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畝古梯田靠自然灌溉
陽春三月，記者專程前往陝西南部安康

市漢陰縣，探究古梯田天人合一、巧奪天
工以保旱澇無虞的營造秘密。鳳堰古梯田
位於漢陰縣漩渦鎮黃龍村、堰坪村、茨溝
村，距縣城35公里。從漢陰縣驅車向南，
沿盤山公路而上，翻越海拔兩千米的鳳凰
山巔，就能看到1.2萬餘畝連成片的古梯
田。曾「淹沒」於崇山峻嶺間的古梯田在
2010年陝西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
現，並被評為當年文物普查「十大新發
現」。
綿延數十里的鳳堰古梯田，層層環抱

山脊，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大如曲池，小
似碎鏡，形狀各異，各具特色，阡陌相
連，層層疊疊，高低錯落。從高處遠望，
梯田的優美曲線一條條、一根根、或平行
或交叉，蜿蜒如春螺、披嵐似雲塔，顯示
了動人心魄的曲線美。在茫茫森林的掩映
中，在漫漫雲海的覆蓋下，其線條行雲流
水，其規模磅礡壯觀，構成了壯麗而雋秀
的景觀。
鳳堰古梯田包括鳳江梯田和堰坪梯田。

據古梯田所在地漩渦鎮黨委書記吳雄介
紹，鳳堰古梯田包括鳳江梯田群和堰坪梯
田群，分佈在海拔500至650米鳳凰山南
麓，合計1.2萬餘畝，梯田級數均在300級
左右，梯級層高0.3米—1米不等，每級寬
3米至15米，最長處達600餘米。每層梯田
高不過齊腰，卻從山腳層層累疊上坡上
樑。最妙的是一處叫魔芋包的梯田，整座
山包被梯田環繞，一道田坎從山腳一直纏
繞 上了樑頂，牽牛犁田從山腳打 轉梨
上樑頂都不需要掉頭。
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梯田常年種

植水稻，這上萬畝梯田要的是水，漫山卻
找不見一座水庫，只有不多的堰塘積攢
少量水。據當地村民說，這裡山高水也
高，林密雲霧多，用水的謎底，一半靠
天，一半靠黃龍溝、茨溝、冷水溝、龍王
溝4條溝溪，自流灌溉，常年不息。梯田
灌溉系統完備，其營造順應山時地利，依
靠4條溪水自流灌溉，潺潺流水，四季不
絕。
漢陰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濤告訴記者，

鳳堰古梯田之所以被譽為和諧生態典範，
在於它巧妙科學地利用了當地地理、自然
和水文條件，對周邊山體破壞較少，使植
被獲得相對保護。200年來，這裡沒有發
生水土流失以及山體滑坡等自然災害的記
錄。王濤介紹說，鳳堰古梯田能創下北方
首開梯田的奇蹟，還與這裡的土壤黏性
大、山體平緩等因素有關，南方的農耕文
明北移，與鳳堰當地小氣候完美結合，加
上自清初開始的湖廣移民開山墾荒的頑強
精神和勞動智慧，造就了壯美的萬畝古梯
田。

清代湖廣移民北上
締造壯美梯田

漩渦鎮黃龍、堰坪、茨溝等村一帶，吳
姓族人居多，據其家藏的清咸豐十年編修

之《星沙善邑冷木沖吳氏族譜》記載，遷
陝始祖吳質美原居住在湖南省善化縣（民
國初年撤善化縣，併入長沙市）冷木沖，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居漢陰堰坪
（舊時堰坪包括黃龍、茨溝等村）。之後，
善化吳氏五大房，歷經14年，陸續遷徙來
陝南。該族譜《質美公行狀》一文中說：
「當是時，堰坪田無幾，而秦俗又不諳溝
洩之法，待雨以田，無雨則田石，於是相
戒無田。公（指吳質美）乃為楊氏（原住
民）及居人力言疏導堵洩之利，度遠近溝
渠道，深塘陂時蓄洩。楊用以饒，渠用以
昌，不數年，堰坪山麓皆墾為田」。從族
譜記載可以看出，鳳堰梯田由清代湖南長
沙府善化縣吳氏家族移居當地後所建，至
今已有250多年的歷史。
在漢陰採訪，會發現這裡各種方言相互

交織，方圓十里之內就能聽到廣東話、湖
南話、四川話、陝西話等各種方言，幾乎
是「路隔三五里，地同音不同」。外來移
民和本地山民的長期雜居，使這裡形成了
南北交融、獨具特色的民風民俗，北方的
餃子、社火、火獅子和南方的年糕、湯
圓、彩龍船等在這裡和諧並存。
位於漢陰縣漩渦鎮茨溝村的吳家花屋，

仍保留清代中晚期建築風格，是當年吳氏
家族遷到漢陰所居住的老屋。該民居坐東
向西，呈對稱兩進式院落，疊瓦壓脊，合
瓦覆頂，前後簷均有勾頭滴水，正房為樑
搭牆結構。廳房為抬樑式樑架結構，廳房
和廂房有木板迴廊。整座建築除正房外均
為青磚砌牆，正房為土坯牆。從中不難看
出，吳氏家族定居漢陰後，墾荒造田，修
渠築堤，建寨賑饑，經商辦學，頗有口
碑。

梯田發達富裕一方百姓
長期致力於陝南移民文化研究的中國作

協會員、陝西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陳良
學認為，清前期的「湖廣填四川」及其所

延伸的「湖廣填陝南」移民運動，不僅極
大地改變了中國漢、唐以來由北向南移民
的格局，開創了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大移
民的先例，而且實現了由政府強制移民到
支持鼓勵性政策移民的轉變，由被動的政
治性移民向自發性經濟移民的轉變。
南方各省客民墾荒成熟後，不甘於默守

雜糧的種植常規，南方以水稻種植為主的
習慣促使他們千方百計地引水開田，這就
為改變山區原有的農業結構提供了強大的
潛在力。具有不同生產經驗和耕作方式的
各地人，依己之長，取長補短，促進了農
田水利的發展，形成了梯田、坡地和山間
平地廣泛分佈的狀況。漢陰縣的水田面積
從嘉慶時期的2.2萬餘畝增加到道光初年
的數十萬畝，擴大了數十倍。那時，漢陰
縣堰渠縱橫交錯，比比皆是，當時陝西巡
撫盧坤在《秦疆治略》記載道：僅漢陰一
縣「民間私堰不下數百處，灌田數十萬
畝」。又道：「境內平原約長百里，在在
均係水田。」
陳良學在對堰坪的實地考察中從一通碑

文中發現，堰坪原為「燕坪」，自乾隆年
間南省客民相繼來墾後，阡陌縱橫，渠堰
連畔，故改稱為堰坪。最不可思議的是，
各方移民的湧入帶來了各地最為先進的生
產方式和最為寶貴的思想文化，開創了陝
南經濟社會發展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使原
先封閉落後的陝南山區，一躍而成為中國
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祥地之一。

陝文物局長：
古梯田是完整生態系統

鳳堰古梯田生態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座以
自然山水為背景，以古梯田為展品，以民
風民俗為輔助，保護和展示原生態生產方
式和旅遊的開放式生態移民博物館。鳳堰
古梯田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旨在以古梯田
為展品，以民風民俗為輔助，保護和展示
原生態生產方式和發展旅遊。
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對古梯田的生態

保育系統稱讚有加：「這裡是一個完整的
生態系統，經過了幾百年的歷史考驗。」
趙榮認為，鳳堰古梯田的啟示意義一是在
於中國農耕文化所具有深刻的科學性。其
營造講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保護生態環境，注重生態保育等。第二是
社會借鑒意義，即移民如何落地生根，如
何自然地融入當地生活，和諧生產和諧發
展。作為南方水田和北方旱作交融區，鳳
堰地區文化整合、語言導入、文化遷徙和
傳播中的重要文化現象，是歷史農業文化
景觀遺產，是整合後的新遺產，在中國北

方都是獨一無二的。在這裡，南北農耕技
術相結合，南方水田耕作與北方自然環境
也完美結合。例如，作為水田北移，不僅
水要講究平，田地也要保持水平，其他如
農業技術、水路走法、防旱防澇等都有很
多科學性，在插秧時還要辨別南北氣候差
異，把握秧苗對天氣、水分、季節的要
求。
在古梯田的保護方面，趙榮表示，生態

博物館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是對自然環境
與人文環境、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
遺產進行立體、整體和原生態的保護與傳
承，與旅遊景區和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有
根本的區別。它的展示主體是活態的文化
遺產；它的保護主體和受益者是當地群
眾。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保護、利用傳統
文化和自然遺產，體現人與自然天人合一
理念，增加當地群眾文化自豪感和自信
心，並創造新的就業方式和業態，推動文
化遺產保護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群眾生
活水平提高和環境改善相結合，最終實現
「文化遺產惠民」。趙榮強調，博物館建設
並不是要恢復200年前景觀，採用二牛抬
槓的原始耕作方式，而是鼓勵和促進生
產，將保護和利用結合，絕不因為保護而
阻礙發展。只有把地種好，生產延續下
去，保護才有意義。趙榮認為，古梯田甚
至可以使用小型農用機械等現代技術，提
高生產率，這也是文化的傳承和演進。

古老梯田啟發現代農業
由於中國山丘區比重較大，加之自然歷

史和人口等原因，目前仍在耕種的坡耕地
面積較多。據統計，在中國現有的18.2億
畝耕地中，坡耕地有3.6億畝，並且全為
水土流失土地，產生的土壤流失量佔全國
28.3%，西南、西北等地區坡耕地土壤流
失量佔當地土壤流失總量的50%以上。坡
耕地是中國耕地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直
接關係國家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防洪安
全。梯田古老的農耕經驗無疑為發展現代
農業提供了借鑒，根據《全國坡耕地水土
流失綜合治理規劃》，今後10年內國家將
對1億畝坡耕地實施梯田改造。
農耕價值中蘊含新經濟價值，則是古梯

田裡的新發現。古梯田是中國古代農耕文
明的活化石，是中國水土保持系統工程的
範例。古梯田的開發與保護，將使古梯田
的旅遊價值和文化價值都得到提升，是農
業文明轉變發展方式的新領域。據媒體報
道，雲南省和湖南省已經申報哈尼梯田和
紫鵲界梯田為世界文化遺產，並已經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
備項目。
近年來，漢陰縣把加快旅遊產業發展，

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抓手，以藏在深
山人未識的鳳堰古梯田為核心，整合縣內
兩合崖景區、龍寨溝奇石景區、龍崗公
園、大木壩森林公園等旅遊資源，並聯動
安康瀛湖風景區、紫陽擂鼓台景區、石泉
後柳水鄉和燕翔洞等景區，全力打造該縣
首個4A級旅遊景區——鳳凰山森林公園
鳳堰古梯田景區。

專題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四刊出

C1 2012年4月12日(星期四)

陝西漢陰萬畝古梯田
天人合一 生態典範
3月31日，中國首個移民生態博物館在陝南漢陰縣鳳堰古梯田現場揭牌。由清乾隆時

期湖廣移民來此開拓的鳳堰古梯田，因此備受關注，它不僅是目前中國北方發現的面

積最大，保存最完整清代梯田，更是湖廣移民開發陝南的「活標本」和中國農耕文化

的「活化石」。梯田集「山、水、田、屋、寨、村、廟、農」為一體，融「渾厚、雅

致、奇趣、清新、壯美」於一身，被譽為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典範之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陝西報道　攝：熊曉芳、黃舟山

■實景舞台劇《夢幻鳳江》，講述從清代

湖廣移民在漢陰開墾出神奇壯觀的萬畝古

梯田故事。

■梯田灌溉系統完備，主要依靠4條溪水

自流灌溉，像這樣的堰塘屈指可數。

■茨溝村第一家農家樂。

■保留清代中晚期建築風格的吳家花屋。

■古梯田美景

■梯田營造巧奪天工，自古以來旱澇無

虞。

■村民楊文前家種了2畝梯田，他說這裡

水稻很好種，無災無害，畝產約1500

斤。

■鳳堰地區生態環境優美，78歲的吳老

太告訴記者，她經常上山採藥下來賣。

■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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