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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生态文明到现代绿色发展：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叙事1

傅丽君 1

（1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论文探讨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的多维度路径，分析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绿色发展之间的互动

关系，重点研究了如何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推动农村绿色发展。论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文化

根基，强调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理念、节气管理与地方性生态保护实践的价值。接

着，探讨了现代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包括绿色农业、绿色技术与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中国农村在绿色转

型中的成就与挑战。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性实践与全球视野的结合，提出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推动全球

合作，中国农村能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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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农村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面临着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等一系

列生态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生态问题依然存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传
统农业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亟需解决。然而，鉴往知来，继往开来。了解中国的传统生态文
明智慧，才能为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和实践经验，为现代农业提供生态保护的解决方
案。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农村从传统生态文明转向现代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将传统农业文化与
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推动中国农村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生态文明的转型，形成既适合中国农村的绿色
发展路径又符合全球生态要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讲好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叙事。

关于传统生态文明与现代绿色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如何将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许多学者探讨了传统生
态文明在应对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的作用。例如，西方的“生态传统知识”[1]研究强调本
土社区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与管理方式[2]，这些传统知识在自然资源管理、气候适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
近年来，我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国内诸多学者指出我国存在着“社会-生态新陈
代谢断裂”[4]、“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5]等生态问题，在“天人合一”、农谚文明、农耕文
化等传统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理念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态管理[6]。此外，关于传统农业技
术[7]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国内研究普遍侧重于传统智慧的总结与理论探讨，如何将其转化为现代绿色
发展的实践路径，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本文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绿色发展进行融合研究，
尝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找到二者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案例，探索如何将地方性
生态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提出适合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转型路径。其次，本文还将着重探讨传统
与现代、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农村如何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绿色发展模式，从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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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生态文明：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文化根基

（一）传统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传统生态智慧的哲学基础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在农业实践中通过节气、轮作、休
耕等制度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民间的生态管理智慧则为地方性的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提供了有效
的解决方案，为现代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根基。

1.“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本框架
“天人合一”的哲学立场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宇宙秩序的理解，在实际应用上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农

业生产的模式、生态管理的方法以及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具体而言，儒家学派提倡“仁民爱物”[8]，将道德
关怀扩展至非人类生命体，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并保护自然环境；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最好
的治理方式就是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阴阳五行学说通过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
机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这些哲学流派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促进了
古代社会对自然资源合理使用的认识，并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启迪。

2.传统农业与自然节律：自然与农业的和谐互动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高度重视自然界的节律变化，尤其是通过“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观察季节变化、

气候特征以及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农民能够准确把握播种、耕作、收获等农业活动的时机，从而实现农业
生产与自然节律的和谐互动。此外，传统农业的轮作与休耕制度，也是基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通过合理
安排作物的轮换与土壤休养，不仅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保护土壤的肥力与生态环境的稳定。

3.民间智慧与地方性生态管理：水资源管理、土壤保护等
民间智慧在地方性生态管理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民间生态管理技术如水资源管理和土壤

保护，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例如，古代的“龙潭水法”通过合理的水资源调度与分配，保障了农村的
水利供给与农田灌溉；而“梯田”建设与“耕作休耕”制度则有效防止了土壤侵蚀与过度耕作，保持了土地的可
持续生产能力。这些地方性生态管理方法，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二）传统生态文明在农村生态管理中的实践

中国农村的生态管理实践深受传统生态智慧文明的影响，传统农业技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展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1. 传统农艺：如何通过传统的农业技术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循环
传统的农业技术，如轮作、间作、休耕等，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有效地避免土壤退化和

养分流失，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9]。例如，传统的“轮作”制度通过不同作物的交替种植，有效地减少
了某一作物长期种植导致的土壤贫瘠问题，并有助于恢复土地的养分；而“间作”则通过合理搭配不同种类的
植物，形成多样化的种植结构，增加土壤的生物多样性和肥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降低了化学农药
的使用。此外，休耕制度在古代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可以让土地得到有效的休养生息，还能有效减少土地
荒漠化问题。这些做法也正符合现代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理念，强调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持
生态平衡。

2. 乡村文化与生态伦理：如何通过传统文化促进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乡村文化与生态伦理息息相关，农村地区通过深厚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人们对自然的尊重与珍惜[10]。

例如，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通过合理的水利管理，如“沟渠灌溉”与“水车取水”来确保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村民们遵循“滴水不浪费”的原则，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对水资源的节约。此外，民间常有“粮食打进仓，莫忘
灾和荒”的谚语，倡导粮食的合理利用和食物的循环。传统文化中的“敬天爱地”精神，进一步促进了生态伦
理的形成。农民通过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活动，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例如，祭祀山川、河流
等自然景观。此外，乡村文化中的“公田”和“共耕”制度，体现了集体合作与资源共享的理念，这种集体性的
资源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

传统生态文明对现代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绿
色发展的元素，并通过现代化转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绿色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需解
决的课题。只有通过文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真正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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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绿色发展：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路径

（一）中国农村的绿色发展现状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现状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推进的态势，种种实践不仅推动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还
为农村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1.生态农业与绿色种植：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的推广
生态农业与绿色种植是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通过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倡生态友好型的耕

作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例如，江浙等地积极推进有机水稻、绿色果蔬和生态茶园建设，极大
提升了农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

此外，循环农业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尤其是在畜禽养殖与种植业相结合的模式中，粪
肥通过科学处理变为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

2.农村绿色产业的兴起：绿色能源、绿色旅游、生态产品的开发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农村绿色产业快速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能源领域是其

中的重点，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能和生物质能，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旅游则将生
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许多乡村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乡土文化，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和乡村民宿
经济，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这种模式不仅拓宽了农村经济发展渠道，还促进了农村人口就业和传统文化
的保护。同时，生态产品开发逐渐成为新兴领域。特色农产品的绿色品牌化、生态食品的标准化生产和市
场推广，使得生态产品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资源。通过网络电商平台的推动，农村生态产品逐渐走
向全国市场，甚至进入国际贸易体系，增强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

3.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实现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生态环境保护是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二者的

深度结合推动了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改善，形成了农村经济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近年来，国家
在农村地区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如水土保持工程、生态湿地建设以及农田退耕还林等措施，使得农村
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此外，绿色村庄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的重要实践。在这一过程
中，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厕所革命、污水处理、清洁能源推广等措施全面推进，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居
环境。

（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路径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从传统生态智慧向现代绿色发展的重要转型中。这一过程中，如何从传
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绿色发展动力、实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的结合、并探索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
实施路径，成为推动农业与生态环境双重发展的关键。

1.如何从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绿色发展动力，推动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发展
传统生态智慧是中国农村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在现代绿色发展中，充分汲取这种智慧，可以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动力与实践资源。例如，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一思想在现代生态农业中依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
遵循自然节律和生态循环，农村地区可以减少对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依赖，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恢复。
此外，节气与农事结合的传统农业经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气候风险管理方面也有借鉴意义。传统农艺
技术如轮作、间作和休耕，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还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将这些传统智慧融入现代农
业，可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2.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的结合：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管理方法的融合
现代绿色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生态智慧，还要通过现代技术的引入，实现传统农业管理方法的优化升

级。现代农业技术包括精准农业、物联网监测、生物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等，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资源利用率。例如，传统的农田水利管理与现代物联网监测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精准灌溉和水资源高
效利用，既减少了水资源浪费，又提升了作物产量。同样，传统的有机肥施用方法与现代生物肥料技术的
结合，可以更好地改善土壤质量，促进绿色种植。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农民可以实时监测土壤、
天气和病虫害状况，从而优化种植策略，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形成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农业
管理模式。

3.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从地方实践到全国推广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实施，是实现全国范围内农村绿色转型的关键步骤。不同地区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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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文化背景和农业资源，因此绿色发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尊重地方特色，才能取得
长远效果。地方实践是绿色发展理念本土化的重要切入点。许多地区通过发展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和绿色
产业，形成了具有本地优势的绿色发展模式。例如，云南地区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发展生态茶园，推广有
机茶叶产业；江苏地区通过生态循环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探索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这些实践经
验不仅推动了地方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在本土化实践基础上，应通
过政策支持、经验分享和技术推广，将地方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绿色发展全国联动机制。政府可搭建跨
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推动农村绿色发展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实践，最终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

三、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叙事：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互动

（一）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不仅是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的结合，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独特探索。通过地方性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国不仅传承和创新了本土生态智慧，还在全球绿色发展趋
势中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路径和角色。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深深扎根于本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之中，具
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性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得到了现代科技的支持与强化，
实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有机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与国际绿色发展趋势相契合，尤其是在推动绿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随着全球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普遍强调绿色经济、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中国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深化。例如，中国在推动绿色农业的同时，不仅采用国际先进的农业技术，
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技术、生态农业和环保理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与全球绿色发展趋势的
对接，中国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仅学习和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还通过自主创新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农村加速转型，推动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
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的
互动中，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本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范
式。

（二）地方性实践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地方性实践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推动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动力之一。通过将乡村文化与生
态文明结合，不仅能够增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还能够促进绿色发展。

1.乡村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结合：地方文化如何推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深深植根于地方的乡土文化。许多地区的生态管理理念和农业生产方式，

与本地的传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浙江省安吉县，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得到了有机融合。
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规律，采用无公害的种植方式，这种传统的生态管理方法
得到了现代有机农业的支持。安吉县通过保护传统农业技术，发展有机茶叶种植，成功推动了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效益。安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促使了生态保护，更通过绿色茶园旅
游将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结合，为当地带来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样的，陕西省的“延安生态农业”项目。
延安地区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土地保护和水资源利用的智慧。当地农民依靠“轮作休耕”和“水土保
持”的传统方法，保护了土地的肥力和水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延安结合这些传统农业技术，引入了现代环
保技术，推动了绿色农业的发展。通过实施生态农业，延安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还通过发展生态旅
游和绿色产品市场，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延安的实践证明，乡村文化的传承不仅保护了自然资源，还
为现代化的生态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的双向作用：如何通过文化传承增强农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
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双向作用是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传承乡村文化，可以

增强当地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而绿色发展则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以四川省的“熊猫栖息地文
化保护”项目为例，四川通过整合地方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同时，推动了当地的
文化传承和绿色经济。传统的四川地方文化与大熊猫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四川农民通过恢复传统的植树造
林和防治水土流失的文化习惯，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通过“文化+生态”的双重推进，四川不仅保护了自然
资源，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在文化传承的同时，绿色发展为传统文化提供
了新生机。贵州省的“苗族文化与生态旅游”项目是另一例。贵州的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例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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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天然植物进行草药治疗、尊重自然和节约资源等。当地政府通过推广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将苗族
的传统文化与绿色旅游相结合，既保护了地方生态环境，又吸引了大量游客。绿色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
济的增长，还为苗族文化的传承创造了新的空间。贵州的这一做法，证明了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可以形成
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绿色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地方文化通过绿色发展得
到了新的活力，而绿色发展通过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地方经济提供了新的支撑。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可持
续性，正是通过将地方性文化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在实践中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
标。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双向作用，增强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根基和活力，也为全
球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与经验。

（三）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的国际化经验与展望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不仅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应积极参与全球
生态治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对国际生态文明经验的借鉴，可以推动中国
农村绿色发展，同时，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示范作用，为全球生态治理
提供借鉴。

1.国际生态文明经验的借鉴：如何结合国际经验推动中国农村的绿色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农业、环境治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德

国的“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模式”是全球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典范。德国通过严格的有机农业认证体系、生态补
贴政策和循环农业模式，实现了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在农村推行更严格
的有机农业认证体系，并鼓励农民采用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秸秆还田、生态养殖等方式，实现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性。

此外，荷兰的“智慧农业”模式也值得借鉴。荷兰通过高科技农业设施，如智能温室、精准滴灌和数据驱
动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减少了资源消耗。中国农村在推进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可以学习荷
兰的经验，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农业设备，提高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在
江苏、浙江等地，一些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已经开始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提高了农业的可持续性。

2.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全球性贡献：如何通过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参与全球治理
随着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验也在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示范。例如，浙江省“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通过改善农村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成功推动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
一模式已经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可，并被推荐到多个发展中国家，帮助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
态退化问题。中国的农村生态整治经验不仅提升了国内的乡村生态环境，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践借鉴，
成为全球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此外，中国在荒漠化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库布其沙漠治
理”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通过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和政策
支持，中国成功将大面积沙漠变成了可利用的绿地，并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收益。这一成功经验已被推广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非洲、西亚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帮助当地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发展绿色经济。
这一模式的全球推广，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积极贡献。

结论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生态智慧到现代绿色发展的动态过程。传统生态智慧，如“天人
合一”理念、农耕文明中的自然节律管理以及地方性生态保护实践，为当代农村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
根基和实践经验。在现代绿色发展阶段，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和环境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推动了农村经济
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同时，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步实现从地方性实践向全球化贡献的转变，在
借鉴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绿色发展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借鉴。从传统到现代
的生态转型路径，体现了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的双向促进作用。一方面，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绿色发展提
供了思想资源和可行的生态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现代绿色发展技术和理念为传统智慧的传承与创新注入
了新的活力。在国家政策、技术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进一步走向
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路径，分析区域性差异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影响。同时，可深入研究绿色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探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
农村生态文化的可持续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经验的共享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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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a narra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rural China

Fu Lijun1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path of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aly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and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how to promote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thesis first reviews the cultural roots of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sation, such a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management of festivals and loc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Next,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green agriculture, green technology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pointing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practice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is further analysed, suggesting that by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global cooperation, rural China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Keyword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gree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wisdom,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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