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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恢复和文化回归的梯田景观格局重建
———以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景观复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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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菲律宾科迪勒拉梯田景观遭到严重破坏、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威胁的现状，通过分析先人建立的“水源涵养林⁃木涌⁃聚
落⁃梯田⁃水系”结构体系以及传统文化对梯田景观格局稳定性的保护和控制，剖析隐含在高山水稻梯田景观背后的生态技术和

文化格局，了解和借鉴先人智慧，结合现状生态、社会问题和地区特征，分析梯田景观恢复的需求和挑战，运用景观生态学技术

手段和对传统文化的唤醒，进行采伐迹地恢复、梯田景观恢复、灌溉体系修复、对抗外来物种入侵，借鉴传统管理模式建立适应

新形势的社区管理和合理的旅游规划体系，重建“森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的景观生态格局，促进传统文化回归，实现高山梯

田景观复兴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关键词：水稻梯田景观；生态恢复；文化回归；景观格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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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科迪勒拉水稻梯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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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ｑｕ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 ｓｈａｒｅ ／ ｉｂｌｎｅｈ００３１４６６５．ｈｔｍｌ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区拥有让世人惊叹的高山水稻

梯田景观，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迄今已有 ２０００
余年的历史（图 １）。 这一文化景观于 １９９５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

被列入该名录的文化景观，享誉全球。 然而，由于物质

文化需求、生产力落后、思想文化变迁、政策与现实脱

节、生态恶化、旅游开发等各方面的影响，导致梯田面积

大幅缩减，世界遗产委员会于 ２００１ 年底将其列入世界

濒危遗产名单。 ２００４ 年，ＪＢＩＣ 基于两个试点中多个监

测基点通过 ＧＩＳ 分析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试点

范围内，最小损伤点为 ０． ０５ｈｍ２，最大损伤点为 ０． １５
ｈｍ２，并推测整个伊富高地区有 ４４—１２３ ｈｍ２的梯田遭

到放弃或破坏，占梯田总面积的 ４．４％到 １２．２％［１］。 虽

然经各界组织机构大力支持和协助，该文化景观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从濒危名录移除 ［２］，但其恢复重建仍面临巨

大挑战，对此类景观格局重建的研究具有普遍和重大意义。
景观生态技术是环境改造更新的重要手段，作为风景园林师，我们将通过分析传统高山水稻梯田景观中

的生态技术，结合地区特征以及梯田景观恢复的需求和挑战，借鉴先人智慧，运用现代景观生态原理和方法，
从生态景观和文化格局两方面进行探讨，促进梯田景观复兴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归，以实现当地经济、社会与

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１　 传统景观格局剖析

菲律宾科迪勒拉水稻梯田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山脉沿线的伊富高省，这个地区是整个菲律宾群岛

中海拔最高、单体规模最大的山地（图 ２）。 水稻梯田分布于海拔 ７００ｍ—１５００ｍ 的高山区域，由分布在 ４ 个市

的 ５ 个梯田群组成，总面积约 ２ 万 ｋｍ２ ［３］。 其坡度超过 １８°的梯田面积占总面积的 ８１．７７％，在这样的高山上

修筑水稻梯田，并且构建一个持续稳定两千年的生态系统，其中必然隐含着深刻的智慧，包含值得后人研究借

鉴的生态措施和技术。 剖析蕴含在原有景观格局背后的生态智慧，就是深入了解其原有景观格局特征、形成

过程及其稳定性的内在机制。 汲取先人经验技术，有助于高山水稻梯田的景观复兴，为保护和恢复人类优秀

文化遗产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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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 年伊富高省境内被确认为世界遗产的地点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ｆｕｇａｏ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１９９５

伊富高高山民族在与自然千百年的斗争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护系统，维持梯田景观的格局稳定，
形成了典型的地域性特质，在竖向形成“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的结构体系（图 ３）。

图 ３　 “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景观体系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ｕｙｏｎｇ⁃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Ｒｉｖ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科迪勒拉高山梯田的全部景观由多个小流域构成，每个流域中都有保护区和生产区。 保护区即位于高海

拔地区的水源涵养林（灌木林和有林地），是公有林区，在景观格局中所占比重最大。 生产区包括处于低海拔

的聚落和水梯田。 保护区和生产区之间由生产用森林或私家林地分隔，当地语称为“木涌”（音译 ） ［４］。
位于最高处的森林通过树冠、叶面及根系对自然降水的吸收和截留，使大部分降水被吸收和涵养，蓄积水

源并形成稳定的富含腐殖质的土壤，维持并延缓地表径流和壤中流，在坚硬岩石上人工开凿的灌溉渠道的引

导下，流经聚落，汇入梯田为其所用，最终源源不断地汇入低海拔地区的河谷，成为水稻梯田水源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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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原始聚落空间景观斑块数量多而密度大，破碎化程度和蔓延性高，与梯田邻接比例较高，因此聚落空间得

以融于森林和梯田、融于自然。 同时，居民地在功能上控制着森林和梯田，早期伊富高人对森林的保护和选择

性采伐、对梯田和灌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对水稻等传统作物的种植等做法，使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分散的聚落

成为控制整个景观格局的核心。 大面积的梯田是整体景观格局中的第二大斑块，水平梯田的建设改变了山体

坡度，减缓了地表径流速度，降低了土壤侵蚀率，从而减小水土流失量。
“木涌”是森林与梯田的缓冲区，是当地居民所用燃料、建筑材料、食物和药品等生活用品的主要来源。

人工辅助育林和选择性采伐是伊富高民族长期以来维护“木涌”的基本方法，较低的人口密度和长子继承权

的规定使得“木涌”的规模保持稳定，它的存在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居活动对自然林地的影响，并对梯田耕作

的整体面貌和地域生态具有决定性影响［５］。
水系位于山谷，由于其低海拔和地面辐射的增加相对温暖。 河谷水流快速蒸发上升形成降水，从而完成

水和能量循环［６］。
“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格局是伊富高民族为了满足自身需要长期生活生产实践，是对自然

进行利用和改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为保护区，木涌为缓冲区，聚落为生活区，梯田为

生产区的结构加之原始居民的劳作、文化，使这一格局得以稳定发展，景观组分之间的物理关系和传统文化的

影响保证了其两千年的稳定。 在进行景观复兴时应充分研究借鉴、科学进行。

２　 现状问题

２．１　 被扰乱的生态系统

菲律宾作为东南亚木材出口大国，森林砍伐现象严重，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木雕产业的扩大，加剧了森林砍

伐现象。 对“木涌”的砍伐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上游森林也被严重破坏，很多原始林演替为灌草群落，“森林⁃
木涌⁃聚落⁃梯田⁃水系”体系中最重要的“森林”要素发生改变，大面积连接的斑块演变为断续的破碎斑块，系
统稳定性降低，其拦截、蓄积、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下降，对地表的保护能力也大不如前，其结果造成水土严重

流失［７］。
为增加土壤肥力而引进的巨型蚯蚓等生物，在缺少天敌的情况下大量繁殖活动，直接导致梯田物理结构

的破坏，造成蓄水流失和众多堤堰垮塌，下游水稻梯田复杂的灌溉体系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房屋聚落的安全

性也受到暴雨的威胁。
森林急剧减少、外来物种的入侵、气候的变化等生态问题的出现，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使可耕种面积减

少，加剧了原始居民的生活困境。
２．２　 传统社会结构瓦解

传统劳作收益很少，在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仅靠种植水稻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年轻一代的伊富高

人对此已越来越不感兴趣［８］，教育、科技等的发展在提高原住民素质的同时，也造成了移民现象的普遍发生，
已经有一多半伊富高族人居住在伊富高省以外。 据 Ｄｉｚｏｎ ＪＴ 的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意愿从事农

业或与梯田相关的事业，且学术地位与从事农业意愿成负相关，这意味着未来高素质高收入人群选择农业作

为职业的可能性较小［９］。
远离家乡的人把梯田视为民族身份的象征，但其对于传统价值遭遇威胁的现状大多无能为力。 对于生活

在这里的人，水稻梯田仍然是糊口食粮的来源，靠保护水源、改良水道来维护。 本土文化拥有者管理社区日常

事务和环境的传统角色被边缘化，改变了当地居民对其传统的认识，动摇了维系梯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导致

大部分区域传统社会结构瓦解。
２．３　 无序的旅游开发

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进而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 然而，混乱的旅游管理使得区域出现了随

意的改扩建，基础设施入侵梯田和森林空间，使其斑块破碎化。 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因建设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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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反而不断恶化。 外界管理机构的介入扰乱了当地人的传统秩序，从美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

度来保护景观，与当地习惯和原住居民保护的轻重次序产生很大矛盾。 森林为保护区，木涌为缓冲区，聚落为

生活区，梯田为生产区的传统结构被颠覆；梯田作为核心景观被严格保护，各种限禁措施甚至影响了梯田原有

的生产功能，而转向以观赏为主（表 １）；为了保护梯田风景，“木涌”被确定为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用

地，而对水稻梯田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木涌”被破坏的事实；无序的旅游开发，造成没有统一规划的

建筑群大量出现，聚落空间不再是融于自然的小面积斑块（图 ４）。 生态系统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压力使当地

人逐渐放弃传统智慧积累形成的习惯，外部各界人士对梯田的保护没有建立在深刻理解当地习俗文化的基础

上，使文化遗产保护陷入僵局。

表 １　 原住居民与现代社会对梯田各要素的态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要素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原住居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现代社会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ｓ 保护 破坏

木涌 Ｍｕｙｏｎｇ 缓冲 破坏

聚落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生活 文化旅游开发

梯田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生产 核心景观 旅游开发

水系 Ｒｉｖｅｒ 维护 未知

图 ４　 没有统一规划的建筑群破坏了梯田景观［１０］

Ｆｉｇ．４　 Ｕ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１０］

３　 挑战与需求

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

留存，从认识到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用怎样的

手段，尽快恢复森林和“木涌”斑块；如何能在保护文化

遗产的同时减轻梯田社群的负担，保持社会活力和文明

进步；建立怎样的旅游管理秩序，使在高山梯田整体格

局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原住居民利益最大化，旅游发展

最优化等。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高山水稻梯田的景观恢复应从

生态、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考虑。
从生态角度，要恢复或重建先人建立起来的“水源

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的生态格局，保证和维持

原生态水循环系统，对抗和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并减轻现代社会发展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角度考虑，在遗产价值恢复的同时要保证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没有经济的发展，新一代

及以后世代的原住居民就不会有信心和兴趣，继续待在山区从事原始的农耕生活。 但同时经济的发展不能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是梯田复兴的基础，梯田复兴，经济才有可能发展，两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因此，要提高农业产量，帮助梯田复兴，并在生态友好的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措施，从
而达到良性循环。

从技术的角度，要实现梯田的复兴、文化遗产价值的保存，相关技术手段必不可少。 本文研究了有关采伐

迹地、人工抚育、自然演替、灌溉系统等方面的工程措施和技术手段，以支持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并
应用风景园林相关手段，创造符合当地特色的公共空间，以激发区域活力。

从文化层面，则主要考虑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归。 梯田的开辟，形成了高山民族特有的梯田文化。
所谓梯田文化，是指伊富高人在梯田垦耕的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思想行为、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等，反映

于这些民族的衣食起居、家庭婚姻、宗教信仰、艺术取向等方面的风俗民情［１０］。 这是梯田景观所承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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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也是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最珍贵的部分。 文化是人创造的，并需要人和人的活动来维持。 因此，景观复

兴也要将“人”考虑在内，历史延续性和时代发展性并重。
从社会的角度，这种做法应达到对其他类似的案例产生积极影响的效果。 梯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如

北非、地中海沿岸、法国、中美洲及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由于其耕作和维护的艰辛、
旅游开发的干扰等多种因素，许多区域的梯田被废弃。 梯田尤其是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高山水稻梯田保护刻

不容缓，期望通过该地区的案例研究，得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结论及可以推广应用的科学方案。

４　 主要策略及设计方法

对于这样一个包含神圣传统和微妙社会平衡的自然结构，任何非自然介入梯田的方式都没有道理。 通过

研究，我们从生态和文化两方面入手，提出若干解决策略和设计方法，以期对科迪勒拉梯田景观复兴有所帮

助，同时希望能够对其他相关案例有所启示。
４．１　 生态景观重建

４．１．１　 采伐迹地恢复

保护和恢复梯田景观的根本在于恢复林地斑块的完整性，通过上游森林的恢复和废弃水稻梯田的重新种

植，重建“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的格局。 使用人工造林的方式引导和加速自然演替，在高海拔区

域形成水源涵养林，恢复传统保护习惯，从管理制度和政策层面加强对森林、“木涌”的保护。 具体措施如下：
在对采伐迹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海拔高度选择若干试点，选用当地乡土树种进行造林。 首先引入

乡土先锋树种，海拔 １２００ｍ 以上种植以热带松树为主的针叶林带，１２００ｍ 以下种植以龙脑香科为主的阔叶林

带，林下适量种植耐阴地被植物，在靠近村庄的“木涌”区域种植经济林带，实行轮流砍伐的方式，既满足和适

应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又维持了必要的生态平衡（图 ５）。 在初步造林的基础上维持 ３—５ 年人工抚育期，对
于造林之后出现的林地进行补植或疏林，对可能出现的病虫害进行防治。

图 ５　 人工辅助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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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抚育的基础上，应形成如下的演替过程：原本裸露的地表开始出现喜阳地被植物和灌木，自然演替

初步开始；随着顶层乔木的生长，郁闭度增加，耐阴植物开始出现，加上人工补植的地被植物，进一步加速自然

演替，同时阔叶乔木初步生长，林分结构不断完善，最终形成水源涵养林体系，森林在传统生态景观格局中的

作用重新体现，传统格局开始恢复（图 ６）。
由于短期内无法改变当地居民采伐森林以补充财政收入的局面，可以在造林的同时，划定少许区域，设定

采伐时间，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经济需求。
４．１．２　 梯田景观恢复

恢复原住居民的传统劳作，保护梯田核心景观。 修复坍塌的梯田围堰，鼓励和资助当地居民恢复传统稻

作和生产周期，选择非水稻生长期适当进行水产养殖等活动，研究发展本地水稻品种和新的农耕方法，提高产

量，利用旅游产业将其作为高档有机食品推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梯田系统的维持与提高农民收入

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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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人工辅助传统格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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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灌溉体系修复

在上游森林恢复的同时，开展水系修复工作。 重点修复传输设施、垮塌的堤堰以及灌溉设施。 在原住居

民中选举专门人员对水系设施进行常年维护，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１１］，设置专门机构对水系修复工作进

行日常监督和考察，恢复原有人工灌溉系统。
４．１．４　 对抗外来物种入侵

杜绝随意引进外来物种，对于已经发生的入侵现象，进行跟踪监测和综合治理予以补救。 菲律宾水稻研

究所的相关研究证明，现存中的某种地鼠，能够在消灭蚯蚓的同时，而不对庄稼造成危害，这种地鼠可以作为

蚯蚓的克星而适量运用，既环保又能非常有力地解决梯田问题。 另外，加强植树造林项目，选用本地树种，在
水稻梯田边缘形成隔离带，保护水域生态［１２］。
４．２　 文化格局重建

面对传统文化的没落，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崭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无法找到自身

的文化认同，造成日渐迷茫与挣扎。 原住居民作为梯田景观的灵魂，对梯田景观格局的恢复和维持起着决定

性作用，留住原住居民，使其发挥维护梯田格局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是文化格局重建的关键。
原住居民出走的主要原因是单纯的农耕和森林采伐无法满足其经济需求，因此要拯救传统文化，必须留

住原住居民及其传统生活方式。 作为风景园林师，我们拟通过复兴农业、整合聚落空间、完善基础设施、发展

旅游业等方式提高本土文化拥有者生活水平，让伊富高人重新回归土地。
人的行为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时间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聚落空间尤其如此，其外部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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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应该是发展的、延续现代生活的［１３］。 因此，在进行聚落整合时，不仅要研究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更要

结合现状和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围绕现有的村落，在保证梯田景观不被破坏和梳理现状房屋、交通的基础上建

立点状的开放空间，用公共空间体系构成连接各个聚落的桥梁，增加社区活力、修复传统建筑，同时在聚落和

公共空间中植入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条件，为当地居民创造交流场所。 耕作区同样应具

备零散的点状休憩空间，一方面为耕作者提供适当的休息场所，以提升耕作环境的质量。 另一方面，经过的游

人也可小憩于此，增加对梯田风景的体验与感知。
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以梯田农业景观和丰富多彩的伊富高民族文化为基础，发展具有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旅游产业。 为避免旅游业与当地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为外来游客提供特

定游览空间，划定游线和区域，在对原始梯田格局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沿现有道路和聚落节点建立服务于游人

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形成体系的同时，景观斑块应小而分散，呈点状或线状。 在村庄聚落周围建立土特产交

易区域以及当地民风民俗体验区域。 由此增加当地收入和经济来源，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归。

５　 结语

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有其自身生态、文化条件的特殊性，其景观复兴必须建立在尊重传统、尊重

原住民的基础上，切实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应当地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具可操作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进
行保护恢复时也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改善地区的生存环境还需要世界范围内给予更多的帮助

和关怀，景观、生态行业应当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菲律宾科迪勒拉梯田的现状和未来不仅关系到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得与失，更警示世人生态环境和传统

文化的无价性。 研究梯田文化景观格局重建，可以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并促进类似景观格局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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