲

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 ,希望通过移植发达国家的

先进技术和经验来解决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粮食问题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来许多农业技术和农业

机械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设计的;再则新技

术的引进往往需要高额的投资 ,这对于资金缺乏而

劳动力丰富的不发达国家来说 ,就等于是在用其稀

少而珍贵的资源来取代廉价而丰富的资源。以印尼

的爪哇为例 ,新技术的引入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种

灾难 。 “绿色革命”后这里许多地主买了拖拉机 ,其

结果是使许多靠给人打零工的农夫工钱大大降低 ,

甚至丢掉了饭碗。此外 ,用劳动效率指标(每个劳

动者单位时间可以生产出的粮食所含卡路里的量)

和能源效率指标(单位能源投入和产出的比率)衡

量农业生产率 ,会发现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是以高能

源投入为代价的。在现代机械化的农场里 ,一个农

110

中州学刊 2009年第 6期



夫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粮食是前工业时代一个农民

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单位土地面积上所能生产出

的粮食也比前工业时代大大提高 。但是 ,如果把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牲口 、农具 、农药 、机械 、灌溉等投入

所含的能量都折合成卡路里 ,就会发现 ,在英 、美等

国家的现代化农场里投入一个卡路里的能量 ,只能

收回 1.5到 4个卡路里的回报 ,而在前工业时代 ,这

个比率高达 1∶14甚至 1∶41。按此估算 ,如果全世

界的人都像当今美国人那样消费动物蛋白质 ,而且

这些动物蛋白质都是以美国的现代化方式生产出

来 ,那么整个地球的石油储藏在短短的 11年内就会

被消耗殆尽 。⑦由此可见 ,现代化不仅给农业社会带

来了环境和生态问题 ,还潜藏着更为严重的能源危

机 。

那么 ,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 ,除

了推动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型之外 ,更

为有效的路径之一就是开掘传统的文化资源 ,发挥

乡土知识的生态调节功能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体系

都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 。 “森林是父

亲 ,大地是母亲 ”,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只有

精心呵护才是生存之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序列

中 ,人位居林 、水 、田 、粮之后 , “有了森林才会有水 ,

有了水才会有田地 ,有了田地才会有粮食 ,有了粮食

才会有人的生命 。”这样的 “人”观和 “物”观 ,使人们

热爱身边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 。因此 ,无论是对山

林的祭祀 ,还是农事节日的庆典 ,无论是传统的农耕

技术 ,还是乡规民约 ,都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

源 。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稻作文化体系 ,是

傣族社会经济的根基与支柱 ,千百年来长盛不衰 。

其独特的结构与功能在于:以适宜稻作农耕的自然

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稻作生计方式为核心 ,以相应的

资源管理制度 、农耕礼俗 、精神信仰和优长互补的山

坝民族关系为调试器 ,保证这一地区自然生态与人

文生态的平衡和谐。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这种潜在

的文化资源大多已被乡村文化惨淡的表象所淹没 ,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强调 “开掘 ”的原因所在。生活

在黔东北的苗族 ,其文化传统具有 “重巫尚鬼 ”的特

征 。这里曾以神鬼的力量来实现对森林的管护 ,而

现在曾经肃穆 、庄严的 “神判 ”仪式很少有人参加 ,

也没有人来执行以往种种强有力的配套措施。在他

们的生活中 ,这种文化的约束力近乎降为零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彻底消失。在其农民股份

制林业企业的森林管护制度中 ,我们仍能看到传统

文化资源的变体形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 ,依靠的

还是头人 、寨老 、家族力量等文化资源 ,管理模式同

样是 “闹清 ”(用神鬼力量管理森林的一种方式)制

度中强制力量的延续。⑨可见 ,民族传统文化和乡土

知识的开掘与应用 ,是决定当地生活环境变迁的主

要因素 ,它对于森林保护和农业的永续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对前工业时代社会与人群的

研究以及在少数民族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与生活经

验中的发现 ,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化背景下农业文化

的保存与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

三 、留住技艺与记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002年 8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

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

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lobally-Impor-

tantIngenious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 GIAHS)。

其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 、

生物多样性 、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 ,并使之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 ,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这

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

保护策略 。农业文化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

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 、保存至今的各种农

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后者则仅指开荒 、育种 、播

种 、病虫害防治 、收割储藏等农耕生产经验以及与农

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农具制作 、农耕仪式的举办 、

农耕经验传承等农业生活知识。⑩在农业社会里 ,这

些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 ,是

在润物无声中进行的文化传递。

1.农业生产经验的失落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处境

在专业化生产和全球市场的作用下 ,高投入 、高

产出的现代化农业使传统农业受到威胁 。新培育的

高产品种的推广 ,大多是以充分的水肥条件和防治

病虫害的农药为前提。这种单纯追求高产的做法不

仅使环境遭受污染 、害虫天敌死亡 、农产品的质量降

低 ,也使我国许多优良的生态农业传统走向衰落 。

从耕作技术和程序来看 ,傣族传统的稻米 “寄

秧”技术和 “告纳”生产方式作为其独特的创造正在

自然衰退 11 。由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粤桂南部北

热带地区曾广泛经营的稻田养鱼无法延续。珠江三

角洲稻田和果蔬 、水产轮作 、混作 、间套作的耕作制

度消失 ,适合当地特殊条件的耕作方式 “桑基鱼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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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蔗基鱼塘 ”基本上被淘汰 。热带 、亚热带石灰岩

园洼地干旱生态环境特有的双季玉米间套作黄豆 、

花生与饲养猪 、牛的结合 ,也因改为水田而难寻踪

迹 。适应季节性缺水的许多水旱轮作 、水肥轮作的

耕作方式及其优良种植品种已消失 。桐粮间作 、枣

粮间作 、柿粮间作以及田地边缘木本或草本绿肥的

种植也不再提倡 。更有甚者 ,外来物种和高产品种

的大量涌入 ,使本地物种的基因资源广泛流失 ,致使

多样化的 、低成本的生态农业产业结构被所谓现代

化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所代替 ,从而构成了一种严

酷的外来生物物种和生物文化的入侵局面 。而农作

物品种的单一化不仅为病虫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

也破坏了植物生长的自然选择 ,造成一些与之相关

的物种在生物链中消失。这种人为破坏的结果 ,使

自然界中的物种正在以十倍于物种自然消亡的速度

消失
 12
。从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状况看 ,农业生产

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农耕技术和农具的使用。此时 ,

那些代表一个时代 、一个地域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

传统农具 ,正在为抽水机 、除草剂 、收割机 、打谷机等

取代。作为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录 ,舂臼 、桔

槔 、石磨等工具几近绝迹 ,无工业污染和能源消耗的

风车 、水车技术在化学和电力 “工具 ”的冲击中备受

冷落。农民与传统农具的疏离 ,与现代化生产工具

的亲和 ,正宣告着乡村生活方式的变革。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 。从生活

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 ,可以称之为 “农活”。在

这一过程中 ,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 ,有创造

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 ,农业劳动充满

了一种 “综合的人性” ,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

“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 。 13然而 ,现代化的魔力 、

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挑战着祖辈固守的农耕传统 。那

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低产的品种被迅速淘汰 ,如何利

用新技术脱贫致富 、增加产量是从事生产的终极追

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传统的农耕技术被摒弃 ,顺

应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农耕制度被现代化工具和技术

改写。大棚技术决定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和周期 ,

嫁接技术让小果实植物长出硕果 ,激素饲料缩短了

家禽 、家畜的出栏时间 。这种生产方式的革新 ,改变

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 。人们对科技的笃信

与虔诚 ,也使农事信仰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日趋松弛 。

对于老一辈农民来说 ,祈求各种神灵护佑丰收的心

理尚在 ,但在生产中也难以排除与一些禁忌相冲突

的施肥用药 ,他们正徘徊在神灵与现代科技之间。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传统耕作制度中所蕴涵的生态

文化观已明显淡化 ,农耕经验在他们的头脑中几乎

是空白 ,迫于生计外出打工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

村之间 ,丧失了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他们不

再是农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这种情况不是处

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所独有 ,在日本这样的发达

国家也是如此 。秋田县是日本主要的稻米产地 ,曾

经以稻草为原料制作的生活用具(鸡窝 、狗窝等)、

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 、祭祀用品以及田间的稻草人 ,

都曾是昔日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机

械化之后 ,稻谷与稻草分离 ,稻草在田中被直接粉碎

并埋在地下 ,成为来年耕种的肥料 。那里的老人预

言 ,稻草文化很快就会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从这

个意义上说 ,工业与城市夺走了农业与农村的活力 ,

也在不断重构着乡村的生活节奏与内容 。

2.农业文化传承与农民生活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为的是农业和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与农业的机械化相比 ,传统的农业生产工

具和技术经验有些已经落伍了 ,但它们所蕴含的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 、巧用自然规律的发展理念却是我

们一定要存留的。如果我们的子孙丧失了对这些生

产 、生活经验的传承能力 ,那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就会更加疏离。就此而言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

面上是保存农村文化 ,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另

一半文明 ,更为长远的意义则在于存留现在的生活

状态与过往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 。这是农耕民族生

存与发展之根 。

然而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农民追求现代化

的生活是存在矛盾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 ,橡胶种

植业的丰厚收入使傣族稻作农业的传统地位下降。

这里种一亩水稻纯收入 288.95元 ,而种一亩橡胶纯

收入 500元且可以连续受益几十年 。在高额利润的

驱使下 ,曼远村的个别农民已开始将祖辈传下来的

薪炭林(黑心树)砍掉种植橡胶 ,给全村的燃料短缺

埋下隐患 。 14类似的情况即使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地也同样存在。 2005年 5月 16日 ,浙江省青

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 ,被评

为首批世界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这里的稻田养鱼已

有 1200多年的历史 ,其耕作和养殖方式是一个 “自

洽”的系统 ,具有现代农业不可比拟的优点:第一 ,

稻草为鱼类提供肥料 ,而鱼类为水稻提供肥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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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壤越用越肥 ,不存在土壤板结和地力下降现

象;第三 ,农产品几乎没有污染 ,绿色天然 ,味美价

高 。 15这种内在的平衡机制维护了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但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受到了制约 。为

节省人力和物力 ,青田县很多乡镇的稻田养鱼已由

原来的泥制田埂变成了水泥田埂。由于采用投放饲

料的方式喂养 ,田鱼的产量大增。这种生产方式与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理念是相背离的。此

外 ,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加 ,当地掌握农业

遗产技术而又专心投入这项劳作模式的人正在迅速

减少 ,这无疑给农业技术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于实验室和博物馆式的陈

设 ,其重要的属性是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进行

“活态”的传承。因此 ,怎样使农民留在乡村经营传

统的农业 ,又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便是寻

求出路的核心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并非

守旧 ,并非让农民的生活凝固不变。农民也知道青

山绿水好 ,但当他们还在生存线上四处张望的时候 ,

让他们信守生态原则 、提升环保意识只能是苍白无

力的说教。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 ,在开发与保护

这对矛盾中 ,学者们寻找到了弥合二者的有效路

径 ———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 ,他们提出了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 。 16在发展

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 ,我们看到了传统农业文化

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广西省龙胜县利用山区的自然

环境 、历史悠久的稻作生产以及传统的手工业技术 ,

开发了以观光农业为龙头的旅游产业 ,使龙脊梯田 、

壮锦 、苗族刺绣这些传统的文化遗产转换成为重要

的收入来源 。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在拥有了

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 ,从上海 、杭州等地慕名

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其独特的田鱼文化 、民俗文

化 、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 ,旅游业

年收入达 200万元 。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

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

要性。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 5000多

亩 ,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农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诸如此类的情况 ,

在我们对京郊村落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京西

妙峰山下的涧沟村凭借明清以来的庙会文化传统和

玫瑰花的采摘发展乡村旅游业 ,樱桃沟村则以樱桃

的采摘使旅游成为地方的支柱性产业。这些成功的

案例使我们看到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的双向重构过

程 ,一方面乡村旅游依赖农业文化的品牌 ,另一方面

农业文化也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

手工榨糖 、酿酒 、纺棉织布 、土陶制作 、打铁 、竹

编等一些古老的技艺以及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农具 ,

这些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素 ,承载了

一代又一代无名工匠的创造冲动 ,也记录了农耕民

族文化创造的历史 。那些源自于乡土的民间艺术同

样是民间艺人对其生活世界的审美传达。因此 ,只

有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 ,我们才能理解江南水乡的

跳鱼舞 、西北干旱地区的唱雨戏 ,我们才能在其独特

的韵律中体会到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丰收的

期盼 。此时 ,面对转型中的乡村生活 ,留住那些与农

业生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 ,这是使农村充

满生机活力的前提 ,前者是后者之根 ,根壮方能枝繁

叶茂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所谓的新农村建设 ,究

其本质应是重新建构一种理想状态的农业文化。因

为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

因素依然是农村 、农民和活在生活中的乡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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