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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耕文化在景观中的表达

王辉，李俊卿，王鹏飞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农耕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介绍了

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和主要特点，分析了景观中农耕文化表达的主要方式，并以淮阳五谷台景

观设计为例，提出应当在农耕景观设计中，深入分析农耕文化内涵并力图保存农耕文化的基因，

通过“物”、“事”、“意”三者的综合表达来展现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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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in the landscape

WANG Hui，LI Jun—qing，WANG Peng—fei

(College of Forestry，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nan 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Farming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of culture．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not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and analyzed the main way of landscape expression of farming culture．

Then the Huaiyang Wugu platform landscape design was cited as an example to show that in the agri—

cultural landscape design we should analyze in——depth the farming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retain

fanning culture gene and express the farming cultur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ways of”entity”，”

thing”．”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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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如此，

以传统耕作方式为载体的农耕文明中所蕴含着的

文化基因仍需要我们继承和传承。艺术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农业生产状况下的自然属于第二类

自然，我们营造的景观则属于第三自然一美学自

然[1]。农耕景观作为对第二自然的重现和映射，

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反映特

定社会的人类文化旧J。如何在景观设计中展示、

保存并传承传统农耕文化，需要我们的探讨和思

考，本文将以淮阳五谷台为例进行探讨。

1农耕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1．1农耕文化的内涵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非常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其中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

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

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

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

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主体包括国家管

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

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广泛的文化

集成。

中国持续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创造了持久

繁荣、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辉煌灿烂的中

华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

为天”，由此可见农业生产自古就是治国安民的基

石，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士农工商”的排序也

足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农耕的重视；先秦时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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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

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问里人们击打

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1；古代皇帝祭祀先

农、躬耕藉田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礼制内容，历代帝

王都提倡“耕战”，并以“帝亲耕，后亲蚕”的仪式

鼓励天下臣民重视农业生产，足见农耕的重要H1；

自古以来，“渔樵耕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

词之一，是千百年中华民族对农耕生产生活的实

践总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

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也体现了“耕读传

家”思想对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晋陶

潜的《桃花源诗》中“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也

描写了隐士心目中田园农耕生活的美好。

1．2农耕文化的特点

农耕文化具有地域性。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

出来的文化自然也不尽相同。各地的地形地貌和

气候环境千变万化，差异很大。中国很早就懂得

“因地、因时、因物”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

创造出多样的农业生产模式。从南方到北方，从

沿海平原到山地高原，农业的地域类型十分丰富

多样，与之对应的农耕文化类型也不尽相同”J。

传承性：农耕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性遗

产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时也是历史的范畴，

是在岁月不断流淌中积淀下来的精髓。至今我们

依然可以在乡村的某些习俗中发现原始农耕文化

的踪影。比如，祈年求雨习俗、祭山拜地习俗、开

犁开廉习俗、丰收庆典习俗等。

延展性：不同时期的农耕文化有不同的内涵，

传统的农耕文化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

淀。文化也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发展，应当不断赋

予其新的内涵。新时期的农耕文化应该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不断延展，拓展新的视野和范畴。

2农耕文化在景观中的表达方式

文化表达首先要对需要表达的文化进行挖掘

和提炼，确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主题。然后通过

不同的手法进行表达。文化表达的手法有很多

种，主要有象征、再现、叙述、隐喻等，归结起来就

是“物”、“事”、“意”三种表达方式∞J。

化是物质世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很多文化就包

涵在一件件的物质实体中，将农耕文化中运用的

器物直接运用或者通过加工利用，并通过造景的

手法加以处理，形成能展现其文化内涵的景观。

比如古代农耕文明就体现在一块方田，阡陌交通，

一把犁头，几头耕牛和五谷之中。绿油油的麦苗，

金灿灿的稻穗，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一座柴门、一

排篱笆，几间草屋也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

2．2“事”的表达

事主要指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演变流传下来的

地方习俗、民族风俗等事件性元素，他们与生活密

切相关，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忙时的春耕

秋种，农闲时的聚众联欢；风调雨顺时的拜天谢

地，灾祸连连时的祈福等。事既可以在现实生活

中通过场景再现表达，也可以通过情景雕塑、景观

小品等对事件描述并加以展示。

2．3“意”的表达

意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难以给予的具体物

质化展示，主要通过“物”和“事”的表达，综合体

现其中的景观意境。古人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之句，展现出一种悲凉

的情境；又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也都是通过对物

的描述展现其中所蕴含的深远意境。

3五谷台景区的文化表达

3．1五谷台景区概况

五谷台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东北5 km

处，为淮阳县七台八景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

祖炎帝神农氏“教民艺五谷”的圣地。神农尝百

草、艺五谷，日遇七十毒，开创了中国远古农业时

代和远古医药业的先河。五谷台高丈余，广十亩，

上筑庙宇，正殿供奉炎帝神农氏像，是淮阳仅次于

太吴伏羲陵庙的第二大庙宇，也是淮阳的重要历

史景观。附近有神农井，为神农教民汲水浇灌五

谷而掘。二月庙会规模盛大，是当地重要的民俗

节日。

2．1“物”的表达 3．2五谷台整体布局

物通常指实体性的景观元素，如建筑、植被、

材料、器具、石刻、题记等。物质是文化的载体，文

整个景区以五谷台为基点，坐北朝南，按照中

轴对称的布局方式，形成“一轴五区”的总体布局，



42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年

图1五谷台景区平面

Fig．1 The plan of wugu platform scenic spot

图2五谷台功能分区图

Fig．2 The Functional zoning map of wugu platform

表1五谷园农耕文化表达一览

Tab．1 A list of the expression of fanning culture of Wugu platform

营造庄严、肃穆、沉稳、厚重的景区氛围(图1)。

一轴：中轴祭祀轴。

五区：根据用地条件、功能要求和景观创意，

将景区分为人口广场区，以景区人口为起点的中

轴带上依次为祭祀区和神农百草园，中轴带东侧

为农耕体验园，西侧为五谷园(图2)。

3．3五谷台景区文化表达

通过对五谷台整体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提炼

出以神农祭祀为代表的祭祀文化，以神农艺五谷

为代表的五谷文化，以神农尝百草为代表的中医

药文化，作为整个景区农耕文化表达的主题。通

过“物”、“事”、“意”的综合表达，将以炎帝文化和

五谷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贯穿融

合于人口广场区、祭祀区、神农百草园、五谷园、农

耕体验园五个区域中，表现其文化内涵(表1)。

人口广场是整个景区的窗口，是展现整个景

区文化内涵的第一地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

们对整个空间的感受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

感悟。该区主要通过建筑、雕塑、景墙、植物等

“物”的形式来表现神农文化。

广场人口正中安放巨型神农氏雕像，作为该

区的视觉中心和整个景区中轴景观序列的起点，

同时也表达出整个景区的文化主题。雕像后为两

块规则绿地，于绿地中各植一棵参天大树，作为雕

塑的背景。在绿地两侧的广场上分别放置环形石

质景墙，景墙上雕刻神农氏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

和生平功绩，供人了解。入口两侧为民俗商业街，

展示当地农业产品、民俗文化和工艺品等。

祭祀区主要供人瞻仰祭拜神农氏，是整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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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核心部分，是景区最重要的文化礼仪空间，祭

祀区的景观确定了整个景区的文化基调。

以五谷台原址为基点，重修五谷台，台分三

层，高10 m，由黄土夯实而成，并以此为依托形成

以纪念瞻仰为主的神农祭祀区(图3)。祭祀区采

用中轴对称的形式，轴线自景区大门始，延伸至炎

帝庙，长330余米。景区大门、两座花岗岩牌坊，

古制神农井、五谷台正台、炎帝庙沿中轴线依次布

置。中轴带两侧对称放置展现炎帝功绩的石雕、

诗文碑刻；同时祭祀大道两侧种植高大松柏，以及

冬青等常绿植物，营造庄重、肃穆、神圣的气氛。

五谷台后为炎帝庙，与台前建筑相互呼应，也供人

瞻仰祭拜。于每年神农诞辰之日，五谷播种、丰收

之时举行祭祀、祭拜仪式，缅怀神农功德。

图3五谷台复原构想图

Fig．3 The recovery idea drawing of Wugu platform

百草园按照我国传统文化中“金木水火土”五

行对不同植物的理解分类，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园，

内植百余种草药。百草堂环抱于五园中，堂前为

-lJ,广场，广场前为一水池，名日药池，药池与广

场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一阴一阳，以示万物和谐。

在广场之中设神农像、制药器皿雕塑、药墙等。通

过在药墙上雕刻的神农氏尝百草等传奇故事，药

池之中栽植水生草药。

五谷园：五谷园与农耕体验园对称分布于中

轴两侧，共同展示古代农耕文化。五谷是我国传

统文化中对粮食作物的统称，主要有稻、黍、稷、

麦、菽五种。五谷是我国农耕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的“物”，同时与之相关的牲畜、农具等物也是农耕

文化的具体象征，真实的农耕劳动则是农耕文化

最直观最深刻的表现。

正因如此，秉持追思先人，感其功绩，续其文

化的思想，在五谷园展示自神农艺五谷以来的农

耕文化，主要以五谷实物种植和五谷文化综合展

馆为载体。在方田之中栽植五谷，阡陌交通，铁犁

耕牛，重现古人动土、播种、青苗、尝新、收获、入仓

的农耕景象"]。在文化综合展馆，采用品种陈列、

图文介绍、实物展示、多媒体展厅等手段，展示不

同历史时期的农耕文化，回溯农耕文化发展丰富

的历史过程。

农耕体验园：为使人们能够亲身感受农耕，于

祭祀区东侧，与农耕文化展示区对称位置设置农

耕文化体验区，通过耕种体验、露天蔬菜、果树种

植采摘，农具体验展示、现代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使游客在观赏游玩、亲身体验耕种采摘等劳作

乐趣的同时，加深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感受和认识，

也对现代农业科技文明的发展和新时期的农耕文

化有所了解。

五谷台作为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标志物之

一，集炎帝文化、五谷文化、古医药文化于一体，在

景观设计中，以有形的“物”，无形之“事”为表，内

含之“意”为里，表里合一，着力突出传统农耕

文化。

4结语

农耕文化的广博内涵使她的文化表达具有多

种视角，可发掘农耕文化不同的主题，或回顾农耕

历史，或展现田园风貌，或展示民俗民风，不一而

足，借助不同文化表达方式和景观设计语言来传

递文化信息，创造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

的农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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