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探索

——以紫鹊界、上堡和联合梯田系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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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形成了合理的农业景观和生产系统，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具有丰富的

传统文化内涵，识别其文化景观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针对当前尚缺乏有效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方

法，文章借鉴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概念，以中国南方的紫鹊界梯田、上堡梯田和联合梯田为案例，探索了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景观基因的识别范畴、依据、指标和方法等理论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前述案例的主体基因特征、附着基因特

征和相似性基因特征。研究表明，引入文化景观基因分析方法，有望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分析方法体

系，理解不同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独特文化景观特征，为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合理利用和保护等提供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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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为人类提供食物，是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高效农业是解决全球粮食短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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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壤、灌溉、生物多样性、生产管理和产品交易、节能减排、环境变化等问题
［6-11］

开展了

深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积累的传统农业知识对深化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11］

。

很多传统耕作方法、耕种制度和技术等历经数代人的探索和总结，至今仍然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宝贵

的文化遗产。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计划
［12］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具有重

要文化遗产价值的传统农业项目的保护。截至 2016 年底，全球已有 16 个国家的 37个（其中中国 11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 GIAHS

名录。中国拥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相关的保护

工作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3-15］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价值与保护途径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5-19］

，

同时也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特征与生态服务功能等
［20-24］

进行了探讨。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

分析，尚未建立有效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方法
［25］

，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科学地评判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重要文化

景观特征及其价值。

中国学者在考察传统聚落景观的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受市镇形态、文化基因等学说的启发，结合生物基因分析方法提出了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
［26］

。该理论通过剖析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建筑特征、环境因子、布局等特征
［26］

，构建了系统

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方法
［27］

，在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划、少数民族聚居特征解析、旅游、居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识别

等领域得到了应用
［28-34］

。结合 GIS，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成为识别区域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的有效工具
［35-38］

。然而，考察现有

的相关研究文献，尚未发现有关运用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分析方法考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特征的报导。

本文以中国南方的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梯田和福建省尤溪县联合梯田三个稻作梯田系统为研究案

例，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析理念引入到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领域，系统地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

识别问题。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

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已经发展出了系统的聚落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方法
［27］

。这对于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

观特征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结合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的“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一性和总体优势性”等原则，农业

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需要明确其范畴、依据、指标和方法。

1.1 识别范畴

类似生物基因，文化景观基因特指可以在一个传统聚落中进行世代传承且保持其自身特征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文化因子
［27］

。

值得指出的是，生物基因具有专门的物质载体和遗传机制，能表达独特的遗传信息。因此，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可以结

合几何、物理和数学的相关原理定量分析生物基因的编码、复制、传播与解码过程。然而，对于文化景观基因来说，人们难于

通过定量方法揭示相应的“遗传信息表达机理”。这是因为文化因子一般不具备特定的物质形态或者载体。因此，剖析农业文

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是识别其文化景观特征的前提。

一般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如下特征：①农业文化遗产是沿袭了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重要生产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生

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即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科学价值；②历经人们长期的劳动成果积

累，农业文化遗产已经形成了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农业景观，拥有专门的器具体系、操作方法等，能生产出可满足人们

日常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即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社会生产功能；③根据农业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产出，人们逐渐形

成并沿袭了大量特定的生活习俗、礼仪、信仰、艺术、传说、文学作品等，即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实际上，农业文化遗产涵盖的知识、经验、技术及其生产方式等都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代际

传承，相应的生产器具、产品、传统建筑等则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显然，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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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延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习俗等的总括。这说明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可世代传承的社会文化

特征。这也是人们可以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传统文化因子中，耕种制度、耕作技术、器具与操作方法等都是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物质文化因

子。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因子是在前述物质文化因子形成和产生的基础上演化而来，能更直观地反

映农业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特征。本文主要探讨农业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因子的识别。

1.2 识别指标

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指标体系有助于深入分析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根本特征，进而界

定最能表征农业文化遗产特色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指标要遵循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的原则；另一方面，指标又要能够区分具有

一定相似性特征的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的内在文化差异。含义明确的识别指标有助于人们依据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农业文化遗

产的文化景观特征。

本质上，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选取可以反映农业文化遗产的生产活动特征的文化因子是构建指标

体系的切入点。农业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积累了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因子。从与生产活动关联紧密的程度来看，

人们可以从传统饮食、节庆习俗、信仰崇拜三个方面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表 1）。

表 1 识别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因子 说明 举例

传统饮食
典型食物

典型饮品
反映了遗产地的自然环境和物产特征等，以及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方法等

粑粑、鱼冻 甜

酒、藤茶

节庆习俗
特有节日

特有习俗

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特定活动等特征，表达了祈求丰收等美好的

意愿等

立夏、开春 舞

春牛、鞭牛

信仰崇拜
传统宗教

特定信仰

反映了人们自然环境的敬畏，表达了人们渴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丰收等美好的

意愿

五斗米道 张五

郎崇拜

传统饮食反映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有物质产出和自然环境特征。这是因为传统饮食可以通过加工制作的技艺、储运方法

和途径等反映遗产地的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方法，可以从传统食物和饮品着手开展分析。紫鹊界、上堡与联合三地均广泛存在

着通过腌制的方式保存蔬菜与肉类食物就反映了降水较多、光照不充足、相对湿度较大等自然环境条件导致新鲜食物难于长久

储存的特点。

节庆习俗是由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某些特殊的生产过程、环节或活动等逐步演化而形成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生产



4

活动、祭祀、祈愿、日常谚语，等等。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期望通过一些特定的仪式与活动等表达“风

调雨顺、生产丰收、生活美好”等良好的意愿，久之逐渐演变为特有的节庆习俗。以联合梯田为例，伏虎庙会表明该地的先民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遭遇虎患的境况。相应地，先民聚众人之力消除虎患的相关活动逐渐演变成现今庙会上的祭祀活动。此外，

在持续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先民逐渐将他们观察或总结得到的一些规律用易于理解的俗语进行概括，从而逐渐发展为丰富的农

事谚语。例如，紫鹊界梯田就流行大量用当地方言描述的农事对子话。

信仰崇拜反映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先民在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遭遇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时的内心向往或精神寄托。在生

产力低下的古代，先民既要发展生产以求得生存，又要设法减少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带来的重大损失，因而将很多在当时

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愿望通过信仰或崇拜等进行表达。例如，紫鹊界的自然坡度大，垦殖难度高且产量低，当地先民逐渐塑造出

了集开垦、打柴、捕猎、治病和驱鬼等众多神通于一体的先师“张五郎”并加以供奉，逐渐形成了沿袭至今的张五郎崇拜习俗。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要关注非物质文化因子，这是因为：一方面，稻作梯田系统的自然环境特征存在着

较大的相似性，单凭物质环境条件等难以识别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殊性，生产方式、

生产过程等物质因子必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才能得以显现。相反，饮食、习俗和信仰等非物质文化因子既反映了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特征，本身又是从生产生活过程中演化而来，具有较好的可识别度和区分度，因而是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的

文化景观特征的首选指标。

1.3 识别依据

农业文化遗产是以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形成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具有特定的物质表现形式，同时

也富含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制度、习俗等非物质文化特征。因此，农业文化遗产景观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景观。

这也导致人们难于识别其蕴含的全部文化因子。所以，本文仅探讨并识别那些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关联的非物质文化因子。

结合前述指标体系，表征农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的文化因子具有如下特征：①拥有专门的物质载体或者外观，能反映遗

产地的生产劳动或自然环境特征，如，紫鹊界居民善于制作极富特色的“粑粑”（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食品）反映了当地居民

经常需要携带方便、易保存的食物到离家很远的梯田进行长时间劳作。②文化因子依赖于遗产地的特有物质环境才能存在并呈

现。如，紫鹊界、上堡和联合三地均盛行反映劳动与日常生活场景的山歌，但山歌的呈现却不一定依赖当地的环境，即学会了

山歌的人远离梯田地区也可以吟唱，故山歌不能识别为反映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特征的文化基因。③在文化遗产分布地起源且至

今仍广泛流传，如：伏虎庙会主要流行于联合梯田地区，中秋节“送小孩”的民俗游戏也仅限于紫鹊界梯田地区。

1.4 识别方法

不同特质的文化景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文化因子的载体、表观等。相应地，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方法也有着明显不同，

例如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图案法、元素法、含义法、结构法
［26］

和特征解构法
［27］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识别

方法主要有分析比较法、记录法和观察法
［32］

等。

结合已经收集的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上堡梯田等传统稻作梯田系统的研究资料，本文综合

运用文化元素法与含义法进行景观基因识别（图 1），重点识别各个农业文化遗产案例地的文化景观基因，并归纳相应的主体基

因，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相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案例地的文化景观内涵的差异。其中，元素法主要确定各个文

化因子的组成、物质载体或呈现形式，从而区分各个文化因子的类属关系；含义法主要确定各个文化因子反映的农业文化遗产

案例地特有的可以反映生产与生活特点的习俗、信仰等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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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案例

本文的研究案例都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和福建省尤溪县联合梯田都是在 2013 年确认

的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梯田是在 2014 年确认的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1 案例简介

2.1.1 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

紫鹊界梯田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境内，地处 110°52′E～111°01′E 和 27°40′N～27°45′N 之间（图 2），属雪峰

山脉中部的奉家山
［18-20］

，海拔 400～1 236m。紫鹊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3.7℃，年降水量约为 1 650～1 700 mm
［20］

，水热资源组合良好，年均无霜期为 260 d，年均日照时数 148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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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鹊界拥有花岗岩基岩孔隙持水条件和茂密的植被、湿润的气候，现有梯田面积共 53.33 km
2
，集中连片的梯田为 13.33 km

2
，

坡度为 300～400 m
［20］

。紫鹊界梯田主要种植紫香贡米、黑米和红米等水稻品种。根据新化县统计资料，截至 2014 年底，紫鹊

界梯田共计有居民 1.5 万人，生产水稻等粮食作物共计 16 330 t。

2.1.2 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梯田

崇义县西邻湖南汝城与桂东两县，南界广东仁化县，地处 113°55′E～114°38′E，25°24′N～25°55′N 之间。上堡客

家梯田分布在江西崇义县上堡乡华仙峰附近的南流、良和、赤水、水南、正井、竹溪等村，共计 20.0 km
2
，集中连片分区布约

8.0 km
2
。上堡梯田海拔 280～1 260 m，相对高差 980 m，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热量丰富，四季分明，雨雾偏多，年降雨量

1 627 mm，平均气温 17.2℃，年日照时数 1 538 h，无霜期 290 d，属常绿阔叶林分布地带。

2.1.3 福建省尤溪县联合梯田

联合梯田位于尤溪县北部，地处 118°08′E～118°17′E，26°17′N～26°24′N 之间，东邻西滨乡，北接南平市塔前乡

葛上村，南部和西部与梅仙乡接壤处，主要分布在联东、联合、联南、联西、东边、连云、云山与云下等 8个村，总面积 7.15 km
2
。

联合梯田属亚热带气候，降水丰富，年均降雨量达 1 600 mm，年平均气温 19℃，无霜期 280 d，年平均日照时数 1 781 h。联

合梯田通过山顶竹林涵养水源，以溪流流经村庄并灌溉梯田，形成了“竹林—村庄—梯田—溪流”的山地农业景观。

2.2 案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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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梯田与福建省尤溪县联合梯田都是中国南方典型的稻作梯田系统。三者在自

然条件方面有着共同之处，在饮食、节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

三者的共同点主要体现为相近的自然环境条件与相同的生产方式：①梯田的相对高差较为接近，紫鹊界为 836 m，上堡为

980 m，联合为 700 m；②年平均降水量、无霜期、日照时数非常接近；③三地均以水稻种植为主，同时通过作物套种来获得充

足的粮食。

三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作物的品类、居民的民族构成、节庆习俗、饮食习惯与宗教礼仪有着明显的差异：①种植的水稻品

种不一样，紫鹊界主要种植红稻，上堡主要种植杂交稻和糯稻，联合主要种植粳稻和杂交稻。②三者的民族构成与相应的文化

特色不一样，紫鹊界地处孕育了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大梅山地区腹地，形成了典型的“巫鬼文化”，上堡与联合都居住着

大量的客家人，但上堡梯田是地处在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客家社区”。③三者的居民日常饮食与茶饮不同，紫鹊

界由于相对海拔更高、纬度位置偏北且年均气温较低，居民的日常饮食注重防寒驱湿，形成了全国少有的“酸—辣”型饮食，

各种特色的粑粑成为人民日常劳作之余的重要食物；上堡的饮食既保留了典型的客家特色，又结合当地物产发展出了黄姜豆腐、

黄年米果、九层皮等地方特产；联合则兼具有以大米和小麦为原料加工制作而成的各种米食与面食系列并存的特点。总之，从

传统文化特征的视角来看，三者有着显著差异。

2.3 野外调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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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组织下，来自湖南、江西与福建的 10 多家单位的数十

位研究人员分别组成了三个工作小组，于 2015 年 1 月分赴三个案例地开展了详细的资料收集工作与入户调查。其中，重点通过

当地国土、农林、文保等部门或机构详细收集了地方史志、人口分布、梯田分布、自然地理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统计

年鉴等数据资料；通过入户调查和访谈，收集了节庆习俗、民俗谚语、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山歌、宗教仪礼等资料；通过实

地考查梯田分布区的传统村落和建筑等，收集了饮食习惯、居民聚居特征、宗族家谱等资料。

3 结果与分析

3.1 识别结果

结合前述农业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特征的识别依据、指标与方法，本文开展了三个研究案例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表 2）。其

中，紫鹊界梯田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包含了粑粑、菜系、小吃、饮品等 15 项，上堡梯田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包含了特

色食品、酿制黄米酒、连台宴等 11 项，联合梯田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包含了特色食物、自制绿茶、自酿米酒等 8项。

表 2 案例地的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结果

类别 指你 紫鹊界梯田 上堡梯田 联合梯田

典型食物

粑粑:叶子粑、渗子粑、等;菜系:三合汤、

鱼
特色食品：黄姜豆腐、黄年米

特色食物：白稞、艾稞、九糜、

九

冻、等;小吃:花生糕、米粉辣椒等 果、九层皮、魔芋膏 层稞、草根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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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饮食 典型饮品
茶饮:擂茶、绞股蓝、凉水;酒饮:黄色或黑

色糯米酒
黄米酒 自制绿茶；自酿糯米酒等

主要特征 祛寒除湿、降火发汗，特有的酸辣型口味 保留了典型的客家连台宴 米食类与面食并存、食材丰富

特有节日 祭灶神 立春 秋社;伏虎庙会

节庆习俗

特有习俗

巫傩仪式；梅山武术（耕作与渔猎演化而舞春牛；三节龙;洗秧船;洗桶
鞭牛接春;天公送春;伏虎庙

会

来）;祭祀蚩尤;张五郎;中秋送小孩 杠;连台宴 祭祀仪式

信仰崇拜 传统宗教
多神信仰;信奉蚩尤、张五郎等;形成了“巫

傩”文化特色
五斗米道（道教分支）

特有信仰 “巫鬼”崇拜 “乩坛”神;告圣

根据表 2，本文各个研究案例的文化景观的特征主要有：①紫鹊界梯田蕴含的文化因子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很多独特的生

活习俗与信仰崇拜等都较好地传承至今，形成了特有的酸辣型风味的饮食；②上堡梯田较好地传承了客家民俗文化特色，形成

了自身特有的传统食物和“乩坛”、“告圣”等信仰；③联合梯田的特有民俗反映了当地先民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条件、祈求

实现丰收等良好愿望。

3.2 主体基因特征

主体基因是一个文化景观最显著的特征，是该文化景观得以与其他同类型文化景观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本文的研究案例

为中国南方典型的传统稻作梯田遗产，但是它们蕴含的传统农业文化景观却具有各自的特征：

①紫鹊界梯田形成了典型的“巫傩文化”特色与酸辣型饮食，这成为紫鹊界梯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

②上堡梯田与联合梯田在地理区位、气候特征与生活方式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且同为客家文化分布区，在传统习俗、节庆、

礼仪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由于两者长期存在着生产过程的差异，使得它们蕴育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联合梯田在早期的垦殖过程中曾长期面临着突出的人地矛盾。其中，虎患成为这种矛盾的突出代表。先民平息虎患的过程

逐渐演化为“伏虎庙会”这一独特民俗的文化内涵。这反映了联合梯田的人们经历数代人的探索，逐渐意识到保护该地自然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

上堡梯田地处客家分布地区，但其周边分布着大量畲族、瑶族等民族，这对其民俗和饮食特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堡梯

田较好地传承了信奉道教的传统，这体现在当地特有的“乩坛”与“告圣”习俗上。“乩坛”反映了人们祈望从祖先那里获得

庇佑，从而“风调雨顺、丰产增收”。“告圣”反映了人们希望借助“神兵天将”的力量驱除“邪鬼（即影响水稻生长的病虫）”，

实现丰收。

3.3 附着基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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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基因依附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主体基因而存在，可以进一步反映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

紫鹊界梯田形成了很多特有的民俗或信仰，主要有张五郎崇拜、祭灶神与中秋“送小孩”等。张五郎崇拜是紫鹊界梯田地

区特有的民俗，人们在开山、劈田、围猎等活动开始之时都会专门敬奉。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四，紫鹊界的人们会祭祀灶神，独

特之处在于这一天人们不能炒花生和瓜子，寓意夫妻之间在来年不会“吵七（炒花生）、吵八（炒瓜子）”。中秋节的这天晚

上，紫鹊界的儿童会将偷来的冬瓜装扮成小孩的模样并送到尚未生养男孩的农户家中，通过让这个“小孩”尿床来表达希望该

农户来年得添男丁（从事梯田耕作的劳动力）的美好祝愿，这成了当地一项老少皆爱的传统民俗活动。实际上，前述民俗反映

了紫鹊界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劣，梯田耕作困难的特点，故人们需要一个“万能”的祖师来教会他们做各种农活；同时，梯田耕

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大量的男丁，因而希望各家各户都有男孩。

上堡梯田的附着基因主要有“舞春牛”。上堡“舞春牛”的特点在于“牛”的造型逼真，舞蹈动作完整地展现了梯田的耕

作过程。相应地，上堡的“起牛工”、“牛过生日”等习俗也印证了“舞春牛”这一民俗的文化内涵，反映了牛在梯田生产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

联合梯田的附着基因主要有“鞭牛接春”。尤溪立县之初，立春前，县令在县衙前举行“鞭牛”仪式。开始的时候，人们

用细棍、竹片等打在泥土塑成的“牛”身上，直至将泥牛打成粉末。之后，人们竞相将泥土带回家并洒在耕田或菜地中，希望

获得丰收。这是因为当地人们认为“鞭牛”后得到的“春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获得丰收的前提。“鞭牛”反映了联合梯

田的人们认识到“根据时令（立春）安排播种是梯田获得丰收的前提”。

3.4 相似性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形成了特有的稻作文化。稻作梯田是我国分布非常广泛的一种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相

应地，在相同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农耕文化必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从紫鹊界、上堡与联合三者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们的文化景观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食物的处理方式与节庆习俗方面。在

食物的保存方面，都通过腌制和腊制两种方法来实现食物的保存。节庆习俗方面都体现出了对牛与重要农耕节令的重视。如，

三地都有为耕牛过生日的民俗，这表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耕牛在稻作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前述文化基因的相似性只是相对的。这是由不同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在自然环境、生产过程、民族构成等方面的显著

差异决定的。紫鹊界、上堡与联合三者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构成，因而在食物处理的具体方法、过程，节庆习俗的

呈现方式等方面又存着一定的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传统稻作梯田是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所孕育的传统文化浓缩

了历代先民适应恶劣环境、探索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智慧。因此，深入解读传统稻作梯田景观的内涵，对于充分挖

掘这一生产方式的文化、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价值，深入了解其蕴含的传统生态环境保护哲理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引入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分析领域，探索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

别，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系统地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二是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的识

别指标；三是开展了典型案例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可以识别相同生产

方式下的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景观蕴含的独特传统文化特征，这可以为全球化等潮流冲击和影响下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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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传统文化景观特征探索，有很多颇具价值的问题值得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探究：①鉴传统

聚落景观基因理论构建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特征分析框架；②结合 GIS 等技术手段，借鉴文化基因组计算理论，

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特征的定量计算模型和方法；③结合地学信息图谱方法，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

的生态服务价值定量估算方法。总之，前述问题的部分解决，都将有效促进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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