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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作为古代文明(遗产文化(农耕技术留存(发

展(繁衍的杰出代表'具有历史性(代表性(特殊性(价值性(

可持续性以及操作性等共同特征%对特征进行解读并将特

征要素进行利用(重构(衍生(提升'以文化的支点'超越农

业遗产的物质属性'将要素注入新农业的构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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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与传承脉络

农业遗产是人类农耕文化(农业文明从出现伊始发展

至今的轨迹和见证%在现代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及未

来'农业遗产的生产功能逐渐退化'而其承载人类发展历史

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传统文化所创造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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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与普世价值

遗产之留存至今首先在其生产(生活的现实意义'它们

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模式的杰出代表'具有时间和空间

的普适性%现代技术融合传统要素(创建未来农业发展新

模式'是实现遗产农业向未来农业价值转化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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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与个体识别

结合在地生态系统及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融合各地传

统文化造就了各遗产农业系统的差异性与识别性%)地方性*是新遗产(新文化再造中应强化并具象化的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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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性与文化建构

农业遗产的留存价值最初体现在其生产功能给在地居民带来的经济价值上%当今挑战在于'从古代遗

产中提取成功经验及因子'用于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缓和'构建人类新农业文化'为后代利用复合技术发展

未来新农业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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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与系统再生

文化价值是农业遗产的核心价值要素'也是遗产的保存(利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农业遗产的可持

续建立在公众认知(社会认同(环境友好(经济可行的基础上%农业遗产及新农业系统的构建与再生'从农业

范畴的限制中抽离'从更高(更广(更深的系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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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与管理机制

对农业遗产进行适当的管理对于保持其生命力尤其重要'在新时期适当注入新文化特质及社会属性有

助于焕发遗产的活力'激活潜藏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构建专业化(系统化的管理机制'有助于形成农业遗产

保护(发展(再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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