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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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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
过去的、更是关乎未来的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
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当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
快速增长、科技不断突破的同时，资
源过度消耗、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
境破坏等资源环境危机一次次为人们
敲响了警钟。为此，1972 年 6 月，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举行，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
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
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
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

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达成
了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重要
成果。

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2002
年，全球的环境危机依然很严峻，8月
26日至9月4日，可持续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
其目的就是应对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
环境与发展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倡议正是在这期间提出来的。

进入工业化以后，特别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农业和农村快速发
展，但也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
城乡差距加大、乡村文化丧失等社会
问题，集约化和单一化的农业生产及
化肥、农药和各种添加剂的过量使
用，造成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农村
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水土资源耗竭等
资源环境问题。人们在反思现代农业
发展中存在问题、探索农业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延续数
千年的传统农业。

在世界各地，一代代农民、牧
民、林农和渔民以多样化的物种及其
相互作用为基础，坚守人地和谐的发
展理念，创造、传承并不断发展着适
应于当地生态地理条件的环境友好的
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

业系统和景观，衍生了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这些巧夺天工的农业文化遗产，
以其显著的恢复能力与适应能力，为人
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
障了人类的生计安全和生活质量，有效
适应了自然条件的变化。按照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
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
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
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

显然，那些延续至今的农业文化遗
产，不仅是人类农业生产活动演变的

“活化石”，还以其富含的生物基因、技
术基因和文化基因而成为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智慧宝库”，不仅具有历史价
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坚持“在发
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与一般意义的自然或文化遗产有着
很大的区别，农业文化遗产是典型的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集自然
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
体而具有“复合性”特征；随着社会、
经济、自然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适应性变
化而具有“动态性”特征；是劳动人民
通过生产活动而创造、通过农业生产活
动而传承，而具有“活态性”特征。具
有生产功能并持续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
与生计安全也就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首要标准。

正是上述特征，使得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不能简单照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
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而需要坚持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原
则，建立全新的范式。一是需要重视农
业文化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传
承方面的价值，建立以生态与文化保护
为重点的“政策激励机制”；二是以农
业文化遗产地丰富的物种资源、良好的
生态环境、独特的生产技术以及优美的
田园景观和浓郁的民俗文化为基础，发

展“有文化内涵的生产农产品”和农产
品加工、食品加工以及休闲、康养、研
学、文创等多功能农业，建立以农业生
产为基础、多功能农业发展的“产业促
进机制”；三是在确保农民作为遗产创
造者、传承者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
政府推动、科技驱动、企业带动、社区
主动、社会联动的“五位一体”的多方
参与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大多
处于经济落后、生态脆弱、文化丰厚的
地区，肩负着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
化传承的多重任务，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应当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过分强调

“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存”而忽视
了区域发展，如果不重视农民作为农业
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的特殊角色
而忽视了他们应当是最重要的保护者和
最主要的受益者，就难以调动遗产地居
民保护的积极性，也难以实现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的目的。

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人类共
同的智慧，需要共同保护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作为人类文明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的农业文明尤其如此。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农耕文化交流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稻米之路等，无一不体
现着农业文明的交流互鉴。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2000多年前，原产于西域的葡萄
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已经成为当
今中国的主要水果之一，种植品种、栽
培技术、相关文化等方面有了很大改
变，完成了本土化改造。2013年，宣
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先后被原农业部和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列为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
是截至目前世界上唯一位于城市里的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江西万年
稻作文化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
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等24项全球
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就是中国
稻作文化的典型代表——后通过海路和
陆路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国
家，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日本
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韩国青山
岛板石梯田农作系统等以稻作为核心的
传统农业先后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项目。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
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
同的责任。”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倡议的最早响应者和积极参与
者，也是成功实践者和主要贡献者，更
是坚定支持者和重要推动者。18个各
具特色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是我们的先辈向世界奉献的宝贵的农耕
文化财富，展示了中国人民以勤劳智慧
探索出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发展道
路。率先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
与保护，率先出台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
管理办法，率先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监测评估，率先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及其
保护学术交流平台，系统开展农业文化
遗产及其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既
是中国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写照，
也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提
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凝聚行动一致的国际共识，
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形态农业文化遗产
的交流互鉴，携手构建世界农耕文明保
护传承的美好未来。“中方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不仅为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国际社会展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
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讲唐
诗，曾说：“一般人讲唐诗，我却要
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
也！”（郑临川 《闻一多论古代文
学》）的确，唐是诗化的朝代，不仅
唐朝为然，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
展，又何尝离开过诗！伟大的民族产
生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创造了伟
大的诗篇，伟大的诗篇又哺育一代代
国人成长，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民族
性格，传承民族文化。

古往今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熟悉
的歌唱，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诗
篇。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河中，

“诗”与“歌”总是紧密结合的，也
总能在大众文化层面广泛传播。唐
诗、宋词、元曲，便是“诗”与

“歌”的紧密结合并在大众间广泛传

播的典范。于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经
典范式者，也便是诗、词、曲三体。尽
管其后也有小曲风行一时，然而，明清
小曲却最终未能代“曲”而兴，成为又
一新型诗体。

著名诗人丁芒先生曾提出“第四大
诗体”，与他“自由曲”的创作主张相
伴随。丁老是在进行过新诗和传统诗、
词、曲各体的大量创作实践之后，经过
古今对比，然后在探索历史、总结当下
并展望未来的理论思考中提出这一概
念。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古今通融的
基础上，经过散曲这一环节的过渡，创
造出一种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流行
的、能为大众广泛接受并积极参与的新
诗体。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在继承古
代散曲通俗自然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自
由曲”的创作，其夙愿在此。他还认
为，“自由曲”不过是个暂时的名称，
待理想的新诗体建立之后，应该有一个
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名称。这是一位
有着80年诗歌创作经历、而今仍关注
诗坛发展的老诗人的美好愿望，它代表
着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作为时代
歌手的责任和情怀。

诗歌未来的路在何方？首先在理论
认识层面，应开展关于诗本质的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1、什么是诗？是否应该
有基本的文体构成要素的规定性？2、

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
时代性，同时又为大众喜闻乐诵、诗乐
合一的新诗体？3、如果创建一种新诗
体，是否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
展？这些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引导、理论
家和诗作者积极参与，从文体学和社会
文化学角度展开深入讨论。

其次是在实践层面，诗作家首先要
面对的是写作立场问题，要考虑是否
能够将自我释放、自我实现的写作与
民众的诗歌审美需求相结合；是否能
够取法李、杜、苏、辛、关、马等前
贤大家，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
众，密切关注当下，成为称职的时代
歌手，在承前启后的中华诗歌发展链
条中，成为关键一环。落实到具体的
创作层面，选用怎样的语言形式，如
何让自己的诗歌语言具有大众喜闻乐
诵的自然通俗而又不失诗性的特质？
如何继承传统又融合当下？这是需要我
们的诗作家去下一番苦功夫努力摸索和
积极实践的。

最后，要赢得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和响应，唐诗、宋词、元曲诗乐结合的
成功之路，应是不二选择。在唐诗的时
代，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王
之涣、白居易等一流诗人，他们的诗得
到乐人的追捧，有李龟年、许合子、念
奴、李八郎等一流的音乐家和歌手把他

们的作品唱向街头巷尾，于是有了“童
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类
的社会呼应；在宋词的时代，有柳永、
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辛弃疾等
一流词家，他们的词得到了盼盼、琴
操、金赛兰等一流歌手的传唱，在南北
东西广为传播，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的巨大影响；在元曲的时
代，关汉卿、白朴、卢挚、马致远、贯
云石、张可久、乔吉、曾瑞卿等一流曲
家的曲作，有珠帘秀、顺时秀、梁园
秀、天然秀等一流演员的演唱传播，也
就有了“市井儿童诵瑞卿”的社会效
应。总之，在诗乐合一的时代环境中，
有诗词作家和歌曲作家的高度默契，大
诗人的天纵才情与一流音乐家的灵感火
花，能够借助民众喜闻乐诵的新诗体而
融合共鸣，美美与共的时代歌声，不仅
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化育了万万
千千的民众，而且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
下了永恒不灭的艺术传响。

当下的诗歌创作，无论新、旧，无
论诗词、散曲，谁能够在继承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基础上，努力与音乐结合，努
力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众，坚持为
大众写作，谁就有可能在具有民族性、
时代性和大众化的诗歌发展中作出自己
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
——略论诗歌发展方向

赵义山

绿肥红瘦

一阵风过，沙沙声响，仿佛山野之声
滑入耳畔，植物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若
风再大一点，又好似松涛汹涌，苍萝摇动。

时值2022年立夏，万紫千红的春景
正被初夏的浓绿替代，站在长江之滨枞阳
县的盆景园里，耳畔和眼中出现的皆是自
然界的天籁和诗意。眼前的松柏盆景有两
万多盆，黑松最多，其次是黄山松、五针
松，以及柏树系列等，春杜鹃开始闭目养
神，夏杜鹃在一片青翠之中傲然怒放。

安徽枞阳县是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
的故乡，地处长江北岸，地理上有独特的
山水风貌和黑松黄山松盆景资源。20多
年前，全国政协在枞阳帮助扶贫，提出

“文化兴县”的文化帮扶措施，并创建了
当时安徽省第一个盆景花卉产业协会。
如今的枞阳盆景文化产业已形成了独特
的地域经济类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路子。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盆景海洋里郁郁
葱葱的植物气息，为这里一派欣欣向荣
的胜景而折服。每一株造型别致的盆景
都在展现出一首唐诗或者一幅宋画的情
境。徜徉在盆景园的花木小径上，松有松
的姿，柏有柏的态，生韵生情，各有怀抱。

而盆景园外的一群工人，正在紧张
地调度盆景的运输，一大卡车的盆景正
向厦门进发。枞阳盆景风格传承徽派盆
景园艺，朴拙中有灵动，高洁中藏格
调，耐品、耐赏，市场销路有保障。

当暮色逐渐蔓延，忙碌的养
护工作退居幕后，产地直发直
播开始登场。有趣的是盆景师
们，每卖出一盆盆景，他们不
会说卖出或售出，他们会这
样说：“送她们出嫁。”

情同此心，人同此理，一
盆盆像子女一样呵护养育的
小苗，相互陪伴四季风霜雨
雪，冷了热了饥了肥了，每一天
何止看三回，到逐渐出落成天姿
国色或者朗朗英才时，求亲的人
打破手机和网络，下聘求购，再不
舍，也得割爱，为产业计。真的是“痛并
快乐着”，这句热词，是枞阳盆景师们最
好的注脚。

在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中，一盆名为
“奔腾”的石榴盆景在国际竞赛展中，荣获
金奖。在2017年的深圳文博会中，一件巨
型根雕引得中外游人流连忘返，不舍离去。
和这些同行相比，枞阳盆景、根雕、花艺
产业并不落后，一样可圈可点：比如
2010年，上海世博会用于绿化的苗木花
卉三分之一就来自于枞阳；枞阳县麒麟
镇的小叶榆树嫁接技术获得了13项国
家专利；枞阳的黑松因为造型独特，含蓄
雅洁，和枞阳杜鹃盆景并称全国双绝。

如今枞阳县盆景和育苗基地达到一
万余亩，全县盆景产业形成以精品盆景和
艺术大师为龙头，以育苗基地、素材基地
和花卉基地为产业支撑的产业布局，从业
人数达到3000余人。枞阳农业由传统农业
走向审美高端，是文化兴县战略带动乡村
振兴的成功范例。

从枞阳出发

说盆景是活动的文物，它当之无愧。
盆景艺术家从历史和自然中获取灵感，创
造出有形有神的绿色文化产品，向全世界
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一件件盆景，一件
件根雕，是传统文化和当代审美的相互渗
透，是鉴赏和消费的双向联动，满足人们
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品质需求。

如果梳理枞阳县盆景产业大事记，
枞阳盆景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
1999年元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
一次高规格的枞阳盆景根雕展。盆景展
品200件、根雕作品1000件，叫“千鹤呈
祥”。20多年来，枞阳盆景人对当年的盛
况如数家珍、念念不忘。

古枞阳曾经是码头重镇，“桐城派”
文风蔚然乡里。“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是
枞阳人的口头语，代代相传，八十老翁在
书店苦读，是常有的事。

枞阳盆景人是在这样的乡风之下成
长起来的，虽然师法徽派盆景风格，却件
件包含自己独到的审美理念，有“桐城
派”文化杂糅其中，富有创造性。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这次盆
景展，对于枞阳盆景从业者而言，是从茫
茫然的个体作坊单位惊醒，开眼看世界。
通过盆景的产业化、规模化、综合化，可

以进入市场主
体与茶、古琴、书法、戏曲、园林、会展珠
连璧合形成高端文化产品，用以一带十
的产业拓展模式，出口盆景产品至全世
界。盆景的规模化运作，利润是可预期
的，同时又提升了产品的艺术价值。枞阳
盆景人从这次展出和交流中，补充营养，
及时充电，只有开眼看世界，才能长本
事。外乡人都说枞阳人聪明，也许是对
的，其实是枞阳盆景人善于学习。

几十年的时光证明，枞阳盆景产业
前景远远超出预期。这部分富起来的盆
景人，依旧天天着工作服，戴草帽，尘土
满面，沉默寡言，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
信息爆棚的时代，他们仍怀有匠人之心，
以植一盆天地的精气神，为人生作画。不
光是匠心，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初心，
在他们为数不多的谈话中，反哺家乡的
念头，自始至终，不曾懈怠。

时间的黄金

枞阳盆景人确实是富裕起来了，但
决不能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现状，要百花
齐放，要以盆景为媒介，打造盆景园林休
闲空间，与戏曲、民乐、绘画、茶艺、影视
等深度合作，多产业创新发展，跨界合
力，从低中价值链向高价值链迈进。

从地域看，从盆景企业规模效益上看，
从园艺工作者来看，从文化艺术影响力上
来看，从带动脱贫和促就业上来看，说枞阳
盆景是乡村振兴中的支柱产业，并没有夸
大。枞阳盆景企业做得确实很大，可我仍感
到，他们中大多数从业者在文化培训方面，
明显不够。既扎根于枞阳大地，为什么放着
那么多先贤的特色文化资源不用，可惜可
惜。文创产品，重在“文”，化在“创”上，知识
付费的时代，枞阳盆景人勤劳之余，更要与
时俱进，根植绿色，根植文化。

枞阳老百姓爱说一句话：土里生白
玉，地里长黄金。或者在不远的某一天，
我们也会看到，长江中下游的鱼米之乡
——小城枞阳，有一盆叫“负雪”的大型
盆景，带来名扬中外的喜讯。有一个叫

“孟实”的园子，阳光，落叶，修竹，清泉，
藤蔓，山石，共同酝酿出“枞阳园林记”的
清芬隽味，和它的无言之美。

（作者系第九届铜陵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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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瓷秘故事艺术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展览以瓷文化的传承及
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主线，通过跨越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瓷器故事，让观
众在沉浸式展览中感受历史、触摸艺术、探索知识。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瓷韵之美瓷韵之美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闵庆文闵庆文

今年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起全球重今年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起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20周年周年，，20222022年年77月月
1717至至1919日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
江青田召开江青田召开，，主题为主题为““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促
进全面乡村振兴进全面乡村振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信信，，高度评价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独高度评价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独
特价值和重大意义特价值和重大意义，，科学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科学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的方法与路径保护的方法与路径，，为保护共同农业文化遗为保护共同农业文化遗
产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富有历史和现实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富有历史和现实意
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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