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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思想理念及

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

隋 斌

摘要： 耕中华 文 是 劳动人民 千年生产生 结晶农 明 中国 几 活智慧的 ，是建 的底 根基设农业强国 色和 。

本文从 耕中 文明华农 的形 与发展成 、提升与壮大、 、成熟与繁荣 徘徊 、危 创新 复与 机 与 兴 个 时五 发展

， 耕 ，期 系统 中 文明的 脉络梳理 华农 历史 耕提 中华农 文明 含挖掘 炼 蕴 的八大思 念想理 ， 本包括农 邦为

、 、 、的重农观 的食物观 土地粮安天下 拓土肥田的 观 实创新务 、 、的科 和谐共生 生态观技观 的 激发民

力 本 、民 观 崇尚 园的 自然的田 观和崇 亲 德礼 仁的 治观。 ，本在此基础上 文提出 耕华农 文 想智中 明思 慧

对 快 设农业强国加 建 的 ：现 启 持实 示 坚 村农业农 先发展优 、 、确保 要农产品 给 保粮食和重 安全有效供

耕 、数量和质量障 地 提升农业科技 农机装和 备水平、 、动农业绿 持 发展 发 经推 色低碳可 续 激 农业 营主

力、 村 村 。本体活 建设 宜 美乡 以 荣乡 等 创新性地宜居 业和 及繁 文化 文 耕从 史 化 中华农 文 演历 文 观和 明

进发展的维度， 地系统 耕提炼中 思想华农 文明的 理念。这些思想理念能为建设农 强国提 鉴业 供现实借 ，

力 ，为建设 现 文明 供 撑中华民族 代 提 有 支 让 耕史悠久的 农 在新时历 中华 文明 代 大 。挥更发 作用

关键词： 耕农 明文 传统文化 想 念思 理 强国农业

中图分类号：G120；S-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3年 6月 2日，习近平在文化 座谈会上传承发展 指出：“ 本乎国文化关 、国运。”“如果不从

长 来 ， ，也 ，源 的历史连 性 认识 可能理解 不 能理 现 国 可能理解远流 续 中国 就不 古代中国 可 解 代中 更不

未来 。中国 ”“ 大希望 家 、 ， 努力 ，担当使 发有 同 造属于我们 个 代 文化 建设 华命 奋 为 共 创 这 时 的新 中

！民族现代文明 ”
①

耕 。文明根植中华 于农 文明 2017年 12 ，月 习近平 出提 ：“ 耕把我国农 优秀遗产 现代文文明 和 明

来， ， ， 耕合起 赋予 内 让中 优 统 生生不息 让 历 久的农 在新要素结 新的时代 涵 华 秀传 文化 我国 史悠 文明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农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编号：21&ZD333）的资助。

①
参见习近平，202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第 17期，第 4页、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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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采展 其魅 和风时代 现 。”
①2022年 12月，习 村 议近 在 农 工作会 强调平 中央 上 ：“我们要 业建设的农

强国、实 代化现的农业现 ， 一国外 般现代 业强国的 同特征既有 化农 共 ， 自己国情 色更有基于 的中国特 。”

“ ， ， 少 禀 、 耕 、谓中 特 是 我国国情 立 多 资源 赋 明的 底 人与自然和所 国 色 就 立足 足人 地 的 农 文 历史 蕴

， ， 。共 的 要求 走自 的路 不简单 现代化农谐 生 时代 己 照搬国外 业强国模式 ”
②

耕中华 明贯穿中国农 文

， 了 ，支撑 中华 族的繁 载着厚重历史 民 衍生息 承 的文化 淀积 ， 力中华 族 汲 进 量是 民 不断 取奋 、传承发

的展 ，源泉 是中国人 。定文 信 底气所在坚 化自 的 赓续 华中 耕 ， 村 、文 够为全面 进乡 振兴农 明 能 推 建设

族现代文中华民 明 丰 。 长 耕 丰养 源 的中华农 文 如何形成 不断 富提供 富滋 远流 明是 并 和发展 ？蕴含着的

？对 ？本 耕 、哪 思 理念 设 强 何启示 文 华 明的形 络 思 念 现实些深刻的 想 建 农业 国有 从中 农 文 成脉 想理 和

启示三 ， 讨个 面方 探 上 题述问 ，以期为 快建设农业 智慧加 强国提供 和启迪。

二、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耕 明中华农 文 与农业 术生产技 进步 、产关系变 相伴相 展和生 革 生 绵延发 ，是中国 几 年劳动人民 千

来生 生 慧 晶产 活智 的结 ，包含 术、中 族 农事活 形成 产华民 基于 动所 的生 技 农 、作制度 发 成 和展 就 思想

理念等。其 史演进历 可分为五 展个发 时期。

一 ： 耕第 农 文个时期 中华 明的形成与发展—— 器时期新石 至 国战 （约前 7000－前 221年）
③
。磨

了 ， 、石器的运 始 业的 生 尝 后制 用推动 原 农 诞 神农 百草 稷教民耕作、 羲伏 创开 畜牧、嫘 、祖发明养蚕

大 ，禹治 患 国先民理水 中 开始了 耕 、 ， 了火 纺 衣的定居 活 成就刀 种 织做 生 “ 、 、 裳黄帝 而天尧 舜垂衣

下治”
④

，的局面 耕农 文中华 明 此起源由 。随着 历天文 法——夏历的出现，农 物候经验事活动由 上升

。法 范到历 规 殷 至商 ， 、时 着青铜器战国 期 随 铁器冶炼 术 ，木、 、 、蚌的发明 石 骨技 应用 等 质材 的农

， 耕 。 、 耕、 、锄 、具逐渐被 汰 国 步入以铁 牛 为典型形 农业阶段 草 灌淘 中 开始 犁 态的传统 整地 中 施肥

术 力 ，耕 ，技 的广泛应 土地肥 不 提高 作 完善 部分溉等 用使 断 制度逐渐 农田 撂 ，转 为连 种由 荒 变 年 植 农

大 。 ，奴 耕 ，井业 效率 幅提 于 者的剥 掠夺 严 隶 作公田的 产 极 剧下降生产 升 由 统治 削和 日趋 重 生 积 性急

。《田 逐步瓦解 吕制 氏春秋· 》 ：分览 记载审 “ ， ， 力也。 ，公作 有所匿其 分 速今以众地者 则迟 地则

也。无所匿迟 ”
⑤
随着土 进程加地私有化 速， 小 ， 长单 的 农 济 登 史舞台 成以家庭为 位 经 开始 上历 为 达

。 ， 了两 年封建 的经 础 秋战国时期 诸 国千多 社会 济基 春 各 侯 为 “ ，辟土地 著 伪材广 税 ”
⑥
，均把发展

， 。在首位 从 强兵 的农业放 而达到富国 的目 一 ，这 时期 迸农 想 发学思 。 ，例如 子、荀子提出管 “ 本强

论”， 悝李 提出“ 力尽地 之教”， 鞅商 提出“ 战农 论”， 子韩非 出提 “耕战论”。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4-125页。

②
参见习近平，202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第6期，第6页。

③
本文依据闵宗殿（2020b）给出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来确定朝代的对应年份。

④
黄寿祺、张善文撰，2018：《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735页。

⑤
〔战国〕吕不韦编，许维遹撰，2009：《吕氏春秋集释》卷 17《审分览》，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431页。

⑥
吴毓江撰，1993：《墨子校注》卷12《公孟》，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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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期个时 ： 耕中华农 的文明 提升与 大壮 ——秦、汉、 南北魏晋 朝（前 221－581年）。 汉时期秦 ，

国家 一实 统现 ， 。 骞 ，业 全方位的 展 随着张 出 辟农 得到 发 使西域 开 ，丝绸之路 许多新的农作物 种品 得

以引进， 耕农 文明与 他文明中华 其 的 ， 力 。耧车、 车 ，鉴不断加 著 强 翻 的 表交流互 深 影响 显 增 等 发明

、 。 ， 、 、 ，具向多样 业 展 农田 工程 发 形成关中 西 江 流 灌区 特别明农 化 专 化发 水利 快速 展 北 淮 域等 是

汉 六 、 、漕 ，武帝时期兴 白渠 渠等 关中建的 辅渠 水利工程 使 。成为沃野 北地区 方 区地 大力发展抗 保旱

墒 耕 术，的旱 在地 作技 并 “畦种法”的基 了成础上形 “ 田法代 ”“ 种区 法”， 渐 农业和经逐 成为 济发

心。 汉 二 （展 西 元始 元的中 年 公 2 ），年 校 部司隶 尉 ， 、豫 兖、 、 、 、 、 、青 徐 幽 并冀 凉 8州以及朔

方刺史部 在的北方地所 区有 4687 口万人 ，而荆、扬、益 3州以 趾 史部 的南方及交 刺 所在 地区仅有 1272

，万人口 约 北方为 地区 一之的四分 （张波和樊志民，2007）。 ，小 、南 朝时 麦 种 积魏晋 北 期 水稻 植面

大 ， 一 。幅增加 物 中的重 进 步 国 直接参与农 经在作 结构 要性 提高 家 牧 营的 ，屯明显提高 制度得程度 田

大 。 孝到 规 魏 文帝推模推广 北 行的“均田制”， 大极 地 了 ，农民生产积 为之后中 封建社调动 极性 国 会

了 。 一 了一盛时期提 障 时期 现进入鼎 供 制度保 这 出 批 要重 的 ， 《氾 》《学著作 不 胜 四民月农 仅有 之书

》《 术》 ， 《 臧 》《 六 》 、 、 桑民要 合 农书 而且有 树 相 畜 等园艺 牧 蚕 等令 齐 等综 性 种 果 蚕 相 畜 领域的

农书专业性 ， 了还出现 考察南方以 《 州 》《 州 》 ，及 物产资源的 物志 凉 异 志 等书异域 南 异 物 籍 这些农

大 丰 了 。书极 地 富 思传统农学 想

三 ： 耕第 个 期 农 的成熟时 中华 文明 与繁荣——隋、 、 、 、 （唐 宋 元五代 581－1368年）。隋唐时

， 、 ， 办 、 、期 经 荣 会稳定 政府 水 奖 荒济繁 社 兴 利 励垦 广设 。 ， 耕粮 唐朝中期 人 达到仓 均 地面积 27

唐亩（ 思明曹幸穗和王 ，2020）， 力大生产 幅提升农业 。 八年天宝 （749），“ 米 九 六凡天下 色 都 千诸

六 二 二 二十石百 万 千 百 ”
①
。 ， 大大 ，充裕的 发 的交 网 得 品的商品 度农产品和 达 通 络 使 农产 化程 提高

， 来 。 、 、 ， 、中外贸 文化 频 呈现出万邦 的 盛 五代 宋 元 期 北方地区 经易和 交流 繁 朝 强 景象 时 战事频发

济发展趋缓， 耕 术方地 田 作技 趋于加之南 区水 成熟，南方逐渐 为成 农业生产 心中 ，人口首次超过北方，

现呈 “苏 ，熟 天 足湖 下 ” 。 ，况 物结构发 著 水稻跃 食作 量 位的盛 农作 生显 变化 居粮 物产 首 ； 类也麦 在

南方 到 广得 推 ， 复古如戴 《刈麦行》中“我闻淮南麦最多”
②
， 瓘陈 《 合浦还清自 湘寄虚中弟》中“湘

见麦为春山今 ”
③
， 。足 证 随着以佐 中 交流的外 深入， 类 大 ， 、 、作物被 量 城 黄粒各 农 引进 如占 稻 稻

、西瓜 卜 。萝胡 等 农 ，《 祯业生产工 设 相当完 农书具和 施已 备 王 · 》图 记载的农具 有农器 谱 就 260余

种
④
， 力 力 。风 被广泛 用于农业生 品加工 粮 高水 和 应 产和农产 食产量的提 也推动了 ，尤济作物发展经

茶 ，茶 来 。 一 ， 一大 ，发展最为 速 税成 政收入的 时 涌现 批 著 别以 叶 迅 为国家财 重要 源 这 期 出 农学 作 特

， 茶 、 、 、螃 《茶 》《耒耜 》《 》《 》 。 《是专业 录 绍 叶 农 稻 蟹 经 谱 蟹谱 等 仅性谱 如介 具 水 的 经 禾 宋

①
〔唐〕杜佑撰，2016：《通典》卷 12《食货十二》，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第295页。

②
〔宋〕戴复古著，2012：《戴复古诗集》卷1《近古体》，金芝山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27页。

③
黄仁生、罗建伦校点，2013：《唐宋人寓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第1176页。

④
郑天挺、谭其骧，2010：《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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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文艺 志》 了就记载 农中 书 107部、423卷①
。契丹、女真、党项、 汉古等游牧 频繁蒙 民族与 民族 交

， 了 ， 了 ， 了 耕 。 耕加速 农业化 促进 民族 合 共同 农 文明的 明 高度 荣往 进程 融 推动 中华 发展 农 文 的 繁 有

力 了 心。撑 文明成为 文 中支 中华 世界 明的

第四 ： 耕期 中 文 的徘徊个时 华农 明 与危机—— 、 、明 民清 国 期时 （1368－1949年）。明清 期时 ，

一，国家空前统 社会 体总 ， 长安定 人口增 迅猛， 统农传 业 到高峰达 后出现 滞停 状态。 矛 尖人 盾愈加地

、 害频锐 自然灾 、发 赋税繁重 术 ，及 革新 慢以 技 缓 阻碍了农 产业生 发展和 生人民 活 平的提水 高。 解为

决 不口粮 足问题， 耆黄 、 苋马齿 数 种等 百 被用作救植物 荒食物（闵宗殿，2020a），《 本救荒 草》《野

菜 》 类等减灾救谱 荒 农书也 。出现相继 、 米、玉 马铃薯等 粮食作物番薯 高产 ， 了引进 改 植的 善 农业种

，结构 加之 、 、碱 合理 肥改造盐 地 施 推广多 度熟制 等措施的采取， 了有 加 粮食效增 供给。但人 食均粮

有量占 总体仍 势下 趋呈 降 （ 心 村院发展研 中 农 经济研 组国务 究 究部课题 ，2012）。 隋、 、 、与 唐 宋 元

时期相比，明清 在时期 生产 术、技 农 、度 发展水作制 平和 ，思想 面没有明观念等方 显突破 之 关锁加 闭

，对 少， 锢外 减 禁国 交流 思想 越 ， 耕发严 华 明的发重 中 农 文 展 体上总 徘处于 徊不前的状态。 片 争鸦 战

后， 一国从 个以 给自足的自 基础的封中 自 然经济为 建社会， 沦为逐渐 民地半封建半殖 社会。为救亡图

，存 一些仁人志士在“ 东学 渐西 ” ， 术，的影 西 先进 业响下 引进 方 农 技 建创 ，学堂和试 场农业 验农 开

办 ， 办 ，会 创 农 介农 报 译 外国 ， 。 、 ，学 作 试图改良 统 业 于战乱频 社会动荡 国农 著 传 农 但由 繁 家积贫

， 大， 耕 大 。弱的局面 业发 平与西方的 逐渐拉 中 农 文明 折积 异常严峻 农 展水 差距 华 遭受重 挫

第五个时期： 耕农 明的 新 兴中华 文 创 与复 ——1949年 华人民共中 和国 来成立以 。在中国 党的共产

，领 下 伴坚强 导 大 ， 耕随着中 民 伟 进程的推 中华农 文明华 族 复兴 进 迈入传承创新 。发展的新阶段 中新

国 初期成立 ，恢复与 农业生产发展 ， 义成农业 造完 社会主 改 。改革开放后， 家 联产 包 制实行 庭 承 责任 ，

村 力， 了与发展农 生 结 延续解放 社会 产 终 2600多 ，大大的农 减年 业税 轻了农民负担，长 扰期 中困 国

。 十八大 来，人 饱问题得 解决 党的 以 解决好的温 到 党中央把 “三农” 党工 重中之重问题作为全 作的 ，

村 ， 村 。坚 业农 优先 展 全面 兴持农 发 推进乡 振 村实施农 土地“三权” 改分置 革， 村有效 发 农激 农业 生

力要素活产 。实施“ 粮藏 于地”“藏粮于技” 略战 ， 力农 合 产能 显著提业综 生 升。2021年， 国全 农机

力总动 达到 10.78 ， 耕千瓦 农作物 机械化率亿 种收综合 超过 72%②
， 量达粮食产 到 6828.5 克千 ，人均

粮食 量达到占有 483千克，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千克粮食安全线， 了 本到 物基 给做 谷 自 、 对绝口粮 安

。 丰 ， ， 、 、 菜茶品种更加 样 糖胶稳 展 肉 水 品 果 供给充全 富多 棉油 定发 蛋奶 产 裕
③
。脱 攻贫 坚 取得战

， 村 ， ， 了 类 ，全面 利 农 贫困人 贫 区域性 到解 造 人 减贫史 奇迹 亿万胜 口全部脱 整体贫困得 决 创 上的 农

一 小 。民同全 迈入全面国人民 道 康 耕 力，文 展现 新 机 为建设中 族中华农 明 出 的生 和活 华民 现代文明奠

①
〔元〕脱脱等撰，2013：《宋史》卷205《艺文四》，北京：中华书局，第 5207页。

②
资料来源：《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jhs.moa.gov.cn/nyjxhqk/202208/t20220817_6407161.ht

m?eqid=e9ff797100050ba20000000664390ab5。
③
资料来源：《答好新时代乡村振兴考题——“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农业农村历史性成就》，https://sz

b.farmer.com.cn/2022/20220628/20220628_001/20220628_001_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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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实基定 坚 础

三、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重要思想理念

大 ，国 农业 国中 是 也 。是农 古业 国 五千多年来，泱泱华夏孕 出育 了 耕 ，灿烂辉煌的农 文明 凝聚着

中华 大 ， 对 、智慧 着中华民族 自然 人与 会之间民族的伟 体现 人与 社 关系和 ，律的认识 有规 和把握 具 旺

盛和 久持 力命的生 。在 本农固重 、粮食保障、土 用地利 、农业 术技 、 态保生 护、 力发激 民 、人居环境、

村乡 理 方治 等 面， 耕 了丰华农 文明 成 富中 形 的传统智慧和 特独 的价值理念， 入挖 传承弘扬值得深 掘并 。

（一）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农为邦本的重农观

“ 本务农重 ， 大国之 纲。”
①

来中 自古以国 就把农业作为治国理政 本的根 ，始 重视 业终 农 发展。历

、代的政治 想朝历 家 思 家都认为农业是 ，国家 的 础 是经济 基 民族 。生 发 的存 展 命脉 古语曰：“五 之亩

， 桑， 十 帛宅 树之以 衣五 者可以 矣。 豚 彘 ， ，七十 矣鸡 狗 之 者可 肉畜 无失其时 以食 。 ，百亩之田 勿夺

其时， 矣数口 家可以之 无饥 。”
②

子孟 张主 “ 必仁政 自经界始”
③
， 必民富 先“易其 畴田 ， 税薄其 敛”

④
，

了现体 “农强则民富、民 国强富则 ”的 思想重农 。荀子认为 、 、社 财富的多寡 家 兴 众的贫会 国 的 衰 民

，富 要取决于农 状况主 业生产的 提出应发展农业， 力 本尽 强 （ ，荣涂平 2007）。司马光提出 乃农 “天

下之 务首 ”
⑤
， 劝主张 农、惜农、 农恤 。可见，历 将 业作 国 展 中之重代先贤均 农 为 家发 的重 。在 思重农

影响想的 ，下 历朝历代 布一颁 。列 令以促进农 生系 法 业 产 宋 时神宗 期推行“ 苗法青 ”“方田均税法”

“ 水利法农田 ”，明 面推神宗时期全 行“一 鞭法条 ”，清康雍 废除时期 “人丁税”，推行“滋生人丁，

不加赋永 ”“摊丁入亩” 。 耕 ， 本，也策 传统 农 中 与农业既 通 安身立 是政 在 的 社会 农事 是普 民众 命之

， 大 ， 大 （ ，国 荣 定之基 故农 既 民 亦为国之 方锡良家繁 安 业 是 之 事 事 2016）。 本重农 观念成思想和农

为 展经古代社会发 济、 择国安邦的选治 。 民族中华 五千 年的历多 史表明， 有当只 农业兴旺、 村 定农 安 、

民乐农 业时，社会才能 ，国家稳定 才能 ； ，兴 之盛 反 则 ， 权 。会动荡 稳社 政 不

（二）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粮安天下的食物观

“ 八 ，洪范 政 以 为食 。首 ”
⑥
中国自 重 粮古 视 食 产与生 ， 长 了较供给 期的历史进 为完在 程中形成

，备的 想体 将粮食粮食安全思 系 并 生产 食储备和粮 上 到升 关乎 。的高度国家存亡 《 子管 》 ：记载 “粟

者， 本 也之王 事 ， 大人主 务之 ， 之有人 涂， 也国之道治 ”
⑦
，管仲 桓齐 出向 公提 “ 帛服 降鲁梁”的“农

①
〔唐〕房玄龄等撰，1974：《晋书》卷38《文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第1132页。

②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卷 2《梁惠王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55页、第 58页。

③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卷 10《滕文公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 348页。

④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卷 27《尽心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912页。

⑤
〔宋〕李焘撰，199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第 4755页。

⑥
〔汉〕班固著，1962：《汉书》卷 10《成帝纪》，〔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314页。

⑦
黎翔凤撰，2004：《管子校注》卷15《治国》，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 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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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计划。 国齐 过通 绨 ， 、 ，抬高 的价 引 鲁 国放弃粮 生产 举国格 诱 梁两 食 从事绨 加工和贸的生产 易，

结果导致两国在 三年内短短 便因粮 缺食短 而发生 荡动
①
。可见， 权与国家政 相粮食安全 的稳定息息 关。

因此， 国 政中 古代 治家、军事家都 重 食问题高度 视粮 。孙子曰：“ 辎无 重军 则亡，无 食则亡粮 。”
②
他

强 在调 攻进 阶段“因粮于敌”， 持阶段相 “以饱待饥”， 阶段防御 “坚壁清野”。 汉 的政西 时期 论家

了贾谊提出 “ 贮积 ”论， 为认 贮粮食积 是“战、守、攻、 远怀敌与附 ”的先决条件。他在《 贮论 疏积 》

中 出提 ：“夫 贮 ， 大 也。苟粟 ， ？ ， ，天 命 多而财 何 不成 以 取 以 固 战则积 者 下之 有余 为而 攻则 守则 以

。 ，胜 怀敌 远 招 至附 何 而不 ？”
③

本 ，古代粮 安全最基 的 视粮食生 备食 内涵是重 产和粮食储 在 、思想

、 长文化 制度方 期积累面的 下， 了 （ ，代中国 的粮食安 宾古 形成 独特 全观念 吴 等 2006）。在重 思粮 想

， 权影 历代政 均 食的 响下 把粮 问题 ， ，放在突 置 鼓 食 产 加强粮食 备出位 励粮 生 储 ， 此 国家以 保障 稳定

和安全。

（三）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拓土肥田的土地观

料， 。土地是 农业生产 族永 展的根基最重要的 资 是中华民 续发 子管 曰：“ ，事农则田 田垦则民 垦

粟 ，粟 ， ， ， 。 、 、 、富 国富者 者 胜 战 者 是 王知众民 广 国之多 多则国 兵强 兵强 战 胜 地广 以先 强兵 地 富

必 粟也。生于 ”
④

耕家 地国 状况 ，也 。 鞅决 国家粮食供 决 国 富和生死 亡 秦国商 变定 给 定 家贫 存 法，鼓

荒种粮励开 。汉末 采曹操 纳枣祗、 等韩浩 的 议建 ，“ 屯 ， 斛民 田许下 得 万募 谷百 ”
⑤
， 布《 屯并颁 置

》令田 ，有效恢复了 。生产农业 曹魏末期，屯 大 。 ， 屯 ，极 展 南 朝 北 最为典型田得到 发 北 时期 魏 田 设

门 屯专 管理机立 的 田 构，屯 垦殖 边 各地田 遍及 疆 ， 州 屯并在内 各 招 民 垦地 县 募农 。此后，隋、唐、宋、

、 、 屯 。元 明 清都 度 古代开 法实行 田制 荒拓土的做 与当今“藏粮于地”的本 一 。致的质是 在 屯积 田极

，的同 民时 中国先 还 ，采 ， 力。《通过 地 结合 方 多 段改良土 肥 记用地与养 相 的 式 取 种手 壤 培 地 礼 ·月

》 了令 季夏总结 之月“ 溽 ，大 ， 薙 ， 杀 ， 热 ，土 暑 雨时行 烧 水 以 以 汤润 行 利 草 如 ，可以 田畴 可以美粪

土疆”
⑥

。 汉验 西 农学的经 家赵过倡行“代田法”， 力。 义 《土地轮换休 恢复地 西 郭 恭在使 闲以 晋 广

》 了结 绿肥和 复 的经志 中总 水稻轮作 种 验， 、并 绿 田 施肥改提倡 肥美 土（ 大南 学农业 遗产华 农业 历史

室研究 ，1982）。 代宋 ，“美田”“肥田” 法之 展发 为“ 力常新壮地 ”论。《 旉农书陈 》中提出：“或

敝 木 长，草 不 气衰谓土 则 则生物不遂， 三 ， 力 。凡田 五年 其 已乏土种 殆 也， 未 也不然 是 深斯语 思 。若

能时 土壤加新沃之 ，以粪治之， 精 肥美则益 熟 ， 力其 当常新 矣壮 ， 敝何衰之有抑何 ？”
⑦
《王祯 书农 》

①
黎翔凤撰，2004：《管子校注》卷24《轻重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 1514-1515页。

②
〔春秋〕孙武撰，199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北京：中华书局，

第140页。

③
〔汉〕班固著，1962：《汉书》卷 24《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 1130页。

④
黎翔凤撰，2004：《管子校注》卷15《治国》，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 924页。

⑤
〔西晋〕陈寿撰，198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4页。

⑥
〔清〕孙希旦撰，1989：《礼记集解》卷16《月令第六之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459页。

⑦
〔宋〕陈旉著，2015：《陈旉农书校释》卷上《粪田之宜篇》，刘铭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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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粪壤篇 施肥 的 论与技专辟 论述 改土 理
①
。 耕 、 对 力中国 统 业 作 积肥造 等措施 保持传 农 合理 肥 地 具

（ ，要作用 严有重 火其 2015）。 ， 耕 ， 本肥田 的指导和实 中国 地面 不断增在拓土 思想 践下 积 加 部分原

瘠 ，贫 的土地 良 为农逐渐成为 田 业进步 耕农和 文明发展 了 。奠定 基坚实 础

（四）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务实创新的科技观

心 一国是世 业起 之中 界农 源中 。17 纪以前世 ， 一中国 农 科 居于世界 列的 业 技 直 前 ，其原因在于形成

了一 以土地集 基础套 约化利用为 、 进农具为支以先 撑、 水利工程 保障以 为 、以 为目标提高单产 的综合性

耕 术细 技 体精 作 系。 一农 发 应用是古 业 水平的 体现具的 明和 代农 科技 重要 之 。 石新 器时期，中国先 发民

了 耕用 整地的农明 于 播 具——耒耜， 了并开辟 相当 田规模的农 ， 了 义开创 真正意 上 耕 农业的 播 。 汉西 赵

了 门过发明 专 用 种的机具于播 ——耧车， 雏是近代 形这 条播机的 ， 了耧车有 的帮助，一 一人 牛 以可 “日

一种 顷”
②
。 ， 耕 术 ，大大 了耕 。秋 时 制农具的 和 的推广 作效春 战国 期 铁 应用 牛 技 提高 率 东汉末 ，龙年

车骨 的发明 了大满足 田 灌 需排 的 要，一 力到电 抽水 推广之前直 机 ，龙 车 村骨 农 地区使都是中国 用最广泛

排灌的 工具。由此可见，中 代农具不 发展成国古 断 熟， 多样化呈现出 、 势专业化的趋 ， 力推 农业 产进 生

不 升水平 断提 。水利工 古程是 代 业农 又一科技 的 重 现水平 要体 ， 国是世界上 早 发 用水利工中 最 开 和利 程

一的国家之 。 孙 敖 陂春 国令尹 叔 程秋时期楚 修建的 塘工 “芍陂”，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 昭王时秦

父子 ， 了期 冰 主持 江堰 让成 此 成李 修建的都 都平原从 变 “水 从旱 人”的“天 国府之 ”
③
，两千多 来一年

，发 防洪灌 用 至 区 覆盖直 挥着 溉作 今灌 还 30余个 （ 、 ）县 区市 、 千近 万亩农田。中国 代利用江河古 湖

泊， 了一 大系列 型水 排工建设 利和田间灌 程， 农业生产中在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此 ，中国 就认先民很早

子识到种 在 生农业 产中的 要重 性。 勰思贾 在《 术民要齐 》中提 合 法出混 选种 ， 长势较即每 取 好年选 的穗

子单 单藏收 ， 二 大 子作为第 田 种年 的
④
， 方法比这种 洲欧 了早 1300多年。 了到 明清时期，又 了有 单株选

种法，也叫“一穗传”， 一取 个 优良性状的 或单穗连 繁殖即选 具有 单株 续 ，从 新品种而培育出 。康熙曾

用 种方 培 当 名的早熟经运 这 法 育出 时著 品种“御稻”， 双作为 季 江浙并 稻在 一带大 积 广面 推 （闵宗殿，

1984）。 大清代 修 型官 的 农书《授时通考》中，收录的水稻品种就达3429个（游修龄和曾雄生，2004）。

此可由 见， 术国古代农业 度重视农 生产与 相适应中 技 高 业 自然要素 ，注重挖掘人、地、 等生 要器 产 素的

力生产潜 （张森和郭占锋，2019）。历 民在实 因地代先 践中 制宜、推 出新陈 、发明创造， 了取得 大量农

业 ，科技成就 是这 中国古代农业长期 。持世界领 要基保 先地位的重 础

（五）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 了在上古时期 就形成 天 至上早 人们 地 、敬天重地的重要理念。 意 到历代先贤 识 ， 、在 应适 自然

改 然的过程造自 中， ， ，注 与自然 相处 自 发展规律 以 到 护 平衡要 重人 和谐 尊重 然 达 维 生态 、实现 持可

。续发展的目的 传统农业中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 ，得合理利用 护自然资 并就懂 和保 源 善于 生物巧妙利用

①
〔元〕王祯撰，1956：《王祯农书》卷 3《农桑通诀·粪壤篇》，北京：中华书局，第 23页。

②
〔北魏〕贾思勰著，1998：《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第 50页。

③
刘晓东等点校，2000：《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济南：齐鲁书社，第 30页。

④
〔北魏〕贾思勰著，1998：《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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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共 系生互养关 。 一时期这 ， 州湖 了产生 “桑基鱼塘” 农业的 生产模式，具有“塘基 桑种 、桑叶喂蚕、

、 、蚕沙 鱼 肥塘 塘泥养鱼 粪 壅桑”的 整 条完 链 （ 农学会农 文化遗产分 市海淀区中国 业 会和北京 京西稻

，研究文化 会 2015）， 成多层次的 农业系统形 生态 。 一种养这 结合模式 今至 仍 较具有 性 先强的科学 和

进性， 了体现 重尊 自然、敬畏生命 态 和价值的生 意识 理念。《论语》记载“子钓 不纲而 ，弋不射宿”
①
，

大 ， 。不 网 不射夜宿 鸟即 用 打鱼 之 古语曰：“ 罟 洿池， 鳖 也数 可胜食不入 鱼 不 。 ，斧 林 材斤以时入山

木 也胜用不可 。”
②
这 了体现 思想家关 自然资古代 于 源“ 时取之有 、用之有节” 用 传统 慧持续利 的 智 。

古中国 代 素而独特 态朴 的生 思想 了不断发 形成展并 以 、 、 心天 地脉 物性之 为 的 生态保护合 时 宜 核 农业

度制 。 布西周时期颁 的《 》令伐崇 规定：“毋坏室，毋 井，毋 木，毋 六畜填 伐树 动 ； ，有 令者 死不如

赦无 。”
③
这 对出 资源保 的体现 护 极度 。重视 西周还 门 川泽 ， ，专 设立 的 构 制 政 令掌管山林 机 定 策法

如“ 虞掌山林 令山 之政 ， 之厉而 守禁物为 为之 ”
④
“ 麓掌 林 之禁令林衡 巡 ，而 其平 守”

⑤
。秦国《 律田 》

：规定 “ 二 ，毋 木 （壅）隄 。春 敢伐材 山林月 及雍 水 ”
⑥
这说明，秦国 物资 想形之于已将保护生 源思

。法 文律条 来，几千年 ，国先民 践中注重 自 的关 传 态 始终贯穿中 在生产实 处理人与 然 系 统生 思想 于农

业 实践生产 ，并 深化不断 发展（刘 桦和唐志强北 ，2022）， 了一步 成 整系统的 态保护制度逐 形 套完 生 。

耕 。传统农业 文明 发展的重要这是中国 乃至中华农 绵延 原因

（六）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激发民力的民本观

， 、纵观历史 代政治 都倡导历 家 思想家 “ 本民 思想”， ， ，调 农民 积 改 产关系主张 动 的 极性 善生

力。 井解 发 产 周代 田制放和 展生 实行 ，“ 井，井九 ， ，八 ，而 亩 其中为公 家 私 同养公方里 百 田 皆 百亩

， ，田 事毕 然后敢公 治私事”
⑦
， 耕 。 ，得农事 种 秋时 治阶层就认 要实现使 渐有秩序 春 期 统 识到 “强

力民 ”，必须“ 力养民 ”， 本 本 来基 呈现出民 思想已 ， 所 视民为国家 重 ， 本并 为视 根 （ 艳杨 秋，2023）。

《 子管 ·牧民》记载“ 力则 不成量民 事无 ”
⑧
，《版法》 载记 “ 力用 以不可 苦”“用力苦则劳”

⑨
。战

悝时 魏 提出国 期 国李 “ 力尽地 教之 ”，认为“ 三 ，治田 益 升 不勤勤谨则亩 则损亦如之”
⑩
，并制定了

“ 籴法平 ”，平抑粮价， 贱谷 伤农避免 。其法“行之魏国， 强国以富 ”⑪。 鞅秦国商 变法，奖励耕织，

①
〔清〕刘宝楠撰，1990：《论语正义》卷8《述而》，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276页。

②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卷 2《梁惠王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 54-55页。

③
〔汉〕刘向撰，1987：《说苑校证》卷 15《指武》，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第378页。

④
〔清〕孙诒让撰，1987：《周礼正义》卷31，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1198页。

⑤
〔清〕孙诒让撰，1987：《周礼正义》卷31，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1204页。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6页。

⑦
〔清〕焦循撰，1987：《孟子正义》卷 10《滕文公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 361页。

⑧
黎翔凤撰，2004：《管子校注》卷1《牧民》，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14页。

⑨
黎翔凤撰，2004：《管子校注》卷2《版法》，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第127页。

⑩
〔汉〕班固著，1962：《汉书》卷 24《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 1124页。

⑪〔汉〕班固著，1962：《汉书》卷24《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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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多生 者 徭可免 役，“僇力本 ，耕 粟帛业 多者复其织致 身”
①
， 大 了 。地 农民生 极性极 调动 产积 而秦

始 时期沉重皇 的 税赋 徭 ，役和 使 ， 力 ，众的经济 担骤然加重 业生产民 负 民 透支 农 受阻， 了 四引发 纷争

末 ， 二 。汉 末 训，起 之乱 最终导 朝 世而亡 汲取秦 休养生息的秦 致秦 初 的教 推行 政策， 生 得到农业 产 空

前发展。 了汉到 时期武帝 ，“ 粟太仓 相之 陈陈 因， 溢露积充 于外，腐败 食不可 ”
②
。北魏推行均田制，

男 皆 田女 可授 。隋唐推行 庸调制租 ，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 十开元唐玄宗 四年（726）耕地

东汉 （面积约为 元兴元年和帝 105） （闵 ，两倍 宗的 殿 2020b）。 大力 劝 ， 门 劝行 农制度宋代 推 专 设立

，对 了 。司 励农 生 挥 作用农 鼓 业 产发 重要 本 了 、 力 、民 思 现 民意 民 利用 展 业生产想体 重视 生和 民 发 农

。 本 一巩固 会 序 统智慧 民 想作为 种社 秩 的传 思 深刻 力 ，理念和现 社会 生活中产的政治 实 量 在中国 政治

了 大 （ ，生 广泛的影 诸凤娟重 和 响 2012）。 劳动为基 经 占主 地 中 代社在以手工 础的自然 济 导 位的 国古

会，“ 力强民 ”“ 力民养 ”伴 ，着农业 关系 革 进步随 生产 的变 与 不断 耕推 着 文动 农 明的演进发展。

（七）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崇尚自然的田园观

国中 传统的农业 式生产方 以及“ 一天人合 ”的哲学思想， 、出追求依山 田园风光孕育 傍水 的家园

， 了文 成 崇尚自化 逐渐形 然的 理价值 念。先民对恬 ，闲 活 冀和向往 在静 适生 的希 体现 诸如“采 东篱菊

，下 悠 南山然见 ”“ 村 ，边 青山郭外斜绿树 合 ” 。 、 ，诗 中 幅员辽阔 候多样等 句 中国 气 各地区的人们

禀 ，依据当地 和资 建造房屋的自然条件 源 赋 展 了现 。到的智慧 南地区独 江 的“ 堂四水归 ”式民居利于

和 水通风 排 ； 较福 的 有 防卫功能建 土楼 强的 ； 的 冬暖夏西北 窑洞 凉； 阑南的 民 利于防洪防西 干 式 居 潮、

。 村落布 ， 讲防 防 局上 中国 究虫 兽 在 人 “顺其自然”， 势、 、 。水系 道路 入第与当地山 相结合 被列 四

村落中国传统 名批 录的广西壮族 治区自 龙州 村， 落 一县 船中山 坐 于 形 ， ，村山岗 自 地形上 为顺应 然 庄

按船 ，建形 设 部为街道中 广场，用 市和节 动作集 日活 的场所，东 ，面 陆地交通入 西 是 交通为 口 面 水路

头， 、 一。码 自 景观与人文 辉映 和谐 界文 产然 景观交相 统 被列入世 化遗 的 黟 村三 ，安徽省 面环山县宏

势 村依 水地 建山 成牛形 庄以及连通 村 。村水全 的人工 系 庄 沼 ，中 的 牛部 月 为 胃 于用 贮 ，也 村水防火 是

聚 动民 集活 ；蜿蜒 村 门 ， 村 ； 子，的区 过全 前 水圳为牛肠 便 生 居 南湖为 肚 是涵域 流 各家 的 方 民 活起 牛

；养生 水源 湖上态的重要 架起的 4 ， 村落对梁为 畅通 外座桥 牛腿 来往 ， 、堪 统民居中 重自然称传 尊 利

。的样板 传用自然 统民居 ，最 有地 性 候 性的物质 是 与环境 共处 的是 具 域 和气 适宜 载体 以人 和谐 为目 而

形成的实践 动 所活 场 ， 环境地貌 完美交融其与 的 以 色的营建及独具特 样式， 古人 态智慧蕴藏着 的生 （刘

校汲和 ，侯梅芳 2022）。 ，时 今日至 布遍 于 袤大 村落传统 仍然 夏 千多广 地的 承载着华 五 年 、亲 然近自

共生和谐 的理念（ 胤华李 ，2022）。

（八）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崇礼亲仁的德治观

， 对 对 。是以建 谐社 目 的行为规范 道 准 含 自我的 制以及 他人礼仪 立和 会为 标 和 德 则 包 克 的理解 周

公制礼作乐， 了 文明 的基石奠定 中华 德治 。儒家认为“礼之用，和 贵为 ”
③
，主张“为国以礼”

④
，把

①
〔汉〕司马迁撰，1959：《史记》卷68《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230页。

②
〔汉〕班固著，1962：《汉书》卷 24《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第 1135页。

③
〔清〕刘宝楠撰，1990：《论语正义》卷1《学而》，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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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作为 管 社会治理国家 理 的重要 。《段手 左传· 十一 》隐公 年 记载：“ ， ， 稷，经 定社礼 国家

序民人， 嗣 也利后 者 。”
①
荀子 为认 ，“ 无礼不人 生，事 礼 成无 不 ，国家无礼不宁”

②
。 业不仅具有农

， 、 、 。和社会属 系人 地 人与人 人 家的关系 面发挥 用 这是中经济属性 性 而且在维 与土 与国 方 着重要作

耕 ，也 习 村 （德 观的 源 俗 规民约的华农 文明 治 根 是礼 惯和 体现 ，赵敏 2005； 玥瑶卢 ，等 2023）。就礼

习惯俗 ，而言 《 记礼 · 》 ， ， 子 三 九 、 大夫 东 ， 祀令 记载 每逢 天 天 公 卿 诸侯 郊迎春 祭 芒月 春 周 率领 到

， 丰 。业 收 这种神 祈求农 遵循 律的自然节 理念被巧妙地投 个体生命 社会秩 之中射到 与 序的结构 （隋斌

，和张建军 2020）。 明 祖等清 祭 一 。具 时 色的礼仪 直 至今各 节气 令特 活动 延续 就村 约规民 ，而言 宋北

的《 》 一 村 ，吕氏乡约 是 国 史 部成文的 民约 包含中 历 上第 规 “ 劝、 、 、德 相规 礼俗业相 过失 相交 患难

恤相 ” ，等内容 为后世 村 了 。 一乡 自 定 理论和 践基础 种以治奠 实 德治作为 社会 村 民 等手规范和 规 约 段

，进 理 正式制度 国 社会治 系中 重 地位行治 的非 在中 传统 理体 占据 要 。这种通 礼 结 化成天下过 俗 合以 的

，对 村德治实践 现 气的改善 仍有 有益启示代社会风 和乡 治理等 诸多 （马良灿和康宇兰，2022； ，慧余

2023）。 村很多 约至今古代 规民 仍保存完整， ， 。其 所包 的 规 为德治文 重 素 中中 含 礼仪 范 成 化的 要元

耕 习 、华 明所 的 尊礼的农 文 包含 礼 道德 范规 和 ， 了 ，公 俗 体现 以 化人的德治序良 德 思想 着中国人蕴含

、 、 、 ， 、邻友 老爱幼 守望 的文化特 代代相传 年而不勤勉自持 睦 群 尊 相助 质 沿袭数千 衰， 国浸润在中

，对 村 了 。的处 原 维 社会和谐 发 特作用人 世 则中 系乡 稳定 挥 独

四、中华农耕文明思想智慧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

耕农 文中华 明 大 、精博 深 ， 村 了丰历久弥新 为 业 经 展提供 富农 农 济发 的 术生产技 、管理经验与文

。 ，明观念 新 建设 强国 要立足时代新征程 农业 “三农” ，展实际发 对 力 、照 业供给 农业科农 保障能 强

力 、 力 、 力 ，技 农 可持 发 强 竞争 强和 发 平高 即创新能 强 业 续 展能 农业 农业 展水 “ 一高四强 ” 本的基 特

征（ 后凯和崔凯魏 ，2022）， 赓 耕续 华 明与建设 业强国把 中 农 文 农 的目标任务 来合起结 ，充分发挥中

耕 对文明 理念华农 思想 推动农 国建设的业强 用作 。

（一）坚持农为邦本的重农观，建设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农业强国

，无论 化程度有 始 是关 中 饭 基础产业社会现代 多高 农业 终 系 国人 碗的 ， 村 终 系社会农 始 是关 稳定

的战 院略后 ， 权民始终是关 政 固 要群体农 系 巩 的重 （唐 健仁 ，2021）。长 来期以 ，中国是“ 大农业 国”，

但非“农业强国”。 ：表现这主要 在 一是 大， 力 ， 大中国农业规 农产品供 保障能 能最模 但 给 还不强 不

限度 给 足地实现自 自 ， 长 ；二满 人 益 食物消费 是足 民日 增 的 需求 农业总产 ， 心 力量 核 竞 待高 但 争 有 提

， 、 力 大 ；三升 生产要素 置 牌 等方面还 很 提升空间配 品 竞争 有 是农业 术得到技 大面积推广 ， 关应用 但

术 心 力键 核 创新能技 和 还有待提升，农业 技贡献科 率 较大国家相比与发达 还有 差距；四 粗放 农是 式 业

④
〔清〕刘宝楠撰，1990：《论语正义》卷14《先进》，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482页。

①
杨伯峻编著，1990：《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 76页。

②
〔清〕王先谦撰，1988：《荀子集解》卷19《大略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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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未 本方 得到根 扭增 式尚 转，2021年化 药利用 为肥农 率约 40%①
，农 溉田灌 水有效利用系 为数 0.568②，

较大 。发 家尚有 差 建设农业强与 达国 距 国是保障中国 14亿多人生存发展 ，也 对的国 全战略 是应家安

环境不确 性的外部 定 大重 战略安排。

耕 本要传承弘 文 农为 的 观扬中华农 明 邦 重农 ，树牢“ 必强国 先强农， 强 国强农 方能 ”的 理念发展 。

一要 全 领导健 党 “三农” 。 、 、 落 村工作 制 制 中央统筹 负总责 市县 农 工作领体 机 实行 省 乡抓 实的 导体

， 村 。二 落五级 抓乡 振兴责 制 要 实制 完善 书记 任机 “四 优先个 ”。始 好终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全

工 的重 之党 作 中 重， 先优 保障“三农”资金投入， 村立 兴财政 保障建 乡 振 投入 制度；优 满足先 “三农”

，发展 素 置要 配 引导 本、 术、 才 村 ； 村 ，资 技 人 等 素更多向乡 安排农 公 城乡要 流动 优先 共服务 推进 基

本 一共服务标准公 统 、 轨度并制 ；优先 虑考 “三农”干部配备， 齐配强配 各级“三农”工作 子领 班导 。

三要 快加 推进城 合乡融 。统筹编 实制和 施 划，乡发展城 规 努力 二解城 结 和破 乡 元 构 妨碍城乡 素 等要 平

、双向流动的 度壁垒交换 制 。 、 ， 、 、 、强化 以城带乡 农互 乡互补 协调以工补农 推动形成工 促 城 发展

共同繁荣 新型工 系的 农城乡关 。 ， 小 ，多途径 增 致富 道 缩 收入差距 农拓宽农民 收 渠 持续 城乡 实现 民收

长， 。入稳步 乡协 展增 城 调发

（二）坚持粮安天下的食物观，建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的农业强国

“ 食安全是粮 ‘ 大国 者之 ’”
③
，“ 障 和重要农 品稳定安全 是建设农保 粮食 产 供给始终 业强国的

头 大事等 ”
④
。 对 ， 。随 会经济发展 民 美好生 的追求 的内涵不 食 全不着社 和人 活 粮食安全 断扩展 粮 安

， 、 。要 量 保多样 保仅 保数 还要 质量 十八大 来， 力 ， 少党 中国粮 合生 持 提升 但人多的 以 食综 产能 续 地

矛 ，的 仍 出盾 然突 同时 势 杂 ，国 形 复 多变 气 致的极端际 候变化导 自然灾害 ，发多 保 食安全障粮 的 力压

大（很依然 He et al.，2022； ，杜志雄 2023）。

要传承弘扬 耕文明粮安 物中华农 天下的食 观，实施“ 我以 为主、立 内足国 、确保产能、 度适 进口、

科技支撑”的国家 安 战略粮食 全 ， 夯 。全方位 粮 安 基实 食 全根 一要 。健全 粮农民收益 政策种 保障机制

扶 力， 、 、持与 时发 价格 补贴 保经营增效同 健全 险“三 一体位 ”的 ，政策 系 延伸体 粮食产业链条，实

本 ， 、现 质 效 让 民 有 多得利种粮节 提 增 农 种粮 钱赚 。二要 压 食安全压紧 实粮 责任。 落全面 食 全实粮 安

党政同责， ，全 食 考核机制健 粮 安全 、到主产区 主做 销区和 销产 一 、 一 。平衡区 任 起饭碗 起端 责 扛 强

化“藏粮于地”“ 于技藏粮 ” ，的物 基础质 加大力度建设 ，标准农田高 农 品生 保 和加强重要 产 产 护区

势农产品优 设特色 区建 ， 一新 轮千 粮食 提 行动实施 亿斤 产能 升 。 、 对警惕自 灾 气 化等 粮食然 害 候变 安

全的突发冲击，积极 索粮食安探 全储备、 流通 的多渠道存 应路径应急 供应 储供 ，创 多元粮建 储新格局。

①
资料来源：《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目标顺利实现 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双双达 40%以上》，http://

www.moa.gov.cn/xw/zwdt/202101/t20210117_6360031.htm。
②
资料来源：《关于发布 2021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的公告》，http://www.mwr.gov.cn/zw/tzgg/tzgs/20

2206/t20220627_1581928.html。
③
参见习近平，2022：《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0页。

④
参见习近平，202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第6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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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权。持续推动 农 外开 牢牢 农 进出口贸 动更高水平 业 放 把握 产品 易主 三 大行 食物要践 观。 快农加 业

， ， 、 、 ，给 结构性改革 保 好 环境的前 下 向森林 草 海要食物 微生供 侧 在 护 生态 提 原 江河湖 向植物动物

热 、 。量 要蛋白物要 大力 ，发 施农业展设 、 ， ，全 位 多途 物资源 构 食 供给 系方 径开发食 建多元化 物 体

更好地 ，人民群众 多 的食物 需求满足 日益 元化 消费 。以 开展粮食节 行持之 恒 约 动

（三）坚持拓土肥田的土地观，建设耕地数量质量双保障的农业强国

耕 子，地 业生产的 根 是是农 命 中华 。民 展的根基族永续发 如何 耕 一 、好 地 是 个基础性管好用 始终

、性 战略性 问题全局 的 ， 耕 、 ， 才只 护好 建设 粮 安全 可 障有把 地保 好 国家的 食 有 靠保 。 耕地质量中国

，总 高 产田占体不 中低 到七 ， 一 ，缺乏 灌 设施的旱地 到 位 降水成 水利 溉 占 半 于年 400 米毫 以 地区的下

耕地占 15.8%， 耕 ，地后备资 不足 土壤强酸部分省份 源已经严重 全国 耕性 地 积达面 2.93亿亩
①
， 分部

力 ， 、 采、 、 染地方 支 水土流 严 超 土 退 源 重已成为地 严重透 失 地下水 重 壤 化 面 污 加 影响农业 持续发可

突出展的 问题（Huang et al.，2014；喻 红永 ，等 2021）。

要传承 扬弘 耕华 明中 农 文 拓土肥田的土地观， 耕 ，也 耕 、 耕既 数量 要管 升 地要管住 地 控 地用途 提

。质量 一要 耕 。严守 地红线 落 耕地保护党 同责实 政 ，以“长牙齿” ，措施 坚决的硬 守住 18 耕地亿亩

线红 。科 编学 制 实和 施 划土空间规国 ，划 本 。足 基 农田实补 永久 二要 格严 耕地 。管用途 控 耕明确 地种

， 耕植 先 坚 制 地优 序 决遏 “非农化”、 本基 农田“非粮化”，确保“ 田粮用良 ”。强化耕地使用的法

、制 政策支持保障 和 监管监测 。三 耕 。大力 ，要提 地质量 准农田 逐升 建设高标 步把 15.46 永 基亿亩 久

本农 全 成田 部建 耕 、作适宜 涝 、 。 ，旱 保收 稳 现代化 推进 化 区建设和改 提 农高产 产的 良田 现代 灌 造 升

涝旱排田抗 渍防 减灾 力。能 稳步推进 ，护利用黑土地保 扎实 地综推进盐碱 合 理和治 ，开发利用 序推有

耕进酸 地化 ， 耕 耕 ， 斗 、 染 ， 力 。治理 作休 制度 水 区 重 属 确 常新实行 地轮 整治地下 漏 金 污 区 保地

（四）坚持务实创新的科技观，建设农业科技和农机装备先进的农业强国

本 ， 。农业 出 于现代 代化 键 于科技进步的根 路在 化 现 的关 在 业 技农 科 自主 力创新能 是 业强国的农

。重要标志 前当 ， 一 ， 三中国农 与发 家相比仍有 距 主要表 为 个方业科技水平 达国 定差 现 面：一 心是核

、源 生物育种 种 农和智慧 业 术等前 技 突沿 亟待 破；二 设施装备 应 成水平是 研发 用集 不高；三是农业技

术 ，推 体制机制不 全 技 转化率低广 健 科 成果 （ ，可等何 2023）。

要传承弘扬 耕农 文明务 技观中华 实创新的科 ， 力 。升农业科技 率着 提 贡献 一要加快 现农业实 科技

自强自立 。以突破“ 子卡脖 ” 术 ，为 点 以 业 为技 重 产 急需 导向， ，在自主创 集 新上 不 得新和 成创 断取

大原 重 果创性 成 。二要提升农 设 装 平业 施 备水 。加强农 设施装备工 攻关业 程化协同 ， 大 力加快 马 机械、

，大力 ，山区 机械和高端 机械研发 造 发展 用现代化 备 撑农 稳丘陵 适用 智能 制 设施农业 的设施装 支 业 产

。产增 三要 。革优化农 广改 技推 模式 术 ，健全产 推协 展 业技 推广的 制 制 科技成果学研 同开 农 体 机 加快

、 ；场化 产业化 农市 步伐 加强 业科技 ，体系社会化服务 建设 大扩 科技 。成果 利用的覆 面转化 盖

①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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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强国

农业可 展是建设 的持续发 农业强国 必 之路经 。 对持 可 发展是 中 业 模式的坚 农业 持续 国农 发展 反思，

也 对 耕 、 。是 中 文 生态思想 生 伦 的 视华农 明 态 理 再重 村农业农 是生态产业和 的重要生态系统 屏障。农

业 必 、 、 。活动 重自然 顺应 保护自然 前发展 须尊 自然 当 ，部分地方 、 、 、造田 围海 养围湖 造地 过度 殖

过度 捞 象捕 等现 还 有时 ， 、发生 秸 膜秆 农 、畜禽粪污还未得到很好 收的回 。用利

要传承弘扬 耕中 农华 文明和谐共生 生态观的 ， 。走绿 发展之路色可持续 一要健 色生 导全以绿 态为

向的农业 支持体系政策 。 持生态坚 效益 济和经 效益 ，并重 大力 态 环农发展生 循 业，实现 统系 性 碳低 循

环发展， 、 力 ，成 场需求 应 同 环 承载 相匹配 现 农 产方式 让 好生态成为形 同市 相适 资源 境 的 代 业生 良 乡

村 。二支撑点 要振兴的 大力做好“土特产” 。文章 力 ， ， 村发乡土资源 农业多种 能 挖掘着 开 拓展 功 乡

， 。值 促进价 增多元价 值链提质 效 围绕“三 一标品 ” ， 、供 多绿色 有 名 新产品建设 给更 机和 特优 ，促

供给 升进 优化 级。 势 、 、 ，高水平建设 特 产 群 现代农 产业园区 农 镇 集聚产优 色 业集 业 业产业强 业发展

力 ， 、 、对 ， 。量 贯 加销 融合农 接科工贸 进产业 锻造要素 通产 文旅 促 链条延伸 三要集成推进 业 源农 面

染污 治防 。 ， ，国 业绿色发 行 索建立 条全 综 防治机制依托 家农 展先 区 探 全链 要素 合 持 实 农 肥续 施 药化

， 村 。减量增 行动 推动农 物和农产 综合 等产业集成效 业农 废弃 品副产物的 利用 发展

（六）坚持激发民力的民本观，建设经营主体充满活力的农业强国

农民是农 强国建 参与者和 者业 设的主要 直接受益 。 有充 调 民 极性只 分 动农 的积 、主动性、 造创 性，

，才 村挥农民 体作 有 推进乡发 的主 用 能 效 全面 。兴振 ，前当 村农 类各 才人 紧缺，主 原因要 三在于 个方

面：一是 长出务工收外 入 期高于 业生 营收入农 产经 ，大 村 力 ；二 二量农 转移到城 是城乡劳动 镇 元结构

村农 基础设下 施 ， 及建设 以 、 长育 医 等 服 社会保障 期 于教 疗 公共 务和 制度 滞后 城镇；三 民缺是农 乏职

训业 和良好的创培 业前景，而 教育体系 养出高等 培 才的农业人 又很难长期 村扎根农 。

要传承弘扬 耕 力 本 ，华农 激发民 的民中 文明 观 分充 。一 村调动农 的生产 巩固和完民 积极性 要 善农

本 营 度基 经 制 。 村 长 ，落 权、 权、保 农 承 系稳定并 变 体所有 农户 放 土持 土地 包关 久不 实集 稳定 承包 活

权， 、 。二地经营 不 健 以 家庭经营 基础 合作与 带的现代 系 要断 全 农户 为 联合为纽 农业经营体 力 升着 提

农民素质和 大 。育壮 新型 业经营 实施培 农 主体 深入 “头 计划雁 ”， 头 ，培 收 富带 引养更多增 致 人 导传

统 向高素质 转农民 农民 变；大力 、展家庭 农民发 农场 专业合 社作 龙头和农业产 化 业业 企 ，充分发挥联

， 、 、 。农 农作用 促进 化 组织化 全面带 经营规模 产业化水平 提升 三要 。建立高效 会化服务 系 加的社 体

， ，快 化服务组 元 服务 式建设专业 织 创新多 化 方 小 。农 现代农业 衔促进 户与 有机 接

（七）坚持崇尚自然的田园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农业强国

村 ，也 大 。 村 ， 村既是农 产的 载 是广 农民的 园 土 建设好 推 乡 实现由表乡 业生 空间 体 家 故 把乡 动 及

、 ，对 村兼备的全 进农 现代化里 形神 面提升 于推 业农 、 大 对不断 广 农民 美 生活的 期待满足 好 新需要新

义。具有 前重要意 当 村建设 在乡 存 两个方面 出问题突 ：一是许多 村农 、设施 公 务基础 共服 与 存城镇 在

较大 ，差距 亟须完 提善 升；二是 地方部分 打着“ 代化现 ” ， ，的旗号 乱拆乱建 使原有的 乡田园风貌和

村承 传统文化功 到载的 能遭 ，破坏 严重 村损害乡 的 。怀和历史人文情 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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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承 扬中 农 崇 然的田园要传 弘 华 文明 尚自 观 、 ， 、 ，照 规律 因 宜 注 护 现特色按 尊重 地制 重保 体

节约 源资 、 色 的原则绿 建设 ， 村建 宜居宜业和设 美乡 。一要 村序推进农 点及 体提升有 人居环境由 面整 。

编制 施并实 好“ 一多规合 ” 村 划的实用性 庄规 ， 强加 蕴含乡韵、 愁承载乡 、 村入肌 的 乡融 理 秀美 建设，

打造各具 的 版特色 现代 “富春 图山居 ”， 、 、村实 清 秀 天蓝地绿 人现山 水 美 和。二 村要 提升农 基稳步

本 共服务水平公 。 村 础设施建加强农 基 设， 路补齐产业 、旅游路、仓储物流设 板施短 ， 村推进农 育教 、

、 本 、 。医疗 服务等基 均 享有 利卫生 养老 公共服务 等 便 可及 三要 好保护 村落传统 和历史文 产化遗 。加

大对 、 村落、 村 、 、 力古 民族 史 迹 文物古籍 保 度镇 古 寨 历 遗 的 护 ， 对 耕 、 、农 技艺 传 手工艺 民强化 统

，俗 态传承节庆的活 村使乡 成为望 、见山得 看 、见水得 记得住 的美丽家乡愁 园。

（八）坚持崇礼亲仁的德治观，建设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的农业强国

， 村 ，加快建 国 推进农 化 仅设农业强 业农 现代 不 要 农让 民的 ，物 活富裕质生 也要 民让农 的 神生精

。 村 ， ，也 。活 乡 振 要 形 要铸魂富足 兴 既 塑 ，然而 “ ，当前 一 村 、些 秀道德规庄优 范 ，公序良俗失效

孝父 、 子 、 、 ， 、大 大办管 女 不守 里等 依然存在 红 事盲目攀 操不 母 不 婚则 不睦邻 现象 白喜 比 等现象时

。生有发 ”
①

， 了 ，也 了 村 。这些现 害 民的 益 象 乡 的发展 步象 不仅损 农 利 和形 影响 和进

要 承弘扬传 耕 ， 、 、 。一农 文 礼 仁的德治观 动 成 乡风 良好 风 淳朴民风中华 明崇 亲 推 形 文明 家 要深

村精神文明化农 建设。 耕 、 、 、 、农 文 蕴含的向善 有序的价 观念与 法将中华 明中 为和 值 和谐 文明 治等

现 念代价值观 相融合， 之 涵使 成为 养 义 心会主 核 价社 值观的 源泉重要 。二 。 村要 移风 完 规推动 易俗 善

， ， ， 、孝民约等社 规 弘 统美德和 好风尚 发挥 的教化作 向上 老爱会 范 扬传 良 礼仪制度 用 引导农民 向善

亲， 彩 、革除 礼 厚葬薄 等高价 养 习， 。三 丰陈规 扬新风正 氛 要 富陋 营造弘 气的良好 围 村乡 文化 。活生

、 、 ，民俗文化 传 艺 乡土 风貌结合 民间 统技 风情 办制 举因地 宜 农民群众 闻 见喜 乐 的 ，体活动文 不断增

加 耕、 、富含农 的农趣 农味 。文化产 给品和服务供 丰 、 术充 挥农民 收节 文化艺 节 平台载分发 农民 等 体

，功能 对 村 。化 乡 文化 领 动作强 建设的引 带 用

五、结语

按照 术、产生 技 农 、作制度 发 就展成 和 想理念思 ，面的 特等方 主要 征 耕中华农 文明 展 程发 历 可分

为形成与 展发 、提升 大、与壮 成熟与 、荣繁 徘徊 、与 复兴危机 创新与 。时期五个 耕中华农 蕴含文明 的

思 理念主想 要包括： 本为邦 的重农 农观、 天 的食 观粮安 下 物 、 肥 土地观拓土 田的 、务 新 技观实创 的科 、

、 力 本 、 。 耕和 生的 观 发民 的民 观 尚 然 园观和崇 亲仁的德治 文明谐共 生态 激 崇 自 的田 礼 观 中华农 彰显

厚的 底蕴和传统中华民族深 历史 智慧，赓 耕 对续中华农 明 加快 强国具有 论 值和文 建设农业 重要的理 价

。实现 启示 ，当 统然 传 耕农 ， 一文化 其 局限性 在 些由于 历史 还存 弊端， 、 粕，要 其精华 去其 守取 糟 正

、 ，努力 。创 陈出新 实 创造性转化 发展新 推 现 和创新性

①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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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Building up Strength inAgriculture

SUIBin

Abstract: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 wisdom of Chinese peopl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building up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regarding five development period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and growth, maturity and

prosperity, instability and crisis, innovation and revival, and extracts eight major ideological concepts inform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concepts include the emphasis on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recognition of food as the national

safety net, the land concept of expanding and fertilizing the l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cept of encouraging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stimulating people’s potential, the

pastoral concept of admiring nature, and the mor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respecting etiquette and benevolenc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ccelerating building up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nsure safe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grains and othe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guarante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rable l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machinery,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es, build livable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and prosper rural culture.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explores the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tracts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provid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up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and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abling the

long-standing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play an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era.

Keywords:AgriculturalCivilization;TraditionalCulture; IdeologicalConcepts; Strength in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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