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陈 祥  杨乙丹  刘鑫凯

汉阴凤堰古梯田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策略探析

摘   要 ：凤堰古梯田修建于清代，处于移民开山辟田与外来作物引种的历史背景之下，是陕南地区移民

农业开发的历史见证。凤堰古梯田作为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梯田。时至今日，

古梯田农业系统内旱地与水田共存的农业景观在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亦是特殊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农业文化

遗产价值。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凤堰古梯田的存续面临着多重威胁，亟需有效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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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是山区居民为满足粮食

生产需求，依山势就地利而建

的阶梯式农田，体现了人类适应

与利用自然的智慧。“为秦蜀之

关键，亦荆襄之门户”的陕南地

区，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大规模建

造梯田的历史机遇，其中的凤堰

古梯田就是典型代表。凤堰古梯

田位于陕西省的汉阴，为清代长

沙府善化县的吴氏家族所建，距

今约 250 多年的历史。凤堰梯田

的建造是移民垦荒、美洲作物引

种和南北农耕技术融合的产物，

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生态、生计功能。在当前

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和挖掘保护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背景下，分析凤

堰古梯田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探讨其合理发掘与保护的策略，

具有重要意义。

一、凤堰古梯田开发的历

史背景

（一）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与

移民垦荒

凤 堰古 梯田的开发处于清

代全国人口激增、开山伐林、拓

展耕田的历史背景之下：明末清

初，陕南是李自成、张献忠领导

的起义军与明军反复较量的主战

场之一，同样是李、张起义军之

间火并之所，大量的人口在战乱

中消逝，百姓锐减。1673 爆发的

“三藩之乱”，汉中被平西王吴三

桂占据五年之久。战乱波及，民

不聊生，陕南地区社会经济蒙受

了灾难性的破坏。据嘉庆年间的

《汉阴厅志》记载 ：“荒棒茂草遍

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

息也”，《清档案·揭帖》：“秦中

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

草，盖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

绝丁”因为人口稀少，大量的土

地尚未开垦，何柄棣先生将陕南

山区称之为“中国内地农业的最

后边疆”。

陕 南山区“ 地 多人 少 ” 局

面，为农 业 开垦创造了有利条

件。 顺 治 六年， 清王朝 颁布了

《垦荒令》，刺激着大批流民迁

移到适宜耕作的深山和边疆地

区。伴随着康熙五十年实行“滋

生 人丁，永 不加赋”的政 策和

雍正元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

策，在促使 人口快 速增殖的同

时，也 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 农区

中人口的生存压力和荒地开垦的

压 力。 于是， 地 广人稀的陕 南

山区，成为了流亡百姓的移民之

所。嘉庆年间《汉阴厅志》：“至

雍正四年，邑令进士大树王公招

抚湖民耕垦，田地日渐开辟”，

推动了陕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二）美洲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陕南地区位处于气候比较温

润，适宜农业生产。随着流亡百

姓的涌入，“至嘉庆末，三省边

区人口已不下六七百万”。如何

为这些人口提供充足的口粮，这

一时期外来作物的引种与推广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凤堰古梯

田内，种植着以玉米和甘薯为主

的旱地的作物，这与南方传统水

田相比，显示出独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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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 初， 中国引进的外

来作物多源自美洲，尤其以玉米

和甘薯这两类粮食作物，在满足

百姓饮食需求的同时，也为当时

的救灾减灾活动启到了重要的作

用。据乾隆时期的《洵阳县志》

记载 ：玉米“惟需雨以俟其长，

别无陪护”，由此可见，耐贫瘠

和耐旱是玉米的重要特性，产量

高并且稳定的特性，促使玉米无

论是高山丘陵亦或是平原地区均

可种植。这一时期的陕南地区，

伴随着移民的迁入，进一步促使

玉米在当地的高山丘陵地区大面

积推广。“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

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

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

谷”。“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

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

由此可知，水田种植水稻，山坡

种植玉米，这种水旱作物间作的

农业生产模式，在清代中前期已

经在陕南山区普遍推广。

甘薯又名地瓜、番薯，具有

耐旱、耐贫瘠的特性。乾隆 十

年颁布的《劝民领种甘薯谕》记

载有“从江、浙、豫、蜀各省购

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

或蜀中现有曾经种薯之人，宁羌

候牧亦有由川购觅薯种之说⋯⋯

谕知近省之西、凤、同、邠、干

六府州所属，各就附近有薯 种

之各县，相订于春和时乘便取

种。”[8]。由上述史料可知，甘

薯在 这一时期在陕西得到了推

广。秦巴山区气候较陕北更为温

暖，甘薯具有畏寒的生物特性，

加之湖广移民的综合影响，使得

陕南的官员自觉劝民扩种甘薯。

“劝民广种，而切晒收储以备荒

歉”，道光年间“种山地者，于

包谷外兼种粟谷、黄豆、番薯之

类”。上述县志的记载中，当地

官员极力推广种植甘薯，以备荒

年，使得甘薯在陕南得到快速发

展。

玉米和甘薯这类外来作物，

在解决清代陕南地区百姓温饱问

题和救灾减灾上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水旱两类作物共同生长于凤

堰古梯田，这种兼具南北特色的

粮食结构，成为了古梯田独居特

色的一面，也是陕南历史上移民

与农耕的见证者。

二、凤堰古梯田的农业文

化遗产价值

（一）凤堰古梯田的农业文

化景观

凤堰古梯田作为秦巴山区目

前发现的面积 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清代梯田，区域内有清乾隆

年间从湖南长沙移居当地的吴氏

家族所开垦的 1.2 万亩余亩的古

梯田以及相当数量的古堰、渠、

塘、坝等古代 水 利设 施。清代

诗人邱通理在《堰坪》一诗中写

道“堰坪初极日，山水有清晖。

桑柘开三径，松篁映四围。锦鳞

冲岸出，紫燕绕梁归。向春寻征

路，余霞傍马飞”，概括了凤堰

古梯田壮丽的景观。

古梯田依山而建，凤凰山顶

处的森林十分茂密，通过庞大的

根系涵养着水源，极大地避免了

水土流失和梯田损毁风险 ；陡坡

开垦土地，种植高产的玉米、甘

薯，为凤堰村民提供口粮，维系

生机 ；缓坡地利用山泉灌溉，修

筑水渠，种植水稻。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与地形多样的陕南山区

有机结合，自上而下，作物呈现

阶梯状分布，充分体现了凤堰古

梯田农业系统所具有的农业生物

多样性。

（二）凤堰古梯田的生态系

统及其价值

凤堰古梯田稻作农业系统

依 据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逐渐 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循环系

统。梯田通常采取的是“水稻—

油菜”或“水稻—冬小麦”的轮

作制度，小田螺、小蟹、蚯蚓和

各种微生物会充分利用稻田中的

水源，在夏秋之际生长，它们及

其排泄物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养

料，同时也改善了土壤环境，有

利于水稻品质的提高和产量的提

升。油菜或小麦残留的腐叶、籽

粒，又为小田螺、小蟹、蚯蚓和

各种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

件。它们形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

良性循环系统。另外，主粮、杂

粮、经济作物以及中药材的合理

分布，在历史时期有效的避免了

自然灾害发生之时饥荒的出现。

综上所述，凤堰古梯田带来的降

灾、减灾效益、水土涵养以及生

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带来的物种保

存功能带来的生态效益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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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凤堰古梯田的农耕文

化传承价值

凤堰古梯田是移民文化的生

动体现。凤堰古梯田引种的美洲

粮食作物，养育了当地激增的贫

苦百姓，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南北

文化融合村寨。古梯田所在的陕

南地区，位于中国南北方文化的

交融地带，恰逢历史机缘，“湖

广移民把他们自身的南方文化与

习俗带来了秦巴地区，改变了陕

南山区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使

陕南的生产方式增添了极为明显

的南方色调。”

凤 堰古 梯田是历史的见证

者。湖广移民定居陕南山区后，

以聚族而居、连环宅院的居住形

式， 修建 有吴 家 花 屋、 冯家堡

子、黄龙庙这些历史遗迹，庙内

的石碑记录着当时的修建历史和

族规村约，这都是陕南村庙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区开垦、湖

广移民和南北方耕作科技交流，

塑造了陕南凤堰古梯田的在中国

农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三、凤堰古梯田的存续

困境

在农业现代化和商品化的主

流时代背景下，历史悠久，保存

较好的梯田生态景观作为传统农

业文明的活态形式，虽给人民带

来了高质量的精神享受，却也为

迎合市场的需求，古梯田会逐渐

淡化自身原有的自然属性，成为

“表面”的农业象征，变质为一

种旅游产品。在这种困境之下，

如何进一步保护和发掘古梯田，

成为了我们亟需面对的问题。

（一）遗产地区基础设施较

为落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遗产保区范围内除汉江的

自然水系和秦巴山区的充沛降水

外，至今仍然保存有清代修建的

稻田水 利设 施，虽然 极具文物

价值，但年久失修，仍需进行修

缮。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得知，连

接村民居住点的多为乡间沥青公

路和土路，破损较重，每逢夏季

降雨时段，道路泥泞。另外，当

地教育问题急需改善，以漩涡镇

所在的梯田区村民的子女为例，

各类中学校距离学生的家较远，

相较于安康市的中学来说，教育

质量有待提高。这也就间接导致

了村民受教育的程度低，缺乏新

型职业技术的再教育。

（二）遗产地的社会保护意

识欠缺，传统的农耕文化存在意

识上的偏差

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

仅需要稳定持续的的资金支持，

还需要提升当地政府和村民的

保护意识。对社会公众而言，农

业文化遗产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化遗产要陌生许多，广大

的村民甚至认为梯田的破坏与自

己并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只会关

心与自己的那块梯田。从调查中

得知，汉阴县政府对于梯田保护

的投入有待提高，缺少文物保护

和梯田管理人员。此外，陕南山

区较于关中平原经济发展落后，

依靠遗产地旅游是当地发展经济

的重要举措，但是大量游客的涌

入，是对古梯田的过度开发，加

重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

（三）遗产地保护开发与农

村发展、农民增收之间的矛盾

传统 水稻品种在日常管理

上更为繁琐，单位面积产量比之

杂交水稻低，除去口粮，所剩无

几。加之传统水稻种植区域的经

济较为落后，迫使村民开始选择

杂交水稻品种甚至放弃传统水

稻品种。梯田作为完整的生态系

统，传统的水稻品种的流失，从

而引起生物的多样性减少，造成

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从发展生

态农业的角度看，如何维持和保

护遗产地现有的生业形式以便生

态农业的发展是凤堰古梯田接下

来重点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凤堰古梯田保护的策

略和建议

“稻作梯田这一类“活态”

的农业文化遗产，遗产所在地的

自然发展和外来力量的侵入都会

导致对它的伤害。”因此，为保

证古 梯田能够 持 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下去，只能从自然和人

为、内在和外在等多个方面，对

遗产地进行全面的保护与发展规

划。

（一）积极引导当地村民延

续传统生活方式，强化活态保护

与传承

凤堰古梯田遗产是历史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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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礼物，是当地数百年来

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汉阴地区生

态变迁和文明发展的产物，保护

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

梯田的生态景观离不开农民的耕

作，因此应保持原有的农业生产

方式不变，提升梯田系统内的生

态活力。另外，我们对古梯田的

保护就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有物质

的保存，口耳相传的山歌、南北

交融的饮食、陕南移民开发的文

献，这些宝贵的“活态历史文化”

都附着在古梯田上，需加以保护

和传承。

（二）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

度，激发村民的保护热情，塑造

中国新型农民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的

生态价值，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

续发展。通过利用微信、微博、

公众号等新媒体方式，结合驻村

干部日常宣讲，增强遗产地居民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人们认识

到古梯田等同于世界遗产，自觉

养护梯田。“农民不能只有“增产

增收”的片面观念，更要有持续

发展”，作为我国新时代的新型

职业农民，在掌握农业科技的基

础上，实现发家致富的同时，更

要承担保护家乡农业文化遗产的

责任。

（三）抓住机遇，促进当地

产业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加快 促 进当地经济产业结

构调整，拓展多种农业形式，大

力发展汉阴古梯田的休闲农业，

推动古梯田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示

范区的发展。在推进遗产地城

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避免乡

村建设的千篇一律。尊重当地的

自然环境和文化习俗”。梯田内

的富硒大米与当地村民所种植的

红芯田薯作为享誉全国的名优特

产，是当地休闲农业优势突出的

重要特色项目，加大推广力度，

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力。古梯田所

在地药材丰富，质量上乘，可以

优化中药的种植结构，全力扶持

中药材企业的发展，必然会持续

推动汉阴县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四）重点保护古梯田内的

遗址遗迹，集多方力量保护凤堰

古梯田

为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凤堰古

梯田梯田，需要以梯田为中心，

对保护和开发古梯田的资金来源

进行可能性分析，并聘请陕西省

相关科研院的专家，会同当地政

府主管人员，成立古梯田保护研

究所。针对漩涡镇茨沟村的吴家

花屋、东河村的冯家堡子遗址、

堰坪村的太平堡寨、黄龙村的黄

龙庙这些古民居古村落群，根据

相关保护原则、地理风貌、历史

文化和村落的现状，综合分析，

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实现古遗

址遗迹的可持续性发展，保证遗

址区整体环境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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