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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经过这几
年的申报遗产热，我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作为世
界遗产的“人类智慧和人类杰出的突出样品”。有
一种遗产和土地有关，翻译过来称为“农业文化遗
产”，提醒着我们的乡愁，我们离土地越来越远了。

稻与鱼天生天养，蕴
含智慧

每年谷雨前后，在黔东南大
山深处的梯田上，侗乡人开始出
坡、劳作。人们将秧苗移栽到稻
田里，一个月后放进鱼苗，鱼苗长
到两三寸，再放入雏鸭，形成典型
的传统生态农业系统——稻鱼鸭
复合系统。稻鱼鸭共生构成了一
个效益极高的资源循环利用、自
成体系的生态系统。稻田为鱼类
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有机食
物，而鱼、鸭则为稻子清除虫害
和杂草，促其良性生长。

亚洲的稻田养鱼历史悠久，
一个两千年前的中国汉代黏土
瓷盘上，描绘了鱼从池塘游到稻
田的景象。这种生态系统的层
次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浙江青

田，稻田养鱼已经有 1200多年历
史，传统稻田系统的生态共生机
制是：稻谷可以为鱼类提供遮阴
和有机物质，鱼类又可以为水提
供氧气，吞食有害昆虫，有益于
养分循环，是一种和谐发展的农
业生产生态系统。

现在，这些历史悠久、自成
体系、天生天养中蕴含智慧的农
业生产生态系统，有了一个名称

“农业文化遗产”。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解释
说，从概念上讲，农业文化遗产是
世界遗产的一种，也是“人类智慧
和人类杰出的突出样品”，主要是
指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传统农
业景观和农业耕作方式。不同
于现代农业系统，它们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和独一无二的传

统价值。由于现代机械化农业
的冲击，这些珍贵的传统农业文
化和技术遗产正面临着威胁。

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GIAHS）项目，提出了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
最初是在 6 个国家挑选了，包括
中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
系统在内的 5 个首批试点，并逐
步推广到其他地区和系统等，现
在已经增加到9个。

鱼塘不是农业文化遗
产的核心

稻鱼共生系统世界农业遗
产保护区位于浙江青田县方山
乡龙现村。外人看来这个村子
会很有意思，有大量的青壮年劳

动力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打
工，幼儿园有很多孩子在国外出
生，会讲出生地的语言，有点“联
合国”的景观。村里的一些公共
基础设施是华侨捐款建设的，同
时也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洋房，都
是华侨文化的见证。

在龙现村的稻田，几乎全部
养有田鱼。作为鲤鱼的一个变
种，田鱼鱼鳞特别软，之所以被
选为稻田养鱼的主要种类，除了
繁殖力强、生长快的特点外，也
是因为鲤鱼的含义：子孙绵延和
生活富裕。传统的田鱼养殖，是
一幅青山绿水、房前屋后、田间
地头鲤鱼游弋跳跃的水乡田园
画面。由鲜田鱼熏制加工制作
的青田鱼是有名的土特产，还有
地方名菜“田鱼炒粉干”、“蒸田
鱼干”等。姑娘出嫁时，嫁妆里

肯定有两雌一雄一组田鱼，这里
的人对田鱼有特殊的感情。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闵庆文负
责中国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试点工作，内容之一是推出“世界
农业遗产地产品”品牌，“在产品
上打上这样的标识，可能对传统
农艺保护地的农产品价格的提升
产生影响。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
动态保护原则要求，在农业遗产
的保护中，要做到让农民急需采
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生产方
式，并能从中获益。只有充分考
虑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才能
确保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

现在龙现村的田鱼已经打
上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

（下转D03版）

稻鱼共生的
农业文化遗产标签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