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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叶晓星  王斌  黄卫华  史久西  格日乐图  张龙  

（1. 庆元县食用菌管理局，浙江  庆元 323800；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浙江  富阳 311400） 

【摘 要】香菇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也是我国特产之一，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价值。浙江省庆元县是世界人

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八百年来庆元菇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森林资源，延续至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独特的香菇生产与菇文化系统，但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保护，一些传统香菇生产方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在

系统阐述了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特点以及保护和发展该文化系统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农业生态、农业文化、

农业景观保护、生态产品开发、休闲农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保护与发展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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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有着 800 a 以上的历史。该文化系统是香菇始祖吴三公（1130~1208 年）发明剁花法生产香菇以来，

庆元人民凭借着当地独特而多样的自然条件和勤劳智慧，创造出的包括香菇栽培及加工利用、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下经济、香

菇文化和地方民俗于一体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①②

。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出菇延续时

间长，覆盖面广，史料记载丰富，在世界农业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热带菌类学会主席张树庭教授、台湾大学植物系

李瑞青教授先后认定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技术的发祥地
③
。吴三公的发明，也使庆元成为世界香菇之源，为中国摘取了一项

世界农业的桂冠。2014 年，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被评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八百年来，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经历了 3 个主要的历史演变 ：第一个阶段以吴三公发明剁花法为标志 ；第二个阶段以利用

香菇菌种成功栽培段木香菇为标志（1967 年）；第三个阶段以成立资源利用实验室进行香菇生产技术研究，开展木屑菌丝压块

栽培试验和推广为标志（1979 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剁花法栽培香菇技术正在逐步

消亡，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加强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充分挖掘其内涵和功能，使之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

结合，不仅对加速庆元香菇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可极大地提高庆元人民对香菇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 遗产地概况 

庆元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西南部，北面与丽水市的龙泉市、景宁县接壤，东西面、南面与福建省的寿宁县、松溪县、政和

县交界，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118°50′~119°30′，北纬 27°25′~27°51′，东西宽 67 km，南北长 49 km，土地面积 1 898 

km2，是著名的“香菇之乡”，2005 年被评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全县绝大部分地区由古老的火成岩组成，两岸大多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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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深谷，相对海拔高度 500 m 左右。庆元县属中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温和不冷，雨量充沛，夏季无酷暑天气，且日夜温差大，

气候条件对促进香菇子实体的形成非常有利
④
。庆元县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 1 663 km2，占总面积的 87.6%，分布着 2 000

个以上植物种类。 

2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特征 

2.1 悠久的香菇栽培历史香菇是一种生长在木材上的真菌，味道鲜美，香气沁人，营养丰富，素有“植物皇后”美誉，具

有极高的食用、药用价值。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栽培香菇技术，多年来在庆元香菇栽培过程中秘传不息。剁花法开创了森

林菌类产品利用之先河，它使深山老林中的“朽木”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吴三公之后，庆元菇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进一

步完善和提高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并把实践经验总结成极富科学性的谚语流传下来
⑤
。 

2.2 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 

庆元县境内的山系以江浙第二高峰百山祖为核心，地貌多样，小气候条件优越，全年最热月平均气温 26℃，最冷月平均气

温 7℃，气候温和，冬暖夏凉，适宜生物栖息 ；境内生态系统完好，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达 86%，珍稀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世界最濒危动物华南虎曾在这里出没，“植物活化石”百山祖冷杉在这里存留。庆元县风光绮丽，山水神秀，有百山祖、巾子峰、

百丈岩、双苗尖、高山湿地、高山草甸等风景名胜区 ；还有遍地的古桥、古村、古建筑、古窑址、古地道，三朝文化、千年廊

桥、千年进士村„„文化底蕴深厚。 

2.3 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 

庆元县处于洞宫山脉中段，属中亚热带南区，是闽江、瓯江和交溪（福安江）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栽培香菇的发源地。这

里山体庞大，地形复杂，气候适宜，生态环境多样，真菌资源十分丰富。大型真菌达 423种，其中可食（药）用真菌有 360 种，

有价值的重要菌种 79 种。草菇、茯苓、竹荪、鸡油菌、灰树花、美味牛肝菌、平菇、灵芝、银耳、黑木耳、珊瑚菌鸡枞、红菇

等野生菌、药用菌早已被人们认识和利用
④
。 

2.4 和谐的菇林共育系统 

庆元县菇民在长年的实践生活中总结了从选场、栽培、采摘到加工的一整套香菇生产体系。为适应四时节气变化，庆元农

民合理地安排水稻种植与香菇栽培，形成了菇 - 稻轮作种植模式 ；在深山老林开展香菇栽培，选择适宜区域，合理间伐林木，

将香菇栽培用过的材料当作燃料进行香菇烘烤，注重保护林木资源，形成了“自然丛林 - 林下香菇”的农业生产模式。该模式

集水土保持和经济价值于一体，既充分利用了林地资源，又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5 悠久的香菇文化 

800 ａ以来，庆元菇民在种菇售菇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香菇文化，一是以菇业为中心的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文

化观念、共同语言（菇山话）、共同行为规范、管理机构 ；二是以崇拜吴三公为主的民间信仰 ；三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活

动的集中表现形式——菇神庙会，包括祭神谢恩、演戏练功、体育竞赛、歌舞表演、种菇技术和商品交流等 ；四是大大小小的

行会组织，如菇业公会、菇邦、同乡会等。随着时代的进步，沉淀了近千年历史的香菇文化其外延和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庆元人民
⑥⑦

。 

3 保护与发展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重要意义 



 

 3 

3.1 有效保护与传承传统香菇栽培技术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载体。然而，由于土地利用竞争、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改变、森林资源保护、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等因素，

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严重威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剁花法、段木法香菇栽培

技术由于木材消耗大、工艺落后等原因正逐步淘汰。目前，香菇栽培主要采用代料栽培，该技术出产的香菇占香菇总产量的 90% 

以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载体以及与载体共存的文化创造力，系统开展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保护，不仅可以有效保

护庆元香菇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对于合理利用其优良种质资源，促进庆元香菇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2 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不仅为当地提供了以香菇为主的多种农副产品，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休闲农业、推动科学研究等

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庆元菇民根据森林与香菇互利共生的生物学原理，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形成了

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系列产品，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已有上万农户靠香菇走上了富裕之路。如今庆元因

“中国香菇城”而享誉全球，香菇业已成为庆元县的支柱产业。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香菇文化和多样的生态产品为

庆元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优越条件
⑧⑨

。 

3.3 有效应对现代农业对传统农业的冲击 

传统剁花法采取择伐的方式来经营林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植被，而且可促进林木更新，是一种和谐可持续的栽培方式，

符合现代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空间逐渐萎缩。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强调对传统农业及其相关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以最大限度保留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们呈现乡土气息浓厚、农耕

文化丰富的画面。加强对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将对建设富有菇乡特色的美丽乡村起到积极作用。 

4 保护与发展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建议 

4.1 农业生态保护 

4.1.1 资源收集保存  

挖掘和研究全县范围内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在遗产地进行典型生态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建设种质资源库，保存野生、引

进的食用菌菌种，为食用菌繁育、研发、生产提供遗传性状稳定的优质种源 ；在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建立珍稀菌类保护

区，开展珍稀菌类原生环境保护，为菌类种质资源保护提供环境基础。 

4.1.2 生态环境保护  

建立遗产地保护区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监测网络，形成两年一次定期监测机制；实施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工程，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工程，农膜、废菌棒等农业污染集中处理工程，并逐步在全县推广 ；以龙岩村为核心，开展香菇原生环境保

护与定位观测研究，监测人类活动对香菇生产系统的冲击，记录调控过程，为森林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香菇产业发展以及环

境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4.1.3 森林资源管理  

根据林业部门规划，对重点生态公益林进行抚育伐或卫生伐 ；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残次林和低效林有计划地实施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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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培育阔叶林后备资源，为生物多样性维持、林下经济和香菇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4.2 农业文化保护 

4.2.1 香菇文化的普查与挖掘  

加强对庆元香菇文化传承、发展与流失情况的调查，对农耕文化、民间技艺、文艺、习俗、诗词、歌谣、谚语、各种古建

筑物和构筑物等进行补漏性调查，重新认识香菇文化的价值，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 

4.2.2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恢复  

根据香菇文化普查结果，有目的地恢复有价值的民俗活动、传统香菇节庆活动 ；对香菇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村落、古建筑

群、构筑物及农业生产设施等进行修缮和保护 ；系统整理剁花法相关栽培技术，适当恢复剁花法传统香菇栽培。 

4.2.3 香菇文化的宣传与普及  

整理出版有关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系列丛书，编写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读本，介绍香菇文化系统保护与传承取得的成就 ；

定期举办“中国 • 庆元香菇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展示和传承菇神庙会、菇民戏等香菇文化 ；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媒体宣传

提高庆元香菇在全国的知名度 ；定期举办香菇产业与文化发展研讨会。 

4.2.4 香菇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根据香菇文化研究与挖掘工作，进一步搜集、研究有关香菇栽培科学、历史等方面的文物和标本，完善、更新香菇博物馆

馆藏品，丰富博物馆陈列和展示内容 ；对于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积极组织申报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和文物保护 ；设计建设香菇文化主题公园，打造吴三公祭典品牌。 

4.3 农业景观保护 

4.3.1 资源的普查与评价  

开展全县范围内的森林景观、村落景观、农田景观、菇棚景观调查，并对各类景观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根据

林业部门、农业部门要求，划定菇棚、农田、村落、森林维护和保护区域 ；设立专门机构对庆元香菇文化系统遗产地范围内的

村容村貌、生态景观进行监测和监督，提高保护的针对性和长期性。 

4.3.2 景观的维护与建设  

根据普查结果和林业部门规划，在遗产地保护区范围内通过封山育林、林相改造，有目的地间伐、补植或多样化种植，进

一步丰富香菇文化系统保护区范围内的森林景观 ；以多样化的种植方式和廊道结构等生物措施防治病虫害，并建设形成“天地

人和”的绿色休闲农田景观 ；通过菇棚两边种树、定期清理棚内及周边垃圾、统一规划建设等方式，对菇棚进行绿化、美化和

整洁化改造 ；在遗产地保护区范围内，拆除不可利用的闲置破房和违规建设房屋，通过绿化美化维护村落整体风格，重点是保

持和恢复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传统古村落景观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 

4.4  生态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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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食用菌生产基地建设与生态产品挖掘  

在遗产地保护区范围内，根据庆元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和食用菌选址标准，积极建设有机食用菌生产基地 ；同时，挖掘

林下多种类型的产品，包括食用菌、中草药等，研发生产种类多样的深加工产品。 

4.4.2 龙头企业和香菇品牌建设  

培育目前知名度高、基础好、品牌多、创新性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鼓励企业采用“企业 + 基地”、“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等发展模式，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支持与监督，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带动农民致富 ；通过加强品牌质量的监督管理，淘汰一

部分不合格的商标产品，打造和扶持 10~15 家质量上乘、信誉卓著的香菇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品牌，打造“庆元香菇”名牌精

品，做大做强遗产地的香菇产业。 

4.4.3 产品宣传  

选择枢纽地区，打造食用菌销售集散中心，提升食用菌市场在全国的影响力，带动食用菌产业集聚发展 ；在电视、广播、

报纸、杂志等传媒上多层次多角度开展各类香菇产品的宣传，积极参加各种农产品展览和宣传活动 ；通过庆元香菇网，集中展

示食用菌产业基地和菇农分布信息、技术和市场信息、原辅材料信息和对外贸易信息等。 

4.5 休闲农业发展 

4.5.1 资源整合及游线设计  

对遗产地范围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建立区域旅游资源数据库 ；整合香菇文化系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农业景观等

优势资源，以香菇文化为主题，设计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的各具特色的旅游路线。 

4.5.2 休闲农业产品开发  

从观光、度假、科学考察、休闲避暑、深度体验等各个层面，全方位考虑，进行休闲农业产品的开发。总体思路是依托原

始香菇生产地景观特色，加速观光产品升级 ；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自然山水游乐旅游 ；依托周边县市客源，大力发展休

闲度假旅游 ；依托香菇民俗文化，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中，以遗产地保护为核心的香菇文化旅游开发是重点。同时，修建或

完善现有道路系统，形成旅游交通道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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