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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早的文化，它持续时间最久，内容也最丰富。
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
来的精华浓缩，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和中华文明的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创造的多样性农业生产和丰富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数
千年生产生活的结晶，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浸透着历代先贤的血汗，凝聚着我们民族的伟大智慧
，它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教训和成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律的
认识和把握。
传承和利用好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和谐理念，不仅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
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弘扬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保
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耕生产活动是中
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几千年农耕文化产生和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
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哲理、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在现代
的今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值得当代人传承和发扬。
农耕文化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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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耕生产活动是中
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几千年农耕文化产生和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
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哲理、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在现代
的今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值得当代人传承和发扬。
农耕文化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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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综合篇传承农耕文明改善生态环境论华夏农耕文化发展过程及其重农思想的演替我国的农
业问题：现状与前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挖掘传统农业的价值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力弘
扬农耕文化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应当重视先周农业历史研究承恩先
祖惠泽后世弘扬农耕文化的现代意义周人“劝课农桑”的历史影响及其传承意义传承农耕文明保持生
产生态生活的和谐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二）专业篇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内在结构中国古代的有机农
业中外植物交流史初论《齐民要术》中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古农耕文化研究弘扬农耕文化发展现代农
业农耕文化传承创新的初步探索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农耕文化与阴阳生克简论周祖农耕文化思想三杨
庄村落遗址折射出的汉代农耕文化我国热区耕作性生态农业工程浅析传统农业中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值
得继承和发扬建设现代农业问题分析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农史研究任重道远稻田养鱼：一种传统农耕文
化发展的现实意义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浅说蚕文化在农耕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由传统农业走向现
代农业和精细化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科学弘扬农耕文化论家族文化与农耕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
影响浅谈乡村旅游中农耕文化的利用《沈氏农书》中的桑树施肥技术研究从农耕文化到创意农业农耕
文化的经济解读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农耕文化与有机农业的复兴（三）地方篇鱼文化在广西的积淀从
改变习惯人手培育农民生态文明意识论观光农业中的农耕文化展示功能浅谈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有
机融合绿色食品生产与可持续农业北京地区历史上稻作的演变及其诗歌饮食文化科技对水稻生产的贡
献作物“四类一体”配方施肥技术独龙江农耕文明与生态和谐农耕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屯垦六十年发展
胜千载关于鞍山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农耕文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与启示西藏农耕文明起源的新发现
弘扬农耕文化发展现代农业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与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透过《诗经》看农耕文化的
内涵耕作制度改革探索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庆阳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乾隆三十一年《新安
县志》所载“农神四祭编后记董志塬上好风光——2009’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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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脆弱性农耕文化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大，作物生长过程需要抗拒许多自然灾害，如旱灾
、水灾、雪灾、虫灾、雹灾等等，系列的灾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往往导致农耕文明灭亡。
现代保险业最不愿意涉足的行业中，农业居首。
此外，定居的农耕民族居住地变化不大，和平生活往往难以抵御游牧文明的流动骚扰和侵袭。
世界历史上很多农耕文化最后以衰败告终，重要原因往往是外族入侵。
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也是因为日耳曼人人侵的结果。
　　（七）空间有限性耕地是农耕民族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意味着没有收成。
但是相对于游牧民族，农耕依赖于自然物生长的同时，更加依靠的是劳动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而畜牧民族主要依靠自然再生产。
然而，一个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畜牧民族则需要占有较多的土地，放牧牛羊所需要的土
地比农耕民族要大很多。
农耕民族对土地的占有欲望没有游牧民族大，这也许是历史上我们不是外向侵略的民族的原因之一。
上述稳定性与脆弱性，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稳定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特点，即内部
性；脆弱性则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而言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也。
　　就中国而言，中国有山地、有平原、有沙漠，国土跨三个气候带，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
不同的农耕文明。
中国众多的农耕民族，有的创立了曾经在世界上领先一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科技；有的直到新中国成立
还仍然处在刀耕火种阶段；有的在世界上最早驯化了栽培稻；有的在世界上最早驯化了粟；中国各个
农耕民族都有自己的农耕文明。
同为汉族，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岭南地区、台
湾与海南农业区中的汉族，农耕文明又有区别。
这给中国的农耕文明带来了民族性和多样性。
　　农耕文化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却是十分的脆弱，即历史上难以抵挡来自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北
方民族多次发动南侵，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代、明末，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造成强大的冲击
，元朝和清朝都是由非农耕民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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