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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种植方式及其耕种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与人类社会

文明和环境的高度协调与发展&当地偏远而寂静的条件也为水稻梯田的保留提供了天然条件&菲

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种植方式的发展印证了人与自然环境间征服与包容的终极规律&文章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为线索"简述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概况*发展及

保护措施"探讨水稻梯田种植方法如何在漫长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变迁过程中得以保存"并与当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谐互助*共赢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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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种植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着传统的水稻耕种技术'耕种技术和梯田体现了人

类文明和自然环境间的高度和谐'偏远复杂的地势未能削弱现代农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方式和当地文化传统

的影响'而是互惠互利'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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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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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以来'伊富高山上的稻田一直是依山坡地形种植的%种植知识代代相传'神圣的传统文化与社会

使这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征服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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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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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生动形象地见证了一个群落内水稻生产的可持续性和主要的公

共系统%依靠着从山顶森林中收集的水资源和创造出来的石头梯田及水池'现存的这一系统已经被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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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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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是对这段历史和成千上万劳动力的纪念'一代又一代小规模耕种

者作为一个共同体一起耕作'创造出了一个能够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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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在土地使用方面与众不同'它促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互动'形

成了极具美感的梯田景观'但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变化中又极易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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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概况

梯田位于在菲律宾群岛吕宋岛北部'科迪勒拉山脉的偏远地区'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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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群体依山就势'

是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梯田群落'包括有缓冲作用的私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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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村庄和宗教祭坛等基本元素%

梯田在亚洲并不少见'但和其他地方的梯田相比'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主要的不同在于其较高的海拔和陡峭

的斜坡%高海拔的稻田要保持潮湿'必须依靠人造的水收集系统%按照传统的方法集中管理'可保证充足的

供水以满足梯田灌溉的需要%为了保留稻田内种植水稻所需的水'甚至在一些微丘陵地带也必须用石头或

泥墙壁来建成梯田%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是前殖民时期由石材建成的唯一一种建筑形式'对施工精准度要求较高%地下管

道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大坝(水闸(渠道和竹管组成'其目的是为了把用水排至谷底%当年的梯田建造者

在结构工程和水利工程方面已经拥有丰富的知识%这些涉及到梯田维护的知识和实践工作'并没有书面记

录'仅靠口头传授代代相传%它不仅是一个现存的(进化的(与众不同的文化景观'也体现了工程建设(社会

文化(经济(宗教以及政治环境等诸方面的交汇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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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沿革

从考古学证据中可以看出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已经有
+,,,

多年的历史'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菲

律宾的前殖民地时期%当地人一直保留着传统种植技法和形式'且沿用至今%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

致力于生产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起初'芋艿是第一种出现的农作物'之后被水稻取代%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被证实是唯一一个不受菲律宾殖民文化影响的古迹%由于地势险要'科迪勒拉山

脉部落成为少数几个成功抵制外来势力且保存其正宗部落文化的菲律宾部落%对基督教的信仰从
+,

世纪

C,

年代开始影响着部落的日常工作和仪式'这在平衡自然和人以及梯田维护工作中十分重要%至今部落的

日常工作的与基督教共存%

然而'梯田景观是极易受到破坏的'存在于水稻梯田中长达
+,,,

多年的社会平衡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来

自技术进步和进化发展的威胁%移民从农村迁往城镇'致使维护大面积梯田的劳动力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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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措施

当近些年气候变化不断冲击着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的时候'一些大地震也改变了水源的位置并

造成了梯田大坝的位移和水资源分配系统的重新排布%这些因素构成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只能通过坚持实

施持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实现遗产的存续%根据总统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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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被

列为菲律宾国家文物'由共和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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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养护%伊富高梯田委员会成立于
#??-

年
+

月'用以

保护梯田'由总统委员会授权%目前'水稻梯田是由伊富高省政府和国家文化和艺术委员会共同管理%成立

之初'制定了
.

年的总体规划'之后延长至
#,

年%水稻梯田的总体规划'全面涵盖了包括管理(保护和社会

经济等方面%

+,,#

年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菲律宾国家及省级政府和有关机构一直致力

于系统地解决一系列威胁和担忧'目标是将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从濒危遗产名单中移除%政府制定若干行

动计划'通过档案系统建立(持续修复遗产区域等方式'致力于实现景观恢复和保护'改善文化衰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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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分析

%"!

!

环境价值!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生态保护%和谐共存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地处海拔高位'利用当地石材(泥土依陡坡而建%当地百姓结合梯田池塘和

山顶森林水源建造了复杂的灌溉系统'通过月亮周期(分区规划(土壤保护(地上灌溉(地下排水等方法建立

了当地独有的耕种系统'并且利用各种当地草药加工制作形成害虫防治方案%耕种系统的建立(维护及管理

均运用当地天然条件及自然资源'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能'同时最大化降低了对地表植被及生态圈的

破坏'保护了当地农业生态系统内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同时展示了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多山地域农业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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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价值!生产方式持续发展%生活传统传承包容

伊富高群落生产方式历经
+,,,

年的产生与发展'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及梯田维护体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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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的传承与衍变与当地传统生活及文化相互促进(共生发展%在经历各个时代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沁入

后'伊富高群落形成相对独立(稳定的社会体系'在传统社会体系中催生(包容新观念(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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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作物种植自给自足%政策规划系统促进

因应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依赖的自然条件'当地百姓建立了完整的(系统的耕作体

系'历年来基本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及经济结构%农村迁移城镇的移民数量

日益增加'连同其他社会(环境因素'该区域的产业及经济链条正逐步被蚕食'多年稳定遗存的结构性平衡开

始瓦解%过去曾采取的独立经济措施的效用非常有限%现任政府在伊富高梯田委员会制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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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体

规划基础上制定了长期可行的系统性经济维护计划'以确保当地的经济体系足以支撑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

的持续留存及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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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传统农耕文明传承%宗教文化并行发展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的地域文化传承依附于农耕生产的发展和以辐射状村落布局为空间载体的传统宗

教仪式文明%宗教(村落(农耕的有机集合'使得地方文化具备依存和发展的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强化了地

方百姓对所属文化的内在认同感'使之得以实现代际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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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文化传承%延续地域文明与宗教文化

伊富高群落的传统农耕文明和宗教文化是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区域的文化根源%以传统农耕仪式为载

体的地域文明并未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以及根植民心的文化底

蕴%文化'是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这一农业遗产的起点及支点'也是这一遗产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保持历

史的(传统的仪式和风貌并持续进化及发展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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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利用地势%实现资源共享

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区域的空间形态主要分为农业生态区域及社会群落区域%无论是高度融合自然

条件的梯田体系'还是基于传统宗教文化'以仪式场所为核心呈辐射状分布的村落社区空间体系'都充分体

现了)共享*这一核心要素%资源和空间的共享一方面体现了土地(水源(设施(服务等资源的集约'更重要的

是')共享*为以可持续为目的的空间规划体系创造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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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素!因地就势%保护农业生态系统

生态平衡的重要性通过部落仪式(圣歌和符号等元素得以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借助完善的

传统管理系统'确保梯田及周边自然原始景观得以系统性保留%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本身即是一个实现内部

微循环的生态系统%因地制宜的结构性管理系统'是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经历千年仍葆有活力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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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效能!因势利导%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能

在丘陵(多山地区'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它必须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实现合理的分配'才能够使

该地区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弹性%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及村落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山地丘陵的地形地

貌'并充分利用了地势条件'实现了土地功能的混合使用'成就了部落及其农业系统的持续进化(发展'最终

成为世界农业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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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模型!合作共存%发展私有化基础上的共赢模式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以财产私有制及家庭合作制为基础'共同维护梯田的整体管理系统'通过部落宗教

仪式及权力体系'平衡社区各生产单元之间的相对公平与平衡%在保证基本生产单元的利益基础上'最大化

整体利益'最终实现部落的内制与外延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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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制!高瞻远瞩%系统化全方位制定发展规划

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既面临着消亡的威胁'也需面对发展的挑战%针对水稻梯田保护与发展制定的第

一个
.

年的总体规划!而后至
#,

年期限"'为水稻梯田的留存(维护(管理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面(细

致的保护和开发'需要结构化的策略系统和措施体系%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的相关管理机构无疑正日益建

立并完善政策体系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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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体系!功能至上%建立地域特色建筑风貌系统

科德勒拉山水稻梯田的村落建筑以实现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功能为目标'结合当地千年来形成的独

特文化及宗教习俗'形成自成一体的建筑风貌系统%建筑外观(内部空间布置及设施设备陈列都是当地建筑

因应自然条件(科技发展以及生产生活需求产生的'是具有生命的地方建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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