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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成为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最为亲近的自然要素，亦成为人们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的直接作用对象。
因此，伴随着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生产发展、人类文化繁衍以及审美认识的觉醒，逐渐形成了农业景
观。
成都平原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耕作区，依托都江堰水利工程——现今世界唯一留存、拥有2300多年历
史且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农耕文明
。
水网、河渠密布，交织于农田之间，农舍“随田散居”，从而形成了成都平原特有的以“林盘”聚落
、网络状水系为核心的大地景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这种结合自然和顺应人意的形式是大地上直观、淳朴、价值极高的景观结构与艺术体现，其中凝结了
数千年来先辈-9自然环境的交互过程，包罗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核心与模式，蕴涵了属于成都平原的精
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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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都市建设委员会曾经对成都平原的林盘聚落做了一个保护性的规划，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很
好地贯彻下去；况且，林盘聚落仅仅是农业景观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单纯地保护林盘而不对现有
的水系、道路格局、农田格局、生态格局等进行梳理，现有的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景观也未必能够很
好地保护下来。
关于农业景观中的人文因素，国内外的研究中仍然较为缺失。
须知，农民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本来就是一种地域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附着于建筑之上，同时蕴藏在生活模式、生产方式及其赖以衍存的环境之中。
千百年来，独特的生活、生产模式产生了独特的建筑空间，并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最终形成
了建筑与景观的地域特征。
因此，笔者认为脱离了文化环境单纯地研究农业景观的自然要素也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很难理解农业
景观，只能流于表象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景观的特征。
　　成都市现在提出“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口号，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让田
园的自然之美能够被城市居民分享，但是对田园城市的形态、农业景观的研究实际上仍然在探索之中
。
另外一方面，在当前成都市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如何达到土地的精细规划与土地的有效利用，以及农
业景观的保护和发展、确定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尚需进行深入研究。
在这方面，虽然欧洲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农业景观时将土地整理也纳入其中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农业景观在法律法规、保护意识、自主创新等方面都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如
何适应中国的国情、地方的情况尚需研究。
　　对于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可以简略地概括成以下几点。
　　（1）对于农业景观的研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景观生态学、旅游学、地理学等方面进行了一
些研究，但是尚未对农业景观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他们都是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知
识从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将其中的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有些研究深度很深
，但是缺乏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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