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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探索了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农耕文化资源，以及如何通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促进农耕文化的发展。通过案例分析和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考和方法，旨在促进农耕

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推动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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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mining how to protect, 

inherit, and utilize agricult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through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rovides specific reflections and 

approaches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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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耕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最早、最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一，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和城市化的发展，农耕文化逐渐面临着丧失、淡化甚至消亡的

风险。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重要的农业遗产，我们需要思考如

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以促进农耕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实践的推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和方法，将农耕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重的是传承人的技艺、知识和技术，

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习俗和节庆等。这一理念为保护和传承

农耕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农耕文化资源可以得到全面、多维度地保护和传承。

通过对农耕技艺、传统农具、农事节庆等方面的研究和保护，

可以深入挖掘和传承农耕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同时，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也可以为农耕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实现

农耕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2 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与特点

2.1 农耕文化资源的定义与特点
农耕文化资源是指与农耕生产、农耕技艺、农耕传统等相

关的文化元素和实物遗迹，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

其核心概念围绕着人类在农耕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各种资源，

包括知识、技能、工具、农作物、节庆活动、传统习俗和口耳

相传的民间故事等。

2.1.1 古老性和传统性
农耕文化资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它们承载着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勤劳

智慧的历程，反映了人类对土地、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认

知和应对方式。

2.1.2 多样性和地域性
农耕文化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呈现

出丰富多样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地利用方式

等的差异，农耕文化资源呈现出地域性的特色，反映了不同社

会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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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农耕文化资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文化

发展的重要支撑。它们承载了丰富的传统知识、价值观念和社

会组织形式，对社会和个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价值观形成起

着重要作用。同时，农耕文化资源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保护、传承和研究的重要价值。

2.1.4 可持续性和发展性
农耕文化资源具有可持续性和动态发展的特点。在现代社

会背景下，农耕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创新和传承的方式与时俱进，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好并有效利用农耕文化资源，有助

于传承农耕的智慧与经验，促进农耕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传承和

发展的各种非物质性的文化实践、表达形式和传统知识。与物

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人类的精神和心灵

层面的文化现象，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惯例、

节日庆典、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口述历史等。它们是人类创

造力和智慧的结晶，是一种世代相传、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

2.2.1 口耳相传和实践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口头传统和实践活动进行传承。

这些文化知识和技艺通常通过师徒制或家族内部的传授，并在

社区或特定场合中进行实践和展示。它们常常需要在实际操作

中不断学习、体验和修行，才能掌握和发展。

2.2.2 多样性和地域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多样性和地域特色而闻名。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地理、生态、社会和文化条件。

2.2.3 社会功能和社群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形式，也是社会实

践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们通过满足个体和社群的精神需

求、传达价值观念、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对社会的稳定

和社群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2.2.4 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持续性和动态发展的特点。在社会

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创新和适应性

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变化。

3 保护农耕文化资源的意义与策略

3.1 农耕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与价值
首先，农耕文化资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人类与农业生产、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深刻联系。保护

农耕文化资源有助于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传承和弘扬人类智

慧和创造力。其次，农耕文化资源对于认识历史、研究文化演

变、探究人类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保护农耕文化资源，

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

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轨

迹和变迁。此外，农耕文化资源的保护还可以带动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和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为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农村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农耕文化资源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保护、传承和研究的重要价值。通过对农耕文化资源

的保护，我们可以传承和弘扬农耕智慧和经验，促进农耕文化

的发展和传承，为人类文化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保护

农耕文化资源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和尊重，更是对未来的关怀

和传承。

3.2 农耕文化资源保护的挑战与问题
首先，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传统农

耕文化逐渐衰退。农耕技艺的失传和农耕传统的断裂，使得农

耕文化资源面临丧失的风险。其次，农村人口的流失和年轻人

向城市迁移，缺乏年轻一代的参与和传承，对农耕文化资源的

保护造成了困难。同时，农村文化环境的变化，农民收入不稳

定和经济压力增大，也影响到农耕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此

外，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和城市扩展等问题也对农村地区的农

耕文化产生了压力。最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对新兴技

术的依赖，使得年轻一代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兴趣减少，对传统

农耕知识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农耕文化资源的保护面临着认

知转变和文化传承的难题。因此，为了保护农耕文化资源，需

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政策支持和投入、社会组织的参与、教

育和宣传的加强，以及促进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以确

保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3 保护农耕文化资源的策略与方法
为了保护农耕文化资源，可以采取多种策略和方法。首先，

需要加强社区对农耕传统、实践和知识保护重要性的意识。可

以通过教育宣传活动、研讨会和公共活动等方式，向社区传达

农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其次，建立地方社区、农业组织

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保护农耕文化资源的重要手

段。各利益相关方可以共同制定和实施保护计划、政策和法规，

以应对农业社区面临的特定需求和挑战。此外，文献记录和研

究在保护农耕文化资源中起着重要作用。开展实地调研、与农

民进行访谈以及收集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捕捉和记录传统农耕技

术、仪式和知识。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档和数字化处理，以确保

其可访问性和长期保存。此外，推广可持续和有机农业实践有

助于保护农耕文化资源。通过鼓励农民采用环境友好的方法，

例如轮作种植、农林复合和自然害虫控制，可以保护传统农业

体系，这些体系几代人依赖其为生。最后，向优先保护农耕文

化资源的农民提供经济激励和支持是重要的一步。这可以包括

补助、津贴和营销活动，以推广和赞扬采用传统农耕技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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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总之，综合运用教育、合作、文献记录、可持续实践

和经济激励等方法，可以成功保护和保存农耕文化资源，为后

代留下宝贵的遗产。

4 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模式
与路径

4.1 政策与机制的支持与保障

4.1.1 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
首先，需要对农耕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调研，包括

农耕工具、传统农耕技术、农耕节庆等。同时，要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传统农耕知识、农耕习俗和传统农耕演

艺等。

4.1.2 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创新
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将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整合，创新农耕文化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

例如，可以开展农耕文化展览、农耕技艺培训班等活动，吸引

更多人参与和了解农耕文化。

4.1.3 农耕文化资源的产业化
借助现代技术和市场机制，将农耕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

展的动力。可以开发农耕旅游项目，打造农耕文化主题村庄，

提供与农耕文化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农耕文化产业的发展。

4.1.4 教育与传承
通过教育和培训，将农耕文化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激发

他们对农耕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并将其作为一种传统技艺传承

下去。可以在学校设置相关的农耕文化教育课程，组织农耕体

验活动等。

4.2 社区参与与多元主体合作的重要性

4.2.1 传承与保护的需要
社区是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基本单位，只有社区参与，

才能真正了解和关心农耕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积极参与保护和

传承工作。同时，多元主体合作能够汇集社区内外的各方力量，

形成联动效应，共同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4.2.2 丰富多样的资源和知识
社区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能够汇集更广泛的资源和知识，

不同群体、组织和机构拥有各自独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社区

居民、学者、非营利组织、企业等可以通过合作，共享自己的

资源和知识，增加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的多样

性和深度。

4.2.3 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社区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为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融合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创新力。不同的观点和经验交融，

可以激发出创新的火花，推动农耕文化的发展，让其与当代社

会相互融合和交流。

4.2.4 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社区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能够带来更为广泛的支持和资

源，有助于农耕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居

民的参与和投入，可以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支持，同

时多元主体合作能够获取政府、企业等更多的支持和合作机会，

推动农耕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

5 总结

本文深入探讨了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

认识到农耕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方式之一，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资源不仅是维

护农业传统和农民生计的需要，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农耕文

化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多维度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概念和实践为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

基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和技术手段，可以对农

耕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加强对农耕技艺、传统农具、农

事节庆等方面的保护与传承。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也可以促进农耕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农耕文化的传承不仅

是对过去的追溯和保留，更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和探索。结

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理念，可以激发农耕文化的活

力与创造力，推动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乡村发展等领域的相

互融合与发展。

综上所述，农耕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是推动

农耕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资

源，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经验，促进农耕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将有助于传承和发扬农耕文化的瑰宝，推动农业

与文化的融合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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