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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栽培历史已有1500余年，其生产系统、景观表现及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是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实施有效保护和适当旅游开发有利于其持续发展。通过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及实地调研发现，会稽山香榧

群资源吸引力高，旅游发展潜力大，但是在旅游开发中香榧生产者收入偏低，传承人从业意愿受阻；乡村旅游开发层次

低，存在破坏隐患；当地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认知不足，宣传保护意识不强。今后的古香榧群遗产旅游应该在加强旅

游整体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丰富香榧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旅游产品规模和丰度、完善组织管理、协调利益关系等方面

多下功夫，将居民、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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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history of ancient torreya grandis in Kuaiji mountain in Shaoxing has been

more than 1,500 years. Its production system, landscape performance and folk culture have distinct character-

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prope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our-

ism resources and fiel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ources of the ancient torreya grandis in Kuaiji moun-

tain are highly attractive,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great. However, in the tourism develop-

ment, the income of its producers is low，the willingness of the inheritors is blocked, and the level of tour-

ism development in the villages is low. There are also hidden dangers, insufficient local awareness of heri-

tage resources and weak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the ancient torreya grandis shoul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tourism 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rich its tourism product system, enhance the

scale and abundance of tourism products; improv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oordinate interest relation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erests of residents, enterprises，and different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tourism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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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本身的保护与利用方面，与旅游结合的研究则仅限

于考察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如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等。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栽培历史悠久，其生产系统、景观表现及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是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目前对会稽山古香榧群农业遗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其经济和生态价值方面，而对遗产本

身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关注不够。

本文在进一步收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农业史和旅游管理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探讨会稽山古香榧群生产系统形成与演变的历史，以及农业景观及民俗文化内容，评估其

旅游资源价值，分析其遗产旅游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遗产旅游开发与利用策略，以期为会稽山古香榧

群遗产保护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一、会稽山古香榧群的形成历史与生产系统

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有10万余株香榧大树，其中树龄百年以上的古香榧有7万余株，千年以上的有

数千株，现存最古老的香榧树栽植于公元445年①。会稽山古香榧群主要范围集中在诸暨赵家镇、稽东

和嵊州谷来三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山地经济林果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利用系统，它的起源

和发展历史悠久，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生产系统、农业景观和民俗文化。

（一）香榧的利用与栽培历史

香榧古代称“披”“彼子”，唐代称“榧”。有关于榧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成书的《尔雅》之中：

“彼，杉也。其树大连抱，高数仞，其叶似杉，其木如柏，作松理，肌细软，堪为器也”②，说明两千多年前人

们就用榧树的木材制作器物。据2012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测定，绍兴会稽山区存活最久的古香榧树龄已

经达1567年（即栽培于445年）。不过，关于当地香榧人工栽培以及香榧果采食利用的时间，在史书上并

没有明确的记载。7世纪苏敬《唐本草》记载：“榧实，此物是《虫部》中彼子也”，并在“彼子”条目中注云：

“此彼字，当木傍作皮 ……木实也，误入虫部。”说明在唐代人们就对其药用价值有了认识。宋代苏轼在

《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中赞美香榧：“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根

据史料推测，此诗应为作者任杭州知州时所作，其中的“玉山果”可能指产于浙江会稽山或临近山地的香

榧果。由此可以推想，唐宋时期，随着南方地区人口的增加以及山区的开发，浙江山区开始出现香榧树

的人工培育，香榧果的加工技术和食用品质也有所提高。到元、明、清时期香榧开始大规模栽培。明万

历时《绍兴府志》载“榧子有粗细2种，嵊尤多”③，说明400多年前嵊州已以出产细榧（即香榧）而闻名。

但是由于香榧幼苗生长慢，繁殖系数低，限制了香榧的扩大栽培。20世纪60年代之前，单纯使用大

树嫁接技术，导致正宗香榧培育较慢，面积增加较少。同时，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香榧品种会出现退化

现象。因此，会稽山的香榧生产一直比较衰弱，影响很小。近年来，随着古香榧林的培育和香榧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的兴起，香榧这一传统林果资源才逐步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

（二）古香榧群生产系统

会稽山香榧群农业遗产的精华在于其生产系统之中，主要包括香榧嫁接、栽培与采制。

香榧是由野生榧树培育而成，而榧树本是自然界的野生树种，果实品质高低或好吃与否要等到其长

①王斌、闵庆文：《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②沈国威：《新尔雅：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③万历《绍兴府志》卷11《物产》，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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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熟后才能判断，但是长大的榧树已经无法重新培育、移植造林了，只能将果实品质不好的榧树砍掉，

从而延长了香榧树林培育的周期。后来，绍兴农民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采用根据幼苗形态判断其

未来果实优劣的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香榧良种选育的效率。但是此法的缺点是优良榧树的比例较

低。于是，古人又开始利用人工嫁接技术来培育榧树良种。具体方法是将品质优良的香榧树枝，采用低

位和高位换种方法，嫁接到10年以上的实生榧树上，获得了较好的培育效果。从形态上看，没有经过嫁

接的榧树，都是一根主干直立向天。而人工嫁接培育而成的香榧，其枝桠众多，姿态优美，树体底部凸起

的牛角状疤痕，形态和野生榧树明显不同，是古代树木繁育技术的“活标本”。据统计，绍兴会稽山区50

年以上树龄的香榧有10万多株，均为人工嫁接而来。目前，基本采用先用幼苗嫁接、待培育6~7年后再

进行移栽的方法营造香榧林，效果更好。

在香榧树的栽培方面，由于香榧树成年后要求光照充足，绍兴先民在陡坡山地插上竹子做栏杆，修

筑梯田（鱼鳞坑），并在树基底部30cm的位置深挖埋施农家肥，培育香榧树。抗旱性强的香榧树本身树

冠稠密，叶面积指数高，林中落叶层厚，并且树叶不含树脂，容易腐烂，对水源涵养和土壤改良都有重要

意义。此外，当地民众还在香榧林下套种间作茶叶、杂粮、蔬菜等其他作物，增加经济收入。这样，创新性

地形成了“香榧树—梯田—林下作物”的复合经营体系，构筑出独特高效的水土保持和陡坡山地利用系统。

会稽山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的科技精髓还在于其采制过程。首先是香榧采摘。香榧果成熟时已经

开始孕育下一代幼果，榧农们为了保护幼果和树体，防止自然落子造成损失和导致假种皮损伤影响品

质，一般直接上树采摘而不是采用击落法和拾子法采收。这种采制方法成为了香榧的采收特色。榧农

们会严格按照“成熟一株采收一株”的要求进行采摘，刚刚摘下的香榧，果皮紧实，很难剥离。人们根据

祖传的技法，把它们堆在一起“沤”，即发酵。让堆沤产生的热量帮助青果加速成熟，这个过程非常科学，

叫做生理后熟。几天堆沤后熟的香榧开始变软，传统工艺制作好的香榧可以保存几年而不会变质，可是

用机器剥壳，却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使香榧果仁腐烂。

采摘之后即为其独特加工工艺：“双熜烘制”工艺。双熜烘制起源于清代，关键是用“烘制”取代炒

制，把香榧安排在“熜头”上，这类工艺彻底凭仗烘制者的履历，待固有香气散出，便可收起香榧，把香榧

浸入特制的食用盐水中，坚硬的果壳会被第一次炒制时的高温打开一些类似气孔的通道，这给盐的进入

提供了最好时机，盐分趁机进入果实内部，给本来就充满异香的香榧带去更加丰富的口味。浸泡一炷香

的时候，捞出香榧并沥干，再放在“熜头”上，从头烘制，便能制成“双熜”香榧①。因此，香榧炒制，也是一

门考验人的技艺。

会稽山古香榧种植、养护和采制技艺，以高矮嫁接相结合、上树采摘、堆沤处理和“双熜双炒”等技术

最为突出，这些技艺世代相传，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

二、会稽山古香榧群的农业景观及民俗文化内容

（一）农业景观

香榧属红豆杉科榧属，四季常绿，枝繁叶茂，树冠巨大，蔚为壮观，与古村落、小桥、山岚等构成了会稽

山古香榧群独特的景观。古香榧群景观优美，香榧树有的挺拔高大，有的虬枝错节，有的枝杈旁飞，有的盘

根错节，藏龙卧虎一般，咬住岩缝顽强屹立，尤其是百年以上的古香榧树更是“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

香榧树形成的古香榧林更具观赏价值，奇峰秀谷，形成了榧乡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会稽山

古香榧群的地带性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林。受海拔高度和地形引起的小气候和土壤环境、水分

环境的差异以及人工栽培植物的影响，林中植被类型多样，呈现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

①博雅：《香榧——会稽山农业文明的代表作》，《生态文化》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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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等多种形式。香榧集中分布在300~600米的低山山体中部或丘陵山冈。在这一区域地带性植被、

古香榧、古村落、小溪、奇山秀峰，布局自然而协调。除此之外会稽山古香榧群独特的山地利用系统和独

特的香榧采制工艺，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目前在诸暨赵家镇、稽东和嵊州谷来等古香榧群集中地

已经形成许多与与香榧有关的旅游景点，“赏珍奇古树，品珍稀干果”已成为当地农业观光的重要项目，各

个村落都兴建大量农家乐设施，吸引上海、杭州等地的客人来避暑休闲和休养，对改善当地民生起到重

要作用。

（二）民俗文化

榧树每三年始可采，叠三节，每年采一节，俗称“三代果”。会稽山地区形成了以香榧文化为核心的

农业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山水文化、香榧饮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从古越人时代开始，会稽山就具有发

达的农业文明，大禹选择在会稽山“会稽诸侯”，也说明上古时期此地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会稽山山民在长达千年的香榧种植、培育和采制过程中，逐渐形成与香榧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如

香榧传说故事、围绕香榧祈求丰产平安的各类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等。

如汉族传统的“四时八节”中，香榧都是祈福的优良果品。在嵊州市、诸暨市、柯桥区等乡村，常将

香榧用于婚嫁喜宴上。除此之外闹洞房的游戏也离不开香榧，在洞房中摆放的吉利果中必然有一盘是

香榧。 在嵊州、诸暨山区香榧集聚地，至今还保存着大量围绕着祈求香榧丰产和采摘平安顺利来进行

的民俗活动。

祈求香榧丰收的仪式更加丰富，除了小规模的活动外还存在着大规模的祭祀山神活动。在嵊州西

部的通源乡，海拔400多米的通益村茶坊的七仙姑庙里，作为绍兴会稽山古香榧民俗系列活动的展示现

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村里的香榧要开始采摘的时候，村民们都会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为香榧的丰收与

采摘者的平安祈福。

在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在会稽山周边地区一带，已经形成一个以香榧树和香榧果为中心

主题（或原型）的别具特色的民间传说系列。这里面既包括带有某种神圣性的物种起源传说，也包括越

文化区域的著名历史人物传说、地方风俗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关于香榧来源传说就有秦始皇御口封

香榧、王羲之提笔书香榧、西施眼、七仙姑送香榧树、嫦娥送香榧等多个版本的故事，还有诸暨市赵家镇

的《走马岗与香榧》等传说①。 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承载、体现和延

续了农耕文明条件下会稽山周边地区世居农村居民、手工业者等人群的生命观、伦理观及对未来的憧

憬，至今传承不朽，成为当今现代社会的民间文化的一部分②。

三、古香榧群遗产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一）古香榧群遗产旅游现状及其旅游资源评价

绍兴旅游发展较早，比较有代表性的为鲁迅故里、沈园等传统著名景区，2013年会稽山古香榧群被

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以诸暨赵家镇、稽东和嵊州谷来三地会稽山脉为主的香榧旅游核心地

区，进入快速发展期。2014年绍兴市正式将香榧确定为绍兴“市树”，三大主产地中，诸暨市被授予“中

国香榧之都”称号，柯桥区、嵊州市被授予“中国香榧之乡”称号。绍兴全市现有香榧省级现代林业园区

15个，其中现代林业综合区2个、主导产业示范区2个、特色林业精品园11个。柯桥、诸暨、嵊州等地每

年举办香榧节，举行香榧古道马拉松赛等系列活动，并依托香榧森林公园、香榧博物馆，发展森林休闲旅

游和健康养生产业。截止到2017年底，诸暨赵家镇、稽东和嵊州谷来三地发展农家乐142家，床位5580

①李金昌、金航标、兰传亮等：《香榧古树资源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国林业学术大会》会议论文等，2013年。

②刘锡诚：《越系文化香榧传说群的若干思考——一个香榧传说群的发现及其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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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餐位7500个，年接待游客达165万人次。①

2017年4~6月采用游客问卷调查，对会稽山香榧群的旅游资源潜力打分问卷的22个指标（打分依

据：非常高/好/强烈，9分；高/好/强烈，7分；一般，5分；低/较差/较弱，3分；非常低/差/弱，1分），在会稽

山香榧群进行实地调查时，发放游客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32份，有效率94.86%。对当地居民则主要

是辅助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结束后，进行数据处理。指标评价层因子按照10分制评分方法，通过专家打分法确立权重系

数，并运用SPSS软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每个资源评价单元潜力评价得分（见表1）。

表1 会稽山香榧群旅游资源潜力评价指标分析

编码

A1

A2

A3

一级指标

B1

资源

吸引力

B2

旅游开发

条件

B3

遗产资源

承载力

因素

二级指标

C1

遗产资源

资源价值

C2

遗产资源

质量

C3

设施与交通

支持力

C4

外部环境

支持力

C5

遗产资源

生态适宜性

C6

遗产资源

外部环境

影响力

三级指标

D1遗产资源的观赏美学价值

D2遗产资源的文化价值

D3遗产资源的生态价值

D4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D5遗产资源的知名度

D6遗产资源的独特性

D7遗产资源的保存完整度

D8遗产资源的丰富多样程度

D9区位交通条件

D10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条件

D11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

D12政府是否有恰当的管理规划或政策

D13遗产资源的开发现状

D14与其他旅游项目的组合状况

D15遗产资源的脆弱性

D16遗产资源地的自然环境承载力

D17遗产资源的适游期长度

D18游客保护和尊重遗产资源的意识

D19当地居民保护遗产资源的意识

D20旅游开发对遗产资源本身的消极影响

D21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

D22香榧种植传承者的存续状况

权重得分

0.2075

0.1643

0.2279

0.1626

0.1832

0.2265

0.1962

0.1471

0.2896

0.2863

0.1027

0.0763

0.0356

0.0926

0.1903

0.1367

0.0734

0.1152

0.0859

0.1084

0.0968

0.0605

均值

7.87

7.98

8.43

8.65

8.32

7.52

9.62

8.47

8.96

6.69

7.81

7.63

6.42

7.26

6.03

7.07

7.34

8.52

7.59

4.46

5.17

6.35

根据潜力评价分值遗产资源吸引力、遗产旅游开发条件和遗产承载力因素3个一级指标，遗产资

源资源价值、遗产资源质量、设施与交通支持力、外部环境支持力、遗产资源生态适宜性、遗产资源外部

环境影响力等6个二级指标，以及22个概念的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潜力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

指标体系的评价分析得出：会稽山香榧群在资源吸引力等方面的吸引力高，香榧群自然环境和旅游接待

的承载力中高，旅游发展潜力大，适合旅游开发。

（二）古香榧群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香榧：会稽山脉的绿色宝藏[EB/OL].http://sxtour.sx.gov.cn/col/col14898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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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探讨古香榧群农业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2018年3月初，项目组在绍兴会稽山古

香榧群所在区域，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针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归纳会稽山

古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经济收入偏低，传承者从业意愿受阻。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1），72.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视

情况而定投身到香榧保护开发的行列”，而20.43%的人直接选择“不愿意”，显示出当地农业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的宣传不到位，当地居民没有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不愿从事香榧产业的原

因中，84.95%的人选择了“经济收入不高”，说明目前香榧群的保护传承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没有正相关，

导致其保护传承香榧遗产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在于香榧种植地条件要求高，管理成本尤其是采摘

成本很高，无形中提高了香榧的销售价格，短期收益相对不高。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榧的市场

推广，使青年人不愿意从事香榧行业，而愿意到城里另谋生路，香榧农业遗产传承受阻。

图1 香榧产业从业情况调查

图2 当地居民经济来源调查

其次，乡村旅游低端开发，存在破坏隐患。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上表现了极大热情，62.37%的

受调查者表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乡村旅游（含民宿、农家乐等），见图2。

而从图3可以看出，目前发展当地农业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专业指导人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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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监管制度，很多监管制度浮于表面，形同虚设。说明在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发中，政府引导不足，没

有和农业文化遗产有效结合，虽然当地乡村旅游发展一派繁荣景象，但游客在此地参与的乡村旅游项目

多数与香榧无关，即与香榧群遗产有关的旅游体验不好，没有发挥当地农业遗产的核心吸引力。乡村旅

游只是单纯的爬山涉水，和其他利用自然资源禀赋开发乡村旅游的地区并无差别。

图3 农业文化遗产认知调查

事实上，由于地处山区，当地道路多为狭窄的半山公路，在游客较多的周末及假日，出行困难，黄金

周时期道路几乎陷于瘫痪。即当地旅游虽然具有消费较低，生态环境好，旅游体验好等优势，但是旅游

基础设施没有经过较好的规划设计，餐饮行业多为当地居民利用自家住宅开设，建设不规范。

图4 农业文化遗产认知调查

第三，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认知不足，宣传保护意识不强。从图4的调查结果可看出，54.84%的受调

查者对农业文化遗产不太了解，6.45%的受调查者完全不了解农业文化遗产，只有5.38%的受调查者表

示比较了解。这些数据表明农业遗产知识亟需宣传普及。

古香榧群历史悠久，当地早已形成了浓厚的香榧文化，近年来政府也着重进行了保护与传承的宣

传与实践。但是居民对古香榧群遗产资源价值认识依然不够充足，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香榧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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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续状态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导致香榧传承者流失，香榧文化传承受到影响。这些都需要管理开发

者深度挖掘香榧群遗产资源内涵，唤起居民和游客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促进会稽山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

四、古香榧群遗产旅游开发对策

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促进自然生态保护与地方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当今乡村振兴

的重要手段。会稽山古香榧群要进行遗产旅游开发，首要任务是理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

关系，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针对古香榧群遗产旅游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如

下遗产旅游开发与利用策略。

（一）规划乡村旅游，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确定开发界限，有效保护核心区域。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的前提是传承与保护，不能一味地

追求旅游的适宜性而忽视了原有文化的保护。因此在规划之初就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产业区域与产业

路径进行界定，能有效丰富当地产业模式，确定当地农业文化核心区的界限，限定旅游开发的程度。

其次，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游客体验。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遗产旅游开发，还处于旅游发展的初级

阶段，以观光为主，和全域旅游倡导的休闲度假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应该对香榧群系统农业文化遗产

进行总体规划，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避免低端重复。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要难题，也是香榧群遗产旅游开发中受游客诟病较

多之处。要实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和有效保护，提升游客体验，提高游客满意度，当务之急就

是对旅游基础设施功能和质量进行逐步提高。

（二）挖掘香榧文化，丰富香榧旅游产品体系

会稽山香榧群资源禀赋较好，但主要旅游产品为农家乐、民宿、山水观光、生态度假、静态参观等，旅

游产品的宽度和长度都不够。因此，应该深度挖掘香榧文化，加强基于香榧群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系列

产品开发。

首先，丰富展现形式。会稽山古香榧群千百年来形成了以香榧文化为核心的农业民俗文化等，而会

稽山古香榧群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以中国香榧博物馆等静态展示形式为主。形式较为单一，较难引起

游客的共鸣，更难以互动。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博物馆的游客多走马观花，既不利于发展香榧传统文化，

又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应适当采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展现香榧文化，增加旅游产品宽度。

其次，拓宽旅游产品系列。古香榧遗产旅游开发，不应仅仅停留在民俗和农家乐，而应该和“吃住行

游购娱”的旅游六要素深度结合，即“吃香榧风味食品，住香榧特色房间，行香榧林间小道，游香榧山水文

化，购香榧文创产品，娱香榧民俗活动”。除此还可以开发香榧精油、香榧洗浴产品、香榧化妆品、香榧玩

偶、香榧文具等，让香榧产品通过立体化的市场覆盖，吸引更广大地区的消费者，整体提升香榧的知名度。

再次，设计专项旅游线路产品，增加体验活动。目前会稽山的旅游线路和其他山区的旅游线路基本

相同，“睡觉吃饭，拍照留念”，到会稽山的游客多为半日游或一日游。应基于香榧采制培育工艺等设计

香榧专项旅游产品，增加香榧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住下来，深入了解香榧培育、采摘及其独特高效的水

土保持和陡坡山地利用系统，在增加体验感的同时，得到身心享受。

（三）完善组织管理，协调利益关系

首次，提高认知，动态管理。居民和游客认知不足，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政府对农业文化遗产内涵

挖掘及宣传不足，政策浮于表面，不能产生实际价值。农业文化遗产地也出现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的大

量流失，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经营低成本的农家乐，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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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应该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豪感，提高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吸引

更多的年青人学习传承当地农业技术及文化，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在代际间的有序传承。

其次，有效协调利益群体。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涉及到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政府、游客等相关

利益群体，各群体诉求各不相同。对于当地居民政府应鼓励其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参与到对资

源和利益的分配中来。对于当地非旅游从业者、香榧农业文化遗产继承者等，政府可以鼓励采用入股、

补偿等方式进行协调，将开发和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旅游企业，应该制定并落实相关政策，适当扶

持有效管理。通过对各利益群体制定不同政策，适当合理满足和协调其利益诉求，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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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序跋并非严谨的学术文字，但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序跋，或高屋建瓴总揽学术趋势，或绵密剖

析思辨学术理路，其中有回顾总结，也有前瞻期望，对于学术建设的价值不亚于一篇高质量的专业论

文。《变迁》新增一篇著者自述学思历程的长序，对于初入史学园地的博士生有金针度人之功效。王先生

以二十余年精研生态环境史之学术眼光，将自家撰写《变迁》的学术历程作为个案，结合个人生活与学术

因缘，惠示后学治史门径。自序中既有介入现实的人文关怀，又有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远远超越了个

人学术小天地中的浅唱低吟，展现出一代史家的学问气象。

《变迁》是一部奠定区域饮食社会史之基础，开拓生态环境史之先路的扎实专著。虽历时近二十载，

但其开阔的学术格局、多元的学术视阈、精致的个案分析为新一代研究者树立了学术著作典范；其开拓

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是新一代研究者沿流讨源、深入开拓的起点。《变迁》必然会在饮食社会史

和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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