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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中的重要类型，也是农业产业体系的新型业态。休闲农业的发展

有赖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科技支撑、农业创意、文化挖掘使休闲农业得到更

大的提升。水乡文化是江南的主流和特色文化，其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大有可为。在江南水乡，

应进一步拓展和深度挖掘水乡文化资源，以水为主题，做足水文章; 创意稻田艺术，拓展稻作文化; 开

发水生植物，夯实产业基础。水乡文化的综合拓展，必将促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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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Watery Ｒegion＇s Cultural
Ｒesources in Leisur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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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isure agri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i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a new mode in the agricultural in-
dustry system． Its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gricultural creativity，discovery of local cuture． Watery re-
gion’s culture，a special mainstream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has a bright fu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expanding and exploitation of watery
region’s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water theme park，expanding creative
rice field arts and rice － planting culture，developing aquatic plants，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Key words］watery region＇s cultural resources; leisure agriculture; rural tourism; culture expansion

中国梦要 靠 千 千 万 万 个 美 丽 乡 村 梦 和 城

市梦来编织，而美丽乡村的建设有赖于农业产

业发 展、农 民 增 收、农 村 环 境 美 化 来 实 现。休

闲 农 业 是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体 系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它是利用农 业 景 观 资 源，挖 掘 和 融 入 人 文

资源，利用或 模 拟 农 业 生 产 条 件 和 生 活 场 景，

发展观光、休闲、旅 游、体 验、教 育 的 一 种 新 型

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也是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

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业环境、增加农民收

入的新途径。在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区，游客不

仅可观赏田园风光、采摘果蔬、体验农作、了解

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领略乡土文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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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度 假、游 乐。休 闲 农 业 是 为 满 足 人 们 对

精神和 物 质 需 求 而 开 展 的、可 吸 引 游 客 前 来

观、赏、习、品、考、书、画、摄、购 的 现 代 农 业 形

态，是 旅 游 业 与 农 业 之 间 交 叉 性 的 新 兴 产

业［1］。实施与休闲农业有关的项目，建设休闲

农业基地，成为人们观光旅游、丰富农业知识、
交流农 业 经 验、体 验 农 业 生 产 劳 动 与 农 民 生

活、享用农业成 果、利 用 田 园 游 憩 健 身 的 场 所

和农业深层次开发的样板，更是当地农业产业

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一个区域休闲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当地的

农业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旅游资源等要素的数

量和丰度，更有赖于当地人文资源的积淀以及

被挖掘和开发的程度，在当今自然资源开发和

利用达到一定强度的情况下，人文资源的挖掘

和开发更显得重要。本文主要阐述水乡文化在

休闲观光农业中的综合表达、应用与拓展。

一、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和水乡

文化
“美丽中国”一词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

的第八章《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中 首 次 出

现的，这给了我 们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信 号 : 在 新

时期，生态文明 建 设、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力 度 将 进

一步加大，因 为 实 现“美 丽 中 国”的 载 体 必 然

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美丽中国和美

丽乡村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如，浙江省的美丽

乡村建设开始于湖州市安吉县，浙江省委省政

府在认真总结 安 吉、江 山 以 及 桐 庐 等 有 关 县、
市、区美丽乡村经验的基础上，在 2010 年十二

届七次全会上 提 出 : 农 村 要 建 设 美 丽 乡 村，城

镇要建设 绿 色 城 镇。根 据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指 示

要求，浙江省研究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 5 年行

动计划 ( 2011—2015 年 ) 。
“美丽中 国”的 内 涵 主 要 包 括“三 美”: 一

是自 然 之 美。从“人 定 胜 天”的 万 丈 豪 情 到

“必须树 立 尊 重 自 然、顺 应 自 然、保 护 自 然 的

生态文明理 念”，切 实 保 护 好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生态环境资源，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二是和谐之美。包括

人与 自 然、人 与 人、人 内 心 世 界 的 和 谐。旨 在

实现“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

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的愿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友

好，人 人 生 活 更 幸 福 ; 三 是 人 文 之 美。不 但 美

在山川、美在城 乡、美 在 装 饰，还 要 美 在 文 化、
美在历史、美在心灵［2］。“美丽中 国”，如 果 没

有人文的美，就如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就是徒具美丽外表，而缺乏内在的美丽。
2015 年 中 央 的 一 号 文 件 强 调，积 极 稳 妥

推进新农村建 设，加 快 改 善 人 居 环 境，提 高 农

民素质，推动“物 的 新 农 村”和“人 的 新 农 村”
建设齐头 并 进。这 里 实 际 上 提 到 了 生 态 文 明

建设的问题: “物的新农村”建设是指道路、饮

水、电力设施 和 住 房 条 件 等 人 居 环 境 的 改 善 ;

“人的新农村”建设是指建立健 全 农 村 基 本 公

共服务、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留住乡土文

化和建设 农 村 的 生 态 文 明［3］。一 号 文 件 首 次

提出“人 的 新 农 村”，凸 显 中 央 对 新 农 村 建 设

的更高要求，即 做 好 农 村 传 统 文 化、乡 土 文 化

的保护，不让农 村 变 成 荒 芜 的 农 村、留 守 的 农

村和记忆中的故园。
文化的概 念 纷 繁 复 杂，分 为 物 质 文 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既相

对独立，又彼此 相 互 依 存 和 相 互 制 约，构 成 一

个有机的 整 体。广 义 的 文 化 是 指 人 类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所 创 造 的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的总和，特指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 狭 义 的 文 化 是

指意识形态所 创 造 的 精 神 财 富，包 括 宗 教、信

仰、风 俗 习 惯、道 德 情 操、学 术 思 想、文 学 艺

术、科学技 术、各 种 制 度 等［4］。水 乡 文 化 是 人

类与水 乡 自 然 长 期 相 互 作 用 所 创 造 出 来 的。
我们用文化的三分法将水乡文化分为 : 水乡物

质文化、水乡制度文化和水乡精神文化［5］。
水乡物质文化，是水乡居民长期的水乡生

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创造方式及其表现的文

化，既包括具体的器物，也包括这些器物的生产

工艺和技术。水乡物质文化也是乡村居民集体

或个人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直接的视觉

体验特点，包括水乡田园景观、水乡建筑景观、
农耕生 活 景 观、水 乡 饮 食 文 化、水 乡 艺 术 文 化

等。如，水乡的船只是水乡物质文化的典型代

表，水乡节假日、集市、简单的农产品交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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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完成。水乡制度文化，亦称水乡社会文

化，是水乡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维

护社会稳定、社会秩序而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

及礼仪规范，它的内容丰富，具有可看、可参与

的特点。水乡制度文化中很多素材都可以成为

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包括水乡节日文化、水乡

民俗活动、水乡礼仪文化等。水乡精神文化，是

指水乡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

心理结构与情感反应模式，通常表现为水乡居

民的特定性格、价值观、生存观等，包括村落、民

居的选址，河道、码头的布局艺术，朴实的生活

习俗，水乡口头语言等。它潜存于物质文化里，

是隐性的，游客只有通过停下来、参与其中并经

过长期的体验才能领悟。

二、水乡文化的综合表达和应用
《论语·雍 也》篇 子 曰: “知 者 乐 水，仁 者

乐山 ; 知者动，仁者静 ; 知 者 乐，仁 者 寿。”在 休

闲农业 的 规 划 和 策 划 中，也 讲 究 有 山 则 唱 山

歌，遇水则吟水调歌头。水乡文化的综合表达

形成特色 鲜 明 的 水 乡 意 象。水 乡 意 象 是 由 水

乡文化素材的三个层次相互揉合，共同在人们

头脑里形成的对水乡的整体感觉和印象，是水

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头脑里所

形成的“共 同 的 心 理 图 像”，其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极为重要的无形的旅游资源，是表达和维护乡

村旅游主题的重要载体。目前，在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的临平镇建有“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

物馆”，展 示 了 我 国 江 南 悠 久 的 水 乡 文 化，陈

列内容分为“吴 越 春 秋”、“江 南 市 镇”、“水 乡

风情”三部 分。人 们 穿 越 其 间，犹 如 穿 越 千 年

时空，感受江南 水 乡 的 真 实 与 幻 想、历 史 与 现

实的纵横 交 错。湖 北 省 博 物 馆 楚 文 化 展 的 门

厅内第一 个 大 字 是 篆 体 的“水”字，说 明 水 在

湖北楚文化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最美 10 大 古 镇 中，与 水 有 关 的 古 镇

就有 4 个，分 别 为 乌 镇、周 庄、同 里、西 塘。江

南 6 大古镇 全 部 位 于 水 乡，分 别 为 周 庄 古 镇、

同里古镇、甪直 古 镇、西 塘 古 镇、乌 镇 古 镇、南

浔古镇 ( 如表 1 所示 ) ，皆与水有缘，水乡文化

与悠久的 古 镇 历 史 交 相 辉 映。这 些 水 乡 古 镇

因水而美、因水而柔、因水而富、因水而誉。比

如，安徽黄山市 黟 县 的 宏 村，粉 墙 黛 瓦 倒 映 在

水面上，“水墨宏村”形成了一幅充满诗意、淡

抹浓妆的中国山水画。

表 1 媒体评出的江南水乡十大古镇

排名 古镇 主要特色 所属区域
1 周庄 神州第一水乡 江苏苏州
2 西塘 梦里的水乡古镇 浙江嘉兴
3 同里 东方威尼斯 江苏苏州
4 乌镇 最具文化气息的水乡古镇 浙江嘉兴
5 甪直 难记的名字，难忘的古镇 江苏苏州
6 南浔 曾经最富庶的江南古镇 浙江湖州
7 木渎 吴文化的聚宝盆 江苏苏州
8 朱家角 掩映在现代都市下的古镇 上海
9 光福 香雪海的故乡 江苏苏州
10 安昌 感受绍兴民俗的最佳场所 浙江绍兴

浙江省湖州市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

邦、竹子王国。元代戴表元《湖州》诗云:“山从天

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

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文化底蕴丰厚，有水文化、
民俗文化、农耕文化、茶文化、丝绸文化等各种文

化类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湖州的水文化内容丰富，又可以衍生出河

道文化、石桥文化、湿地文化、湖泊文化、稻作文化

以及水生植物种植、水生蔬菜生产、淡水鱼类产品

的生产等等各种业态和产业类型。抓住了水文化

特色，就是抓住了休闲产业的龙头，可以打造成休

闲观光农业的特色金字招牌，如表 2 所示。

三、水乡文化资源的拓展
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中的重要类型，也

是农业产业体系的新型业态。休闲农业倡导一、
二、三产业高度融合，若再辅以科技支撑、农业创

意、文化挖掘，休闲农业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最

近 20 多年来，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休闲农业

发展已处于较高的水平，但现在一些地方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同质化”，普遍存在“千城一

面”、“千篇一律”现象。江南水乡的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业若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品质，迫切需要注

入文化元素，挖掘水乡文化资源，将物质文化与精

神文化密切结合，打造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文化的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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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南水乡主要文化类型或业态的文化特色(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文化类型或业态 文化特色和主要特点

河道文化
境内河道属太湖流域，流域面积5 820． 26km2，河流总长度9 380km，河网密度 1． 61km /km2。水网密布，河道纵
横交错。

石桥文化［6］ 登记在册的古桥就有 248 座，有 11 座列入文保单位。湖州安丰桥建于南宋乾道 3 年( 公元 1167 年) ，比广济桥
还早 4 年。

湿地文化［7］ 有 5 个湿地公园。其中，1 个省级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 、2 个国家湿地公园( 德清
下渚湖和长兴仙山湖) 、1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吴兴西山漾) 和 1 个省级湿地公园( 安吉竹溪) 。

湖泊文化 湖州市河流、湖泊面积 496km2。京杭大运河和源于天目山麓的东、西苕溪纵穿横贯湖州全境。

稻作文化
水稻一年一熟。50 年代初早稻、中稻、晚稻均有; 秋播大小麦、蚕( 豌) 豆、油菜。1956 年推广双季稻，1959 年推
广麦( 油) 稻三熟制，面积不断扩大。

桑蚕文化
湖州是我国蚕丝业和蚕丝文化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在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蚕丝织物。南浔“辑里湖丝”曾获 1815 年巴拿马国际金奖。

湖笔文化 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产于湖州善琏，百姓尊秦朝大将军蒙恬为“笔祖”。

水生植物
湿生植物: 垂柳、小叶杨、圆柏、水杉、乌桕、樱花、木芙蓉、木槿、夹竹桃、紫藤、紫穗槐等; 挺水植物: 水葱、芦苇、
藕、慈菇、荷花、芋、田字草、芦苇、荸荠等; 浮水植物: 浮萍、水葫芦、睡莲、芡实、王莲、凤眼莲、莼菜; 沉水植物: 金
鱼藻、水车前等。

水生蔬菜 水生蔬菜品种丰富，包括莲藕、茭白、慈姑、水芹、菱角、荸荠、芡实、蒲菜、莼菜、豆瓣菜、水芋和水蕹菜等。
淡水鱼养殖 是全国著名的淡水渔业基地，各类养殖水域达到 64 万亩，年产各类水产品 15 万吨，产值 20 亿元。

( 一) 以水为主题，做足水文章

江南水乡，有太湖、大运河等名湖名河，区

域内 河 流 众 多，水 资 源 充 沛。以 南 浔 为 列，区

域内水系发达，2 248条河 道 纵 横 交 错，南 浔 古

镇“一点一段”作为大运河支流 成 功 入 选 世 界

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整体荣膺世界遗产的

江南古镇和运河重镇，水上丝运曾经使南浔成

为富可敌 国 的 财 富 古 镇。这 一 切 都 是 因 水 而

富、因 水 而 灵、因 水 而 美。所 以，江 南 水 乡

“水”是 主 题，更 是 景 观 的 灵 魂。在 休 闲 农 业

景观的设 计 中，应 以“亲 水”为 核 心。在 设 计

理念上，要注重建设能与水亲密接触的“亲水

平台”，使 人 站 在 平 台 上，蹲 下 身 子 就 能 接 触

到水 ; 在水面的 廊 桥 设 计 上，尽 可 能 设 计 成 九

曲桥，让人们能 与 水 有 更 多 的 接 触 机 会 ; 沿 水

堤岸、河岸的游步道或骑行道，应以曲折、弯型

为主，可让游客在河道、湖边停留更多的时间。
人们的生产、生活，生物都离不开水，水可做文

化，也可做产业。结合水可以做好与之相关的

鱼文化、湿地文化、古桥文化、池塘莲藕等梦里

水乡休闲农业的大文章。

( 二) 创意稻田艺术，拓展稻作文化
“哈 尼 梯 田”为 人 熟 知，但 田 里 所 生 产 的

品种新近才知晓。哈尼梯田产红米，是一种深

山稻作老品种，采 用 近 乎 原 始 的 耕 种 方 式，施

农家肥，引山泉 水 灌 溉，生 产 的 原 生 态 稻 米 口

感软糯，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江南水乡的水

稻是优质农作 物，不 同 水 稻 品 种、不 同 的 种 植

方式均是 形 成 休 闲 观 光 的 素 材 和 场 景。日 本

的“稻田艺术”［8］，源于日本青森县田 舍 馆 村，

位于东 京 以 北 600km 处。每 年 夏 天，人 们 只

要登上田舍馆村政府塔楼，便可领略到一番绿

色奇观。从塔楼上望去，稻田中竟呈现出一幅

幅生动 的 人 工 塑 造 的 图 案。自 从 1993 年 开

始，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的主题———日本著名的

艺术铜版画、一 场 重 大 的 海 啸，甚 至 还 有 蒙 娜

丽莎都曾 作 为 主 题 呈 现 在 大 家 面 前［9］。近 几

年，这种“稻 田 艺 术”在 浙 江 省 江 山 市 的 江 郎

山、杭州市的余 杭 区、辽 宁 省 沈 阳 市 皆 有 展 示

且获得了 成 功。江 南 水 乡 可 以 借 鉴 日 本 的 做

法，将“稻 田 艺 术”作 为 拓 展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游的主要策划点。
近 年 来，江 南 地 区 兴 起 的 稻 田 养 鱼、虾、

蟹、鳖、鳅、鳝等创 新 生 态 养 殖 模 式，不 仅 提 高

了水田的利用 率，而 且 净 化 了 水 质、提 升 了 水

稻土的肥力，增加了收益。江南水乡开展乡村

旅游，组织游客参与捕获稻田里的各种水生动

物还会带来各种各样农事乐趣，若与休闲农业

结合，定会产生 较 大 效 益，成 为 休 闲 农 业 的 主

要增收点。
(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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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凄怆似和半 夜 梦 歌 声，悲 切 似 唱 三 叠 阳 关

令”; 第二声雁鸣，元帝又听出了“你却待寻子

卿、觅 李 陵，对 着 银 台，叫 醒 咱 家，对 影 生 情。
则俺那远乡的汉明妃虽然得命，不见你个泼毛

团也耳根清净”; 第三声雁鸣，元帝听出了“见

被你冷落了潇 湘 暮 景，更 打 动 我 边 塞 离 情，还

说甚雁 过 留 声。那 堪 更 瑶 阶 夜 永，嫌 杀 月 儿

明”; 伴随 着 孤 雁 阵 阵 哀 啼，元 帝 的 感 情 也 层

层深入，借题发 挥，层 层 传 递 了 元 帝 对 于 昭 君

无法言说、不可自拔的思念之情。作品第四折

的添加，不仅满足了元杂剧剧本创作体制的要

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挂图解闷、梦会昭君、孤雁

飞鸣等一系列抒情场景的建构，抒发了贵为君

王的汉元帝对 于 自 己 逝 去 爱 妃 的 挚 爱、思 念、
哀痛之情，在荡气回肠的情感抒发中丰满了人

物形象，成为戏曲创作史上的经典。
元杂剧对于敦煌变文的继承与发展是多方

面的。本文仅从人物塑造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比

较分析，以此说明变文对元杂剧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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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开发水生植物，夯实产业基础
江南气候 宜 人，水 生 植 物 种 类 繁 多，一 年

四季均有不同 的 开 花 植 物、观 赏 植 物，可 以 形

成美丽景 观 ; 一 些 水 生 植 物 ( 蔬 菜 类 ) 的 开 发

和繁 育，可 以 形 成 产 业。比 如，湖 州 市 南 浔 区

农富缘生 态 农 庄，2005 年 开 始 发 展 休 闲 观 光

农业，以菱产业为抓手，打造菱文化，将菱产业

做得风 生 水 起。“浅 种 稻，深 种 菱，不 深 不 浅

种莲藕。”菱 在 江 南 水 乡 分 布 较 广，产 品 主 要

在秋季采收上 市，品 种 类 型 较 多，果 实 刺 角 的

数目，有两角、四角甚至无角 ; 不同的品种耐水

深度不一，可以 分 为 浅 水 菱 和 深 水 菱，但 多 数

品种的茎可随水位的上升而生长，直至菱盘浮

在水面 ; 菱采 收 期 可 分 为 早 熟 菱 和 中 晚 熟 菱，

采摘期从 7 月 至 10 月 ; 菱 角 的 颜 色 有 绿 色 和

红色等。菱角 主 要 以 新 鲜 产 品 或 经 蒸 煮 后 上

市销售，作为风 味 食 品 或 水 果 替 代 品 ; 部 分 产

区在夏季采收 菱 盘 的 短 缩 茎，称 为 菱 梗，可 炒

食或腌制后食用，或将果实剥壳后晒干制成菱

米，风味独特。农富缘生态农庄在菱产业的发

展上，延长了产业链，一年中从食用菱盘、菱叶

开始，到食用嫩菱，再到食用老菱，最后食用风

干菱或酱菱 ( 秋冬浸泡在 水 里 的 菱 ) 。目 前 该

农庄通过前期 催 芽 保 护、提 早 播 种，后 期 延 迟

播种，种植双季菱，力争一年四季均有菱产品 ;

以菱作 为 主 打 产 品，做 好 菱 文 化 的 文 章。同

时，利用广阔的水面，打造采摘、水上游憩等项

目，充分利用了 水 乡 资 源，使 水 乡 文 化 资 源 在

休闲观光农业中得到了很好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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