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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泰岳，钟灵毓秀；汤汤汶
水，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
要起源地，泰汶大地几千年来不仅
孕育了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泰山
文化，更见证了泰山文化的繁荣昌
盛。而历代先民们在此胼手胝
足、栉风沐雨、辛勤耕作的历
程，更为后人留下一笔无比珍贵的
农耕文化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党的二十大提出文化建设务必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近日，由泰山学院原副院长李
玉洋牵头，历时两年，荟萃有关方
面专家学者撰成的《汶阳田农耕文
化研究》一书出版发行，我在倍感
高兴与鼓舞的同时，又从中获益良
多。李玉洋副院长是一个有历史情
怀和知识广度的研究者，他饱含人
文思索和人文关怀的执着、躬身于
田野调查的勤勉，一直令我难以释
怀。今有幸再次拜读其大作，着实
令人激动与钦佩。纵观此著，作者
不仅用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考证分
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令人回味无穷
的汶阳田耕作的历史海洋，而且还
为我们还原描绘了一段汶河领域独
特的人文情怀和浓浓的民俗乡
情，在汲取农耕知识，丰富历史文
化思想见解之余，真正获得了阅读
新著所带来的快乐。与其他同类农
耕文化研究成果相较而言，笔者认
为，该书至少还有以下几点显著
优长。

赓续农耕文明，厚积薄发结硕果
——评李玉洋著《汶阳田农耕文化研究》
□聂立申

本 书 从 历 史 缘 起 、 自 然 条
件、耕作技术、生产方式、宗法制
度、民俗民风、文化艺术、历史人
物、方物名产等方面对汶阳田作了
全方位研究，凡45万余言，成功构
建 起 汶 阳 田 农 耕 文 化 研 究 的 体
系，为今日汶河流域乡村振兴、三
农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
可操作的实践路线，充分展现了一
代人文学者的家国情怀和高瞻远瞩
的历史卓识。

该书的研究与成功出版，无疑
为我们提供了一座丰富的文化宝
藏。由于地缘关系的影响，汶阳田
农耕文化在其孕育发生发展过程
中，肯定要受到儒家文化、泰山文
化的深刻影响，它们之间既存在着
众多的一致性，又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 汶 阳 田 农 耕 文 化 是 儒 家 文
化、泰山文化在汶阳大地上的实践
集成。它所包含的尊重自然、顺天
应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勤俭
节约、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等理
念 ， 体 现 了 儒 家 精 神 的 基 本 要
求，契合了小生产条件下广大农民
的 生 产 生 活 状 况 ， 为 人 们 所 理
解、所接受。不仅如此，汶阳田农
耕文化还包括了诸如土地耕种、人
情来往、婚丧嫁娶、吃饭穿衣、晴
耕雨读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容，规范

引导人们的言行，具有强大的精神
引领作用。当下该成果的出版，也
自然让博大精深的汶阳田农耕文化
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和光彩，继而为
今日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丰厚的文化
滋养。

该著的成熟研究，显然为当地
农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绿
色发展之路。汶阳田农业文明绵绵
几千年，以其繁盛的物种、持续的
高产、优良的品质著称于世，其历
代相传的精耕细作技术、不违农时
间作套种、选种制种等耕作技术的
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路
子，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
验。当下，农业生产面临的极大问
题，就是如何解决“化肥化”污染
带来的各种危害，向人们提供绿色
无污染的产品，让人们吃放心的粮
食、蔬菜，喝干净的水。不容否
认，汶阳田农耕文化的实践给我们
指出的路径是非常有益的。

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提供
了一剂洗心涤虑、强身健体的良
药。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
弘 扬 优 秀 农 耕 文 化 这 个 有 力 支
撑。汶阳田农耕文化根植于汶阳这
方沃土，历经几千年历史风雨而长
盛 不 衰 ， 其 生 机 蓬 勃 ， 博 大 精

深，内容富赡，不仅是泰安人民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更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泰 山 不 让 土 壤 故 能 成 其
大 ， 河 海 不 择 细 流 故 能 就 其
深。”这些年来，面对市场经济的
冲击，面对外来文化的传播，加之
封建残余思想的浸淫，人们的思想
意识、价值观念不免发生这样那样
的倾斜和扭曲，在部分年轻人身上
表 现 尤 甚 ， 这 必 须 引 起 高 度 重
视。汶阳田农耕文化不啻于一剂良
药，它所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规
范、素质修养、行为操守，都是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华 所
在，对于培养社会正气、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
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要积极寻
找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 的 结 合
点，做好融合、楔入的工作。传承
本身是一种扬弃，有取有舍，与时
俱 进 。 弘 扬 农 耕 文 化 的 优 良 传
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
村农业工作的各个方面，转化为农
民群众的情感认识和行为习惯，补
足精神之钙，强筋壮骨，形成健康
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让古
老的文化在培养新时代的一代新人
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资料翔实 论述严谨 学术价值高

“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
汶阳田”，岱岳脚下，由汶水冲积
而形成的汶阳田，自古便是该区域
民众赖以生存的天赐之地，作为典
型的北方农耕文化代表，如何对其
形 成 机 制 、 历 史 变 迁 、 文 化 内
涵、时代价值与影响意义作一全面
系 统 的 爬 梳 与 考 证 ， 并 结 集 出
版，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
果，用以服务于当今乡村振兴发
展，一直是学界学人久已盼之的愿

望 。 如 今 《汶 阳 田 农 耕 文 化 研
究》 一书的出版发行，可谓久旱甘
霖至，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的出
版是汶阳田研究的以启山林之作。

该书除了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学
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外，还结合相关
的历史知识，以哲学、史料学、民
族学、文化学、美术学、统计学等
其他相关理论为指导，通过区域民
俗 民 风 的 嬗 变 、 历 史 人 物 的 考
证，采用文献与实物、分类比较与

综合评析相结合的诸多历史研究方
法，在充分吸纳当前学者研究成果
基础上，对汶阳田历史变迁、生产
方式、耕作技术、民俗民风等做了
深入详细的探讨与梳理考证，达到
推陈出新的研究成效。总之，该书
观 点 鲜 明 ， 结 构 严 谨 ， 层 次 分
明 ， 论 证 有 力 ， 其 所 用 史 料 准
确，所鉴资料详实，而文献综述丰
富又规范，实是目前学界关于汶阳
田研究的至高之学术成果。

新见迭出 史识卓然 学理性强

该书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不仅立足于汶阳田农耕
文化的独特性、唯一性，更从其内
在属性上注重与周边区域各种文化
现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对儒家文
化 、 泰 山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研
究，详细梳理了汶阳田的历史缘
起、汶阳人敬自然、善精耕、勤持
家、敦修睦、崇文教、重安土、行
忠孝、共荣生等系列乡土民情嬗变
的时代内涵与价值意义。作者这种
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历史洞察力和
求索精神，无疑都源于其博览群书
的学人情怀，也见之于对汶阳田文

献史料的整合和超越，以及对同行
前辈学人的归纳总结。众知，汶阳
田在全国各个农耕文化区中，土地
面积属于中下，但其人口稠密，物
产丰饶。

据统计，2007 年有 17 个乡镇
小麦整建制亩产突破 500 千克，有
22 个 乡 镇 玉 米 整 建 制 亩 产 突 破
600 千克，还生产大量的蔬菜和其
他农副产品。这种高效的产出，除
了土地自身的优质条件之外，更多
得益于几千年农耕社会所形成的
精耕细作的先进耕作技术和优良
传统。如何在这些史料的爬梳、田

野的调查中持守个人见解，在字里
行间寻绎历史的行状和个性，在不
同时代的研究成果之间游刃有余
地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力和调查
力，这些都离不开作者直面的精神
和 坚 韧 的 持 久 力 ，实 是 令 人 敬
佩。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多
少年来正是这些立志于此的专家
学者不舍昼夜，孜孜不倦，辨析考
证，寄情案牍书卷，把汶阳田研究
作为自己的志业之一，进而才为史
学界奉献出了这样一部厚重的农
耕 文 化 研 究 的 典 范 之 作 ，真 可
谓“天道酬勤，厚积薄发”。

高瞻远瞩 实践性强 家国情怀重

汶阳田。 陈涛 摄

《汶阳田农耕文化研究》封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