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2024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生  态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陕西汉阴凤堰梯田：：

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物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活起来””

凤堰梯田位于陕西省安康
市汉阴县漩涡镇，距县城24公
里，灌区总面积约5.12万亩，是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西北地
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古梯田群
落。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
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5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陕西汉
阴凤堰梯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

如今的凤堰梯田，不仅是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更有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
当地通过加强保护修复和综合
规划，使凤堰梯田成为系统展
示秦巴山区古老农耕智慧和传
统民俗文化的平台载体，让这
处灌溉工程遗产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灌溉文化生生不息

清晨，家住汉阴县漩涡镇
茨沟村村民吴大念骑着摩托车
来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始
忙活起来。吴大念介绍，古梯
田（凤堰梯田）依靠黄龙沟、茨
沟、冷水沟、龙王沟4条溪水自
流灌溉，潺潺流水四季不绝。

据了解，凤堰梯田灌溉系
统最有代表性的是目前堰坪境
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郭布堰。该
古堰渠兴建于清嘉庆初年，穿
越茨沟村和堰坪村，长约2000
米，宽、深约80厘米，除灌溉农
田外还兼供区域内人畜饮水。

凤堰梯田三面环山，汉江
干流流经此处，常有云雾，形成
了局地小气候。梯田灌溉引用
河水、泉水、塘水和局地降水。
人工开挖的沟渠与堰塘承接着
山林水流与泉水，“渠、溪、田、

塘”构成了完备的灌溉系统，实
现了有效的逐级自流灌溉。

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发
展的灌溉技术展现了古今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深深影
响着汉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金秋时节，凤堰梯田迎来
水稻成熟的季节。万亩梯田
里，金黄的稻谷随风摇曳，农民
忙着在梯田上收获成熟的水
稻，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生态旅游欣欣向荣

金秋的凤堰梯田阳光正
好，汉漩路两侧流水潺潺、树叶
沙沙、鸟鸣啾啾，仿佛别有韵味
的交响曲融入绿水青山间。

游客站在凤凰山顶，俯瞰
阡陌纵横的汉阴凤堰梯田，美
景一览无余，青山环抱着梯田，
乡村点缀其间。有慕名前来打
卡的游客表示：“错落有致的梯
田随着山势的上升呈现出不同
的颜色，宛若大地的调色盘，太
美了！”

“我和团队已经来此地调
研十几次了，每次来都有不同
的感受。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山、水、林、田、湖等资源形
成了一个生态循环。”浙江水利
水电学院教授刘学应说。

据介绍，从凤凰山水源涵
养林、山溪梯田到山塘湿地，落
差分布在1000多米的垂直空
间里，生产、生活、生态和谐运
转。2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
完美诠释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
命共同体的哲理与内涵。

“凤凰山在凤江堰坪处缓
缓地舒展开来形成缓坡，南面
的巴山像门户一样把汉江封围

在缓坡台地入口处。这样的地
形有利于汉江水汽延缓坡上行
形成暖湿气流，当遇到凤凰山
顶的冷空气就会变成水珠附着
在森林植被上，形成充沛的雨
水回流到地面。这种风调雨顺
的地理气候环境，提供了垦殖
开荒的基础，古人正是巧妙利
用了大自然力量营造了一方福
地洞天。”汉阴县水利局正高级
工程师李权兵说，“这里形态原
始，阡陌纵横、线条流畅，山高
水长、板屋交错，充分展示出了
梯田的自然美、古朴美、形体
美、文化美，是天人合一的伟大
杰作。”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让凤堰梯田四季分明——
春季花开云梯如画卷，夏季层
层绿浪泻山间，秋季金波万顷
丰收忙，冬季白雪皑皑入云端。

近年来，汉阴县依托丰富
的自然资源，积极打造集乡村
旅游观光园、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民美好家园于一体的客家梯
田农业综合旅游示范区，将吴
家花屋、冯家堡子、太平寨、观
光茶园等周边旅游资源整合，
创建以梯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
集聚区。

当前，汉阴县“春踏油菜花
浪、夏看水田插秧、秋闻金谷飘
香、冬赏雪落山庄”的梯田美景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旅游的

体验性、经济性和互动性进一
步增强，有效促进了文旅融合、
农旅融合、水旅融合。

保护利用持续推进

“保护和展示活态的文化
遗产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化生态
和自然生态系统，是在为人类
保存和展示传统文化的多样
性，促进遗产所在区域的发展，
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物‘活起
来’。”汉阴县凤堰古梯田移民
生态博物馆馆长兰宗表示。

为了更好地保护展示凤堰
梯田，汉阴县成立了凤堰古梯
田移民生态博物馆，联合水利、
林业、农业、文旅等部门，对基
本农田、生态红线、秦岭生态、
文物“展品”的保护制定了一系
列措施，让凤堰梯田遗产持续
发展。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会去
田坎上、树林里拍一些视频，把
梯田四季的美景发到网上，很
多游客看了我的视频来这里旅
游。”汉阴县堰坪村乡韵家园农
家乐的老板杨秋红说，“游客来
看凤堰梯田美景、吃农家菜，走
的时候还会买一些特产，许多
游客对我们这里吃的、看的、玩
的赞不绝口。”

近年来，汉阴县按照“遗产
保护优先、适度利用，整体保

护、协调发展，动态保护、功能
拓展，多方参与、惠益共享”的
理念，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

随着凤堰梯田保护措施的
不断完善，当地党员干部通过
线上、线下深入宣传，人们对凤
堰梯田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
强。就如当地农民所说的那
样：“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东
西，是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我
们必须好好地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汉阴县出台了
区域风貌管理办法，制定了水
利风景区建设规划、灌溉工程
遗产保护利用规划、凤堰灌区
建设等相关规划，正在积极争
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维修养护
项目、水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
目等。

此外，汉阴县编制了文物
保护规划，加大景区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区域土地整治、灌溉
配套、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设；加
强对遗产地居民的宣传，培养
科技型人才，加强生态学和农
业环境保护等新技术的应用，
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能够
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挖
掘农业多种经营模式的专业队
伍；进一步激发促进凤堰梯田生
态、文化保护与发展相关项目方
保护和发展的积极性，共同保
护好历史悠久的凤堰古梯田。

■王科超

中秋佳节将至，赏月是中
国人代代相传的浪漫。仰望夜
空，秋月皎洁，为万家团圆的节
日增添了温馨氛围，给人无尽
的美感与想象。

秋风清，秋月明。在人们
的印象中，秋天的月亮格外皎
洁，特别是在天气晴朗的夜晚，
一轮“白月亮”高挂夜空。而在
日常观测中，我们也能看到“黄
月亮”，甚至是“红月亮”，这是
为什么呢？

其实，月亮本身并不发光，

它是通过反射太阳光而被我们
看到，其呈现的色彩由自身反
射光的颜色决定。我们平时所
说的“月光”，就是月亮反射的
太阳光。所以月亮的真实模
样，应该像阳光一样是白色的。
但是，月光穿过地球大气层时，
会发生散射和折射，即便是在
同一天的夜空，随着在空中高
度的变化，月亮呈现的色彩也
有所不同。

当月亮刚升到地平线以上
时，月光要穿过较厚的大气层，
气体分子及尘埃会散射其中波
长较短的光，使波长较长的红

光、黄光等更多到达地面，所以
此时月亮会偏红、偏黄，呈现出

“橙月亮”或“黄月亮”。当空气
中水汽或尘埃含量较多时，这
种大气散射效应会更加明显，
留下更多波长最长的红光，也就
有了“红月亮”。当月亮升得越
来越高，大气散射效应减弱，月
亮逐渐恢复了本来模样，这时我
们就会看到高空中皎洁的“白月
亮”。“明月当空”，正是此意。

除了受地球大气层影响，
月球上月海与月陆的差异，也
影响着我们看到的月亮的模
样。月海是指月球表面的低洼

区域或平原，比月球平均水准
面低1至4公里。月海过去是
巨大的撞击坑，之后底部被黑
色的玄武质熔岩所覆盖，因此
地势平坦、颜色偏暗。虽叫作

“海”，但其实月海根本没有水。
月球上一些明亮的区域称作月
陆，又称作高地。这两种区域
物质反射率有所不同，使得月
亮上能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阴
影，比如“小兔子”“树”之类的
想象，让嫦娥玉兔、吴刚伐桂的
传说流传千年。

秋季天朗气清，凉爽的秋
风降低了气温，也带走了空气中

的很多水分和尘埃，与其他季节
的夜晚相比，秋夜的大气更加清
澈，月亮也会显得更皎洁。

值得一提的是，秋月虽白，
但在月全食这样的特殊时刻，
月亮会成为真正的“红月亮”。
因为此时，原本皎洁的满月进
入地球的影子当中，太阳光中
只有少量的红光可以经过地
球大气层折射后，投射到“藏”
在地球影子里的月亮上，此时
的月亮便呈现出红彤彤的样
子。（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科普主管，人民日报记
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为什么秋天的月亮格外皎洁为什么秋天的月亮格外皎洁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通讯员 吴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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