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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

按语&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开启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契机'是人类进化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其发展与繁荣

集聚了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智慧%曾经鼎盛一时的传统农耕文明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正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如

何解析(传承传统农业智慧'成为启发人们探索现代和未来农业体系与环境共生的新契机%将世界农业遗产

作为原型研究对象'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础'从历史及人类智慧积淀中'寻找能够指导未来农业及相关产业

延续与发展的模型构建因子'并以此作为未来产业导入的考虑因素'为在新的机制系统中重构传统因素而建

造新的)模型*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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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灌溉历史可以追朔到公元
C,,

年左右"其命名的含义便是公平地

划分稀有资源"使之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保持灌溉需要的基本特征&以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文

化历史及永续方式为起点"简述由灌溉体系产生的社会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及古典智慧如

何引导人们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然而"古老的智慧在当地却面临着威胁与质疑&本文从社会*经

济*环境和文化四个角度阐述了阿夫拉贾灌溉体系对当地城市规划实践的意义"并从六个规划要素

浅析人类文化遗产存活和发展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灌溉体系+遗产存活+综合利用+农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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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世界遗产包含了
C

个阿夫拉贾!

H3&2

_

"灌溉体系'同时也是
!,,,

个在阿曼仍然使用的系统的典型代

表%这种灌溉系统的由来可以追朔到公元
C,,

年左右'但是从考古学的证据看'这个应用在极端干燥地区的灌

溉系统应该早在公元前
+C,,

年就已经存在%

H3&2

_

是
32&28

的复数形式'在传统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公平地划分

珍贵的稀有资源'以确保能永续性地维持这种灌溉系统的特征%在水资源方面则是利用重力'从地底或涌出的

山泉中将水导出'用来供应家庭用水以及农业灌溉所需'这种灌溉系统通常能供应数公里以上的距离%至于村

落及城镇间如何公平且有效地管理及分配水资源的机制'至今依然建立在彼此间的信赖和公共利益上'并且透

过大量的观测数据引导%同时这里建造了为数众多的望台以保护水资源系统'从列入遗产的某些部分可反映

出社区对阿夫拉贾体系的历史性依赖%其他被包含在该遗迹的建筑还有清真寺(房屋(日晷以及拍卖水的大楼%

由于受到地下水水层持续下降的威胁'阿夫拉贾灌溉系统代表一种被保护得极好的土地使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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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夫拉贾五个灌溉系统代表着阿曼大约
!,,,

个仍在运作的灌溉系统%古老的工程技术展示

了祖先在极度干旱的沙漠地区'对于有限水资源长期利用的方式'用于棕榈树和其他农产品的灌溉%这不仅

代表了社区对这一灌溉系统和历史悠久(公平有效的管理模式的依赖'也体现了以信赖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

水资源共享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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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概况

阿夫拉贾灌溉体系是阿曼除了水井以外的另外一种主要灌溉用水来源%从古代开始'这一系统就普遍

用于农业灌溉和一般的家庭用水%在过去'灌溉的时间根据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星辰决定%

根据水资源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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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阿曼阿夫拉贾灌溉系统约有
##,,,

个'

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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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仍在使用%根据对水源采集位置的不同'主要分成两种系统'分别是地下水!

W2)K8

"和干谷水

!

Q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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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利用又长又深的地下水渠!长度可达
#+XF

'宽度可达
C,F

"'连接至主水井!

+,

"

.,F

深"位置'沿途每隔
C,

"

.,F

设置竖井通道作为维修和清理工作的出入口%地下水系统占据了阿曼现有阿

夫拉贾灌溉体系总数的
-CY

'是当地长期稳定的用水来源%后者则由延伸至地下
!

"

-F

的浅层水渠和雨季

之后的河谷连接而成'其水流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浅层水面的高度'在雨季时较多'在干涸期明显减少%干

谷水系统的长度在
C,,

"

+,,,F

'宽度由不同时期的水量决定%阿夫拉贾灌溉系统
CCY

的水源来自于该类

系统%阿夫拉贾的平均水流是
?

加仑4秒'足够长期灌溉一大片农田%

阿夫拉贾的灌溉效果根据地下水的特点(土壤的孔隙度和季节变化有所不同%为配合供水需要'防止腐

蚀和淤积'水渠的倾斜角度取值需在
#

4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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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竖井出水口位置有一个黏土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

保证水渠不受破坏'防止系统坍塌%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黏土环都被覆盖着'防止人或动物坠入'同时避免

污水的侵袭%在枯水季节'政府会通过调节水库蓄水等措施改善灌溉系统内的供水量%

稀缺的水资源经由经验丰富的人找到后'即开始灌溉系统的挖掘与建设%阿夫拉贾灌溉系统的水资源

分配虽然复杂'但相对有效'起初获得水资源的是拥有者!或称贡献者"%他们富余的水资源可以通过馈赠(

租用(拍卖等形式转移给其他农户%租用(拍卖等有价转移方式为拥有水资源的人创造了经济来源'而相应

的价格则根据水量情况及灌溉作物种类有所差异%此类经济收入并非私有'而是用于对灌溉系统的修缮和

维护%水资源的使用分为几个层次'分别是洗漱用水(家庭和动物用水'最后通过一定处理用作农耕%受社

会分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对于高层次水资源使用优先权以男人为重'女人小孩其次%这种区别于平均

分配体制的分配方式既保证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公正'又确保了相对共享的农耕用水'还使灌溉系统得到了

修缮和维护以确保水流量能持续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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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沿革

阿曼的阿夫拉贾灌溉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波斯移民把灌溉暗渠系统引进该地区%古代阿曼人掌握

了挖掘深井并将深层地下水通过水渠传输到地表用于直接灌溉农田的技术%阿夫拉贾灌溉系统在当时就是

依靠原始的方法和基本的挖掘工具建造的'整体系统的完成需要多年时间%早期的居住者建造阿夫拉贾灌

溉体系的目的是拥有长期稳定的水源'以此形成有组织的社区%这些农村社区长期受干旱威胁'而发展这类

系统可以有效应对时有发生的长达三年的枯水期%随着工具和科技的发展进步'阿夫拉贾灌溉系统在农业

生产运用方面得到了改进'可利用传统的技术把地下水从主水井中抽出至地上出水口'沿山坡渠道灌溉干涸

的农田%阿曼的内陆绿洲已存在数个世纪'一直依靠此系统汇集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为了更好利用现有

资源'政府也会引进现代灌溉系统'并结合现代的方法和工具对原有系统进行维修和维护%

然而'这一留存千年的古老灌溉系统在当代却面临着威胁'如附近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农业

劳动力的减少等'再加上现代水泵和灌溉系统更易管理'使得当地人开始渐渐忽视阿夫拉贾灌溉系统的存在

和作用%

%

!

价值类型分析

%"!

!

环境价值!因地制宜%实现资源集约效能

在每年枯水期的时候'依靠传统的工程技术有效地解决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在水资源用于灌溉之前'对

其按)饮用/家用/动物/灌溉*的先后顺序'层层使用'极大提高了水的使用率'避免浪费%阿夫拉贾体系

展示了在多山地区对当地环境资源合理高效的利用%

%"#

!

社会价值!资源共享%共同维护促进发展

水资源共享是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公平性和稳定性的具体体现%它在提供农业用水

的同时也提供家庭用水'与社区生活融为一体'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紧密结合'促

使每一名社区个体都为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维护协同工作'尽职尽责%

%"$

!

经济价值!双赢模式%保障系统循环发展

作为农业遗产'阿夫拉贾的农产品本身固然是地方经济价值的体现的一个方面%其次'将用于农耕的水

资源通过拍卖的方式出租给需要的村民也是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经济来源的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拍卖所

得'维护阿夫拉贾系统'为的是让该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村民'形成一种)出租获利/改善系统/产生价值/吸

引租户*的循环经济链条%

%"%

!

文化价值!历史实践%古代智慧现代文化

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地域文化体现在对寻水人工作的信赖%经验丰富的寻水人'经过数个世纪的实践'

将这种对水源位置准确把握的方式传承下来'并不断传播'将地方智慧纳入社会的整体发展'体现了当地居

民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度%

&

!

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尊重传统文化%延续地域发展

根据自古以来的宗教文化传统'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高低'对水资源进行有先后顺序的使

用'这是阿夫拉贾地区的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不断发展的关键%这种传统的方式尽可能地保证了对该地区生

态环境不被破坏'而且这些完全不影响其高效的水资源输送%

&"#

!

生态要素!开源节流%高效利用

水是阿夫拉贾灌溉体系最重要的遗产要素'是整个区域的所依存的基础'该系统分别对深层水源和浅层

水源进行合理收集利用'在减少水资源浪费的同时提高其利用效率%阿夫拉贾系统水资源利用的方式'极大

减少人类为获取天然水资源而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对当地生态系统的保护非常关键%

&"$

!

景观风貌!发挥地域美学%强调本土价值

阿夫拉贾灌溉体系沿着山地坡道地形铺设水渠'最大化保持了原生自然地形地貌系统特征'在将具有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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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价值的自然生态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强调了阿夫拉贾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文化和地域美学为主%

&"%

!

社区模型!独立社区系统%实现自给自足

阿夫拉贾灌溉体系内赋予每个社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社区环境%这种相对稳定的

社区结构'便于单个社区对水资源供应进行有效管理'包括对紧急情况的应对'执行及时有效的维护和准确

的资金投入%

&"&

!

发展机制!与时俱进%推动整体发展

针对阿夫拉贾灌溉体系的发展'改进现有基础和引进目前先进技术并行是改善硬件条件的重要手段%

同时'在软件方面'采用现代的管理模式'应对当今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双管齐下'推动其整体发展%

&"'

!

建筑体系!因地制宜%发展科学技术体系

阿夫拉贾灌溉体系主要是依靠通入地下取水的主井并通过渠道将地下水输送到地表'再分配给农作物

灌溉和生活用水%主水井作为阿夫拉贾水资源主要来源'利用地势条件'将其出水口被设置在下游地区'不

仅减少劳动力成本和建造成本'也避免了水在输送过程中的过度蒸发和渗透'最大化减少了对水资源的消

耗'利用空间和重力梯度将水源向数千米外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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