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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was listed on the National List of Non-heritage Representative Items in 2014.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of “rice cul-
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xcavation,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the rice culture in the CNKI literature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trends, research theme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rice cultur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on rice culture was not high in general, 
and the excavation,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ice 
culture are still the core contents of research on rice culture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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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2022 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过保护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倡议的 20 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注重。关于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1]。稻之道是人类生存发展之道，

是生命的历程，是文明的道路。中国原始的稻作文化源于万年仙人洞的原祖

移植种下第一颗水稻，并于 2014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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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农业农村部将推行文化传承与保护工程，全面展开第七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工作，这将对于加强农耕文明的传承与保护具有深远

影响。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工业化逐渐覆盖，传

统的农耕种植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宝贵的技能和经验也逐渐从人们的视

野中消失。古代稻作文化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最

具有代表性文化之一，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有必要研究稻作文化，为系统保

护和传承稻作文化、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2. 相关文献评述 

(一) 关于稻作文化的定义 
从苏联学者最初提出的稻作文化这一概念到后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

原上海社科院黄强教授等人翻译至中国，到目前为止，“稻作文化”这一概

念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陈飞平等(2018) [2]对稻作文化的定义是祖先在

长期水稻耕作中累积的稻谷生产、农业技术经验以及衍生出的生活方式、民

俗节日和民间文学。在《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中讲述到稻作文化是指

在稻米种植产生的方方面面，所包括由稻作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

方面，不仅涉及谷物及相关产品生产过程方面，还包括受稻农生产影响的民

俗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稻作民族独特的性格、爱好和文

化心态。厦门理工学院刘芝凤教授在《中国稻作文化概论》中认为稻作文化

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区别，广义的稻作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

农耕文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农民鲜明特色的思想精神和物质资料生产及生

活习性的总和”。狭义的稻作文化是：“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农民长期在生产

和生活实践中被公认并共同遵守和沿用的民俗事象，即稻作民族的民俗特色

文化”。 
(二) 关于稻作文化的起源 
中国稻作起源问题是一直争议不断的问题。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以及对考

古学家发现的实例分析，中国的稻作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甚至一

万年前。目前所发掘的一些与稻作农业相关的重要遗址主要有：浙江北部的

河姆渡遗址、湖南彭头山遗址、湖南道州寿雁镇玉蟾岩与仙人洞、河北省舞

阳县城北部的贾湖栽培稻、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等。据一项

资料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已经发现 144 多处，长

江中下游就有 112 处。目前关于稻作起源地在学术界概括起来主要有 5 种

观点——云贵高原起源说、华南地区起源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黄河下游

起源说以及多中心起源说。 
关于云贵高原起源说，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渡部世提出。这一学说的提出

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然而，韦斯(1996) [3]认为，要确认中国稻作的起源地，

这一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云贵高原说仅仅具备其中一条。杨成

(2020) [4]通过对各种水稻起源学说证据材料的梳理和比较，提出就目前贵州

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文献来看，还无法支持贵州为水稻起源中心的结论。童

恩正(1984) [5]的观点与丁颖先生相一致，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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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亚洲栽培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杭州湾一带，

但更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并且，在野生稻在数量

或品种上中国南方远远超过杭州湾邻近地区，并发现了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

早期遗址，已出土的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杵等可视为从事农

业的工具，人们已能利用谷类作物。这些谷类就是水稻。因此，关于华南地

区农业的来源很有可能具备特有的发展方式。关于长江中下游起源说，这一

观点主要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以及后来长江中下

游地区大量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的发掘，它也是目前最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和

普遍认可的说法。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闵宗殿(1979) [6]。关于黄河下游起

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多，主要有李江浙的《大费育稻考》(1986) [7]。
关于多元说，由于在中国许多都发现了野生稻和发掘出稻作文化遗址，所以

也有些学者认为栽培稻在多起起源的可能性也很大。例如严文明提到：“既

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

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 
“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

栽培稻起源中心”。匡达人(1996) [8]在《长江中游的稻作起源及其发展》中

则明确阐明了自己的多元说观点。但是，此观点提出后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

驳，认为稻作农业是能动性发明，多起源说则将之视为普遍性的发现，即否

定了文化的传播，也将稻作农业看作静止的活动。 
(三) 关于稻作文化的演变形式 
稻作文化多种多样的形式演变主要分为文物遗址、民俗生活和文学艺术，

充分体现了稻作文化的延续性、历史性、完整性、地域性和独特性。 
一是文物遗址。文物遗址作为稻作文化的载体，主要为稻谷遗存和稻作

工具，如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湖南彭头山遗址、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等均

发现稻壳、碳化米及格值时石等稻谷遗存，在浦江新石器时代遗址、江苏草

群山遗址兴义市猫猫洞人古文化遗州等挖掘出了石磨盘器、铲、墨和纸等文

物。这不仅为起源分化和传播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更是中国传统农

耕文明的呈现。 
二是民俗生活。食之稻最实际的价值体观，米饭、米粉、米酒等美食反

映出不同民族的食俗文化，人们在长期的稻田农作实路中总结了稻作技术和

经验，如“清明前后，撒合种豆”、“小暑小割，大暑大割”等都值得后人

学习借鉴。 
三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稻作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动态传承，歌舞礼仪、

戏图和神话是稻作文化艺术的生动体现。各民族共同的稻作语言、农谚号子

和民间长诗等多反映稻作生活，蕴含着独特的稻作文化。谷粒纹、植物符号、

水波纹和蛙鸟等图腾在服施、陶器及青铜器上均折射了民族意识的稻作文化。 
(四) 关于稻作文化的影响 
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稻作文化与民风民俗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胡宝华、

刘立策(2017) [9]根据目前已有关于花山岩画与稻作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

花山岩画中，诸多图像元素体现出丰富的稻作文化特征，如“蛙形人”、“日

芒纹”强调对青蛙、鸟的崇拜，“饰羽人”、行船图强调对太阳、江河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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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以及人们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的祈愿。稻作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生态融为

一体的宇宙观，在当代社会依然极具生态环境保护价值。庞乾林等(2021) [10]
提出，稻作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精耕细作、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合人间”，

充分体现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

典型代表。 

3. 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期刊选择来自“北

大核心”、“CSSCI”和“CSCD”目录的期刊为对象来源，以“稻作文化”

为主题词检索发表时间在 1993~2023 年的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0
日，共得到 324 篇，从中提剔除掉与之不相关的文献并删除简讯、学界新闻、

会议通知等文献，最终获得文献 226 条有效数据(见图 1)。 
由图 2 可知，1993~2023 年间稻作文化研究发文量相对不高，总体在 2~10

篇上下波动，其中在 2005 年稻作文化的发文量迅猛增长。2005 年，联合国粮

农组织认定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于是相关专家

开始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研究，稻作文化作为农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受到学界迅速关注，从而呈现出“爆破式”激增状态。党和国家及相关政策

的出台的确推动了稻作文化及其各农业文化主题的研究。但是，现代农业及

技术对农耕思想冲击等原因的影响下，稻作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的上升

空间。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重视及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特

别提出，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在未来必将呈现一定的规模。 

4. 研究主题和热点分析 

为了研究稻作文化的研究历程、热点及前沿，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

筛选后的 226 篇有效文献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分别得到关于稻作文化文

献研究的关键词时间线图(图 3)、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5)。 
 

 

图 1. 文献数据筛选漏斗图(单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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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文量趋势图 
 

 

图 3. 时间线图谱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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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键词突现图 
 

时间线图可以呈现研究主题的趋势变化情况，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影响

力越大，节点密度越多表明在此时间段里研究内容越多。分析之后共得到 6
个标签，包括：稻作文化、农耕社会、稻作起源、民俗文化、传承、水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水稻种植起源的研究工具及考古材料的进一步提

升和丰富，学者们的关注点不仅是对传统民俗文化领域研究中的由水稻种植

映射出来的民族特色文化，而且还对稻作文化与特定的稻作民族之间的关系

进行深入研究。学者对于稻作文化的多视角多学科跨地域的研究，取得了大

量具有丰富创见性的成果。在 21 世纪时期，稻作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全方位、

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时期，学术界也将面对的新的环境和挑战，学者们应

不断探索解决路径，如关于稻作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对于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继承发扬及稻作文化与民族文化根脉的研究。 
关键词共现图谱是对多次出现的关键词的总结，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其

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每个节点都代表某一个关键词，节点

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稻作文化”、“稻

作农业”、“稻作起源”、“栽培稻”、“水稻”等关键词的频率较高，可

以发现，目前对稻作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稻作文化及其起源、农业等关键词。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突发性研究，可以得到在某一时间段内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动。稻作起源是 1993 年的研究热点；稻作农业是 1995
年的研究热点；水稻生产是 1998~2001 年的研究热点；隆安壮族、万年贡米

是 2009~2011 年的研究热点；传承是 2017~2020 年的研究热点。受“环境论”

的影响，翁齐浩(1994) [11]在提出珠江三角洲全新世环境变化会直接导致不同

文化类型演替或兴起时，特别指出稻作农业开始于青铜时代。朱俊明、唐合

亮(1994) [12]提出，日本古倭人的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古吴越。随着稻作起源

的研究方法和考古证据的提升与拓展，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稻作农业辐射出的

民间文化，郭家骥(1997) [13]以西双版纳某村为代表，分析了傣族稻作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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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传统实践、现代衍变及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伍文义(1998) [14]指出了布依

族地区地名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特征。翟鹏玉(2007) [15]提出，壮族稻作神

话群依靠其特有的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壮族等民族的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特

质，形成了科技与生态相统一的生态审美叙事范式。“那”状语意为“田”，

指土地或田地，壮族先民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故壮族为稻作民族。中国

壮族和泰国泰族都是自古从事稻作生产的民族，潘其旭(2008) [16]从“那”字

地名和稻作文化的研究，表明壮族和泰族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共同的特征和发

展过程，从而提出特定的地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定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李君亮、陈艳(2017) [17]指出“那”文化的传承困境，并提出“那”文化只有

作为文化与技术的双重基础上，“那”文化才得以延续。韦亮节(2023) [18]
提出，针对壮族稻作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在横向上与非遗项目、网络、文

娱活动等相结合，还要纵上挖掘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诸多内涵。在全球化、现

代化与工业化的大环境下，传统稻作文化正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迫切需要找

到一条适当的路径来解决保护、传承和发展问题。 

5. 结论与展望 

稻作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 2014 年被列为国

家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稻作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吸引了更

多的人类学者关注。本文通过对稻作文化的趋势变化、研究主题焦点及研究

阶段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了国内近年来稻作文化的研究趋势。 
其一，稻作起源作为久远的史前时代产生的一个历史之谜，为学术研究

留下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到目前为止，以往研究表明这一复杂的文化课

题无法通过任何单一的研究和方法获得，而是需要多学科交叉与多领域合作

的综合研究。而且，由于现有资料不足，很多难题还需要进一步揭示，所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稻作起源的研究依旧是不断探索与积累的过程。 
其二，稻作文化研究涉及范围广，集中在民俗学、人类学、旅游学、考

古学、文化学、农学以及生态人类学等领域，跨学科研究不多。研究主题地

域性比较明显，如江西万年、云南哈尼、广西龙胜等；主要以少数民族为研

究对象，如傣族、苗族、壮族等，可见稻作文化与民族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形成的稻作文化各有不同。未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

发展，将逐渐塑造具有地域鲜明特色且与时俱进的稻作文化，并应该从多个

角度对稻作文化进行探索和阐释。 
其三，稻作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当代社会，大多数

人已经脱离了水稻农业生产，水稻文化在他们心中的记忆越来越少。然而在

近年来，稻作文化存在价值与日俱增，包括在振兴乡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凝聚力、建设幸福家庭和精致社会、提高公民意识共建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都

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这些稻作文化，具有厚

重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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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稻作文化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分析 

摘要：稻作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 2014 年被列为国

家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研究围绕“稻作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计

量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挖掘、保护、传承及乡村振兴

提供参考。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库中的稻作文化为研究对象，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近年来我国稻作文化的研究趋势、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

研究发现：稻作文化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不高，稻作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

及可持续发展仍然是稻作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稻作文化，研究热点，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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