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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是农业的宝贵财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下和未来的农业农村发展保存着弥足珍贵的生态文
化、技术文化和民俗文化。

■ 把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与促进乡村振兴和建设和美乡村结合起
来，让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应有的魅力和风采，为建设中国
特色农业强国注入强大力量。

在2022年 12月 23日至24日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农业强国
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并
将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列为中国特色
和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将发展生态
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作为重要
工作。

中国是农业古国和农业大国，劳
动人民在漫长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创造
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数量众
多、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农业文化
遗产。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先后发
布 6批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72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以
19项位居各国之首。这些农业文化
遗产，是农业的宝贵财富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下和
未来的农业农村发展保存着弥足珍贵
的生态文化、技术文化和民俗文化，
对于乡村振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
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有助于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是建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
的，体现出了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尊
重。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有论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
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顺应

农时则粮食丰收，捕鱼不用密网则水
产不尽，按季节伐木则木材不竭，体
现了古时农业生产遵从自然规律、季
节农时的思想。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同
时，古代先民还逐渐形成了利用自然
界动植物和非生物环境相互促进、相
互制约循环的规律以发展农业生产的
模式。

我国传统农业秉持着这种生态思
想，得以和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
展，延续数千年。2010年被列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还是国家湿地
公园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就
是一个典型代表。1300多年以来，
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秉持着人地
和谐的理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世界

罕见的山地稻作梯田景观，还有丰富的
农业物种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至今依然
保留有50多个传统农家品种，仅资源
植物种类就多达151科 446属 651种，
还有大量人工养殖的鸭、鲤鱼、鲫鱼、
江鳅、泥鳅、鳝鱼等和种类繁多的无脊
椎动物。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
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上，哈尼梯
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又一次惊艳
世界。

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技术有助于实
现农业绿色发展。无论是山地还是低洼
湿地，无论是稻田还是旱地，间作套
种、农林复合、农牧结合、稻鱼共生、
桑基鱼塘等众多传统农业技术，都是以
低碳、循环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农业，通
过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内的物质循
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成
为当今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源泉。

2005年成为我国第一个、世界第
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
稻鱼共生系统，已有 1300 多年的历
史，当地先民根据“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生态地理条件，发展了“稻鱼共生”
的生态农业模式，实现了“以鱼肥田、
以稻养鱼、鱼粮双丰”。以稻鱼共生为
基础，在青田以及其他地方衍生出稻
鸭、稻蟹、稻蛙、稻虾等多种模式，形
成在全国推广的稻渔综合种养技术
体系。

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的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是一
种将种桑养蚕和池塘养鱼相结合的循环
农业模式，形成了“基上种桑、桑叶喂
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
的生态循环体系，被誉为“世间少有美
景、良性循环典范”。这种适应低洼地

区农业发展的“零排放、无污染”生态
农业，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衍生出菜
基鱼塘、花基鱼塘、蔗基鱼塘等基塘农
业体系。

体现人文精神的民俗文化有助于促
进和美乡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
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
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
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
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
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
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
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
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
神追求。”

农业文化遗产凝结了无数古人智
慧，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深入到人们
的生活、行为、思想等方方面面，塑造
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自立自强的性
格，培育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
民风，成为乡村和谐发展的基础。源于
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不仅体现了结
构严密而精美、歌词押韵、曲调优美等
艺术特色，而且还表现了热情好客、团
结合作等优良习俗。侗族大歌于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1年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也将侗
族大歌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浙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鱼灯舞、云南哈尼
稻作梯田系统的乐作舞与哈尼古歌，
2022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的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中的菇山
话、香菇功夫，等等。

研究和实践表明，发掘保护农业文
化遗产是传承赓续农耕文明的重要抓
手。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从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
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的现实意
义，要把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与促进乡村
振兴和建设和美乡村结合起来，让悠久
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应有的魅力
和风采，为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注入
强大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联合大学特聘教授）

赓续中华农耕文明
闵庆文

《论语·尧曰》中有“子张问于
孔子”的师生对话，对话中，孔子提
出了“尊五美”思想，“尊五美”具
体讲什么呢？

先来看看原文：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
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
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
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
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
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这段话用现在的语言来解释
就是：

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做就可
以从事政务了呢？”孔子说：“尊崇五
美,摒弃四恶,就可以从政了。”

子张又问：“什么叫五美？”孔子
说：“君子 （从政者） 给人以恩惠，
自己却不需要什么耗费；役使老百
姓，老百姓却没有怨恨；有合理的欲
望，却不贪得无厌；泰然自若，却不
骄傲蛮横；富有威严，但不态度凶
猛。这就是五美啊。”

子张接着问：“什么叫给人以恩
惠自己却不需要什么耗费？”孔子解
释说：“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

他们得利，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
却不需什么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老
百姓的时候去役使，谁会怨恨呢？想
得仁便得到了仁，又有什么贪心呢？
君子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从不
敢怠慢，这不就是泰然自若却不骄横
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重
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
却不凶猛吗？”

据相关的统计，在《论语》中，
提到“美”的地方共有14处，除了
《尧曰》 篇，其他还散见于 《学而》
《八佾》《里仁》《雍也》《泰伯》《子
罕》 等篇。其中，有 10 处提到的

“美”是“善”“好”的意思，既用于
讨论其所认为的音乐、物品等“声色
之美”，也用来说明其所主张的政治
理念、道德修养的“政德之美”。

春秋时期，为政者多数缺乏民本
思想，想到的是如何攻城略地或苛责
于人。孔子讲的“五美”“四恶”，正
是他政治主张的基本观点，其中包含
了丰富的“民本”思想。孔子认为，
为政者必须尊崇“五美”。

先说“惠而不费”。“惠而不费”
就是让大众享受到利益而为政者不必
捐己所有。有句谚语叫“身在公门好
修行”，这其实就蕴含了“惠而不
费”的思想在内，如果为了“惠众”
而消耗自己的财产，这样的施惠数量
不仅不会大，更不会持续。一项好政
策出台，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惠而不费”在个人生活中也是
存在的，比如助人为乐在严格意义上
就是一个“惠而不费”的表现，于人
有利而于己无损。你要是惠而“有”
费，把自己的财物赠送给他人，对方
还不一定敢接受。因此，我们要提倡

“惠而不费”的风尚，身体力行地去
践行。

再说“劳而不怨”。“劳而不怨”
意思是让百姓服劳役而不会遭到抱
怨。在过去的封建社会，百姓往往对

无休止的劳役持反对态度，甚至最终导
致诸如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劳而不怨”？孔子说：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这句话包含
了两层意思：一是让人们去做对自己
有益的事；二是要求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这样才可能让其价值得到最大
体现，从而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反
之就会是事倍功半，甚至功败垂成。
其实，我们平常说的任劳任怨就是

“劳而不怨”的体现。任劳容易任怨
难，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作
为从政者能让一个人做到任劳任怨并
不是简单的一件事。

如果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
侧重领导水平，那么“欲而不贪”“泰
而不骄”“威而不猛”则体现的是个人
的修养和素质。

“欲而不贪”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性
的问题，为政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做到“不贪”。“食色性也”“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要做到“发乎
情，止乎礼”“欲得其中”。“欲而不
贪”中的“欲”不是广义的欲望,而指
的是正常合理的欲望，是积极向上，
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向善的力量。

“不贪”指的是对欲望的追求不要超过
合理的界限，否则，就会发展为贪
婪、贪欲，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
旦打开我们就无法对其进行控制，最
终反受其害。孔子说的“欲仁而得
仁，又焉贪？”意思是自己要追求仁德
便得到了仁德，又还有什么可贪的
呢？这里的“仁”就是代表了正确和
美好的东西，要求人们通过正当合法
的方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利益。一方
面要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时又要遵循
正当合法的途径，体现的不仅仅是极
高的智慧，更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泰而不骄”是说态度舒泰而不骄
傲，也指有地位、有权势后不骄傲。这
就不仅要有不忧不惧的健康心态，保持
心平气和，遇事泰然自若，同时还不能

矜己傲物，装模作样，色厉内荏，给人
盛气凌人的感觉。孔子说：“君子无众
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
乎？”在顺境，诸如官运亨通，春风得
意，就得提醒自己要谦虚，没有比较之
心才能安于泰然，反之就容易产生高下
优劣，骄娇之态随之就来了。

至于“威而不猛”，意思是有威仪
而不凶猛，即威严而不失敬畏，不给人
凶猛可怕的感觉。一个人具有威严的气
质，给人不怒自威的气势，这实际上是
一个人底蕴的表现，这种底蕴决定着人
的行为模式。“威”是一个人内在力量
和自信的外在表现,“猛”是一个人外
在反应和冲动的表象。孔子讲：“君子
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篇》），
讲到仪表态度庄重威严的重要性，要求
我们不能过分严厉而让人有凶猛的错
觉。儒家讲求中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过犹不及。威严本来是指别人见到你会
产生的敬畏之情,是“敬而重之”；如果
威严过分就会变成凶猛，让人惧怕，变
成“敬而远之”。当然,领导者太过温
和，失却威严也不行，如果与下属过分
亲密，称兄道弟，下属就会太过随便，
不好管理。所以好的领导者应该像孔子
一样“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
厉”。

所以，“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主
张为政者个人修养,作为领导者，往往
很难受到纪律约束，因此更加需要自我
节制、自我约束。

“五美”思想可以帮助领导者树立
良好的形象。作为个人，立足于当今复
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中，融合于不同人
际关系之间，对社会要担负起一定的责
任,对社会要有所贡献，而不只是向社
会索取，不懂得感恩。由此可知，“五
美”思想不仅对领导人从政有帮助，对
于普通人修身做人、为人处世也大有
裨益。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论语》中的“五美”说
王杰

日前，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
辑、作家张昌华新作《见字如晤——名
人书简三百通》 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张昌华与众多文艺界名士交谊深
厚，并与他们围绕图书出版有过书信往
来，在此过程中留存了一些名家的书
信，该书即由这些书信精拣而来。在内
容编排上，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张昌
华介绍，“甲部信主为我的作者，话题
多系书稿出版的琐杂。乙部为书稿作者
的后人，是我为其先人撰文时遇到疑
难，向其求益的答问。”

“私信姓‘私’，最能彰显信主的个
人特质，作者致编者的函札亦然。季羡
林、柯灵、王世襄的君子风度，周有
光、萧乾、冯其庸的睿智风雅，郁风、
吴祖光、许渊冲的人文情怀，华君武、
张允和、杨宪益的率真幽默，以及范用
的出版传奇，都可以从信的字里行间读
出。乙部所钩沉的信主前辈的逸趣，展
现了他们的为人之道和特立独行的处世
风格，很值得我们感怀和寻味。”张昌
华表示，该书以齿序排列，自周有光
始，至邵燕祥止，“其实，年齿在周氏
前后者尚有茅以升、陈翰笙、冰心、吕

叔湘、臧克家、张岱年、钱锺书、杨绛
等；或因我与他们过从短暂，函札多为
就事论事的简短，乏善可陈；或因无法
获得授权，不得已略去。”

张昌华之前出版的 《我为他们照
过相》《他们给我写过信》，与 《见字
如晤》 一起被称为张昌华的个人出版
史。“实实在在是我编辑生涯的人生地
图。”张昌华表示，“本书若能忝为新
千年前后我国出版大海之滴水，若能
充作当代出版史上一条脚注，幸莫大
焉。见字如晤，抚笺思人。深深怀念
并切切感戴赐我函札的信主们，是他
们的厚爱，成就我一个充实快乐的编
辑人生。”

寻味名人书简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丽

2022年12月31日，以宋云彬命名
的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
礼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中
华书局和腾讯会议举行。

宋云彬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
史学家、编辑家，是点校本 《史记》
的主要参与者和责任编辑，并独立承
担了 《后汉书》 的点校工作，为新中
国古籍整理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为纪念宋云彬先生，继承和发扬其
精神，宋云彬先生后人将其生前所藏
82件书画作品，举行专场义拍，并将
拍卖所得全部捐出，用以设立“宋云彬
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评选“宋云彬古
籍整理奖”，对古籍整理出版优秀成果
和编辑人员进行奖励。

第三届宋奖评选于2021年10月启

动。最终，《四库存目标注》《出土战国
文献字词集释》《全唐文补编》获得宋
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樊昕、徐真
真获得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编辑奖；
《礼记正义》《急就篇校理》获得宋云彬
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路伟、朱兆
虎获得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
辑奖。

作为国内首个民间筹资创立的古籍
整理出版基金奖项，“宋云彬古籍整理
奖”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好
评。通过评选活动，研究、整理、出版与
存藏保护等一系列与古籍相关事业的社会
关注度得到提升，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也加强合作，在古籍整理出版的成果评
价、传播利用、人才建设等各方面交流经
验，为探索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有益尝试。

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

探索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谢颖

2022 年 12月 29日，以“中国电
视剧的叙事美学和创新表达”为主题
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
45期影视大讲堂在线上开讲。至此，
2022年度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影视
大讲堂圆满收官。2022年度影视大讲
堂共举办了6次，共有42人次的专家
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大讲堂。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卫防表
示，首先，大讲堂的质量在原来的基
础上有所提高，六大选题既包含理论
方面，如中国特色电影艺术观念的知
识建构、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电
影等高端理论性命题；同时也有创作
层面，包括电影美术、电影声音、影

像造型和电视剧创作等，选题比较丰
富。创作层面的研讨让大讲堂更贴近
于创作实践，这也是今后大讲堂要继
续努力发展的方向。其次，2022年的
六期大讲堂，既有理论方面专家，也
有媒体方面专家，更有电影创作方面
的大师和艺术家。如著名电影美术师
霍廷霄，著名电影声音艺术家陶晶、
舒楠，以及著名影视编剧赵冬苓等。
此外，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也积极参与
到演讲和对话中，进行了所际之间的
业务联合和沟通。

赵卫防希望，新的一年，影视大
讲堂继续带来更加丰富精彩的学术内
容，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共享学术盛宴。

一年六次的学术盛宴
本报记者 郭海瑾

1月1日晚，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
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承办、国家
大剧院支持的“2022中国顶尖舞者之
夜”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集中展示
2022年度中国舞蹈界的顶尖人才和优秀
作品，树立人民心中的舞蹈“风向标”。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是中国
舞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重要论述，为强化聚焦“做人的
工作”而开办的舞蹈人才选拔、人才培
育工程，于 2021 年首次推出。2022
年，中国舞协继续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
专业优势，团结舞蹈界德艺双馨的优秀
舞蹈艺术家，组织近百名专家教师，以
顶尖理念打造人才梯队，以工匠精神打
磨高峰作品而开展“2022中国顶尖舞
者成长计划”。在培养过程中，年轻学
员们的专业技能在得到极大提升的同

时，职业道德与品行素养也在老一辈舞
蹈家的言传身教中得到锤炼与增强，不
断成长为矢志笃行、担当文化使命的新
时代舞者。

本场演出星光璀璨，精彩纷呈。由
青年舞蹈家骆文博领衔演绎的舞剧《大
国芬芳》选段《云裳花容》拉开全场演
出的帷幕；陈嘉佳、杨蕙竹、王智滢、
佘伟靓、李思雨、崔梦佳、姜玉琳相继
登场表演作品《月光》《醉清波》《浅云
间》《宫》《惊鸿》《献给那个爱我如命
的人》片段；蒋林蓉、姜爱东、朱瑾慧
分别凭借《南墙》阐释“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
深刻之意，依托 《悠然见南山》 呈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之
境，借助《二月红棉》弘扬革命精神的
崇高与伟大。

“2022中国顶尖舞者之夜”：

树立舞蹈“风向标”
本报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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