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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土
散发着永恒的芬芳

一方人
传承了几千年农耕文化的灿烂辉煌

一座博物馆
浓缩了自古至今的土地文化历史

一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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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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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土地史，就是一部中国土地文化史。座落于山东高

密的中国第一家土地文化博物馆，对此有直观形象的展示。高

密历史悠久，交通发达，东临海滨城市青岛，西接世界风筝都

潍坊，文化资源丰厚。春秋名相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清

代大学士刘墉等历史名人都诞生于这片具有优秀文化传统、深

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这个专题博物馆建在此，以土地文化为

主题，以“感悟乡土中国，寻找精神家园，十分珍惜土地，给

未来一个未来”为主旨，突出“精”“全”“新”的设计理念，

凝聚了无数国土人的期待。常江先生代表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和

中国国土资源作协撰写并赠送的长联“土分五色地辟九州万里

山河皆向高密争落脚；地立三皇土亲百姓千秋历史试由博物演

从头”，就是对这座土地文化博物馆的肯定和勉励。让我们走

进这座土地文化博物馆，寻找土地历史的印记，领略其中的文

化深意。

一部中国土地文化史。座落于山东高

此有直观形象的展示。高

接世界风筝都

乡土记忆与文化传承 :
《古代阡陌农耕图》和
汉文字浮雕

“乡土记忆”，一个多么

让人魂牵梦绕的感情词。这四

个字之所以让人挥之不去，是

因为深厚的农耕情。中华民族

自古以农立国，长期处于农耕

时代。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在

利用土地资源时，自然产生了

崇地、爱地、惜地之心，于是

便有了土地崇拜，进而生发出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自觉意识，

上下绵延几千年。

在这座土地文化博物馆的

大门外，高密籍著名作家莫言

亲笔题写的馆名，就镌刻在大

门右侧，与大门左侧的青铜浮

雕《古代阡陌农耕图》珠联璧合，

相映生辉。凝视这幅三米长、

两米高的古铜色深浮雕图，顿

觉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又有

一种乡里邻居般的亲和感。坡

坡岭岭，左右相连；棵棵树木，

成排挺立；路径延伸，阡陌纵

横。荷锄的、挑担的、翻耕的、

向远处仰望的，一个个衣衫褴

褛的祖辈劳动者，就像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村里人在庄稼

地里辛勤地劳作，俯仰起卧中

都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阡

陌纵横，草长莺飞，艳阳高照，

裤管高挽，赤脚进田，汗水滴落，

风儿习习，禾苗长起，让人浮

想联翩，陡添敬重。正是这些

不知疲倦的庄稼汉，在幅员辽

阔的大地上，一代一代，创造

着源远流长的土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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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推开两扇赭红色的木

质大门，就像开启了中国土地

文化历史长河的闸门。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中华五色土的大幅

立体模型，灯光闪闪，显示着

红土、黄土、青土、黑土、白

土所在中华版图上的地域，南

海诸岛则标志着祖国的疆域。

目光转向右侧，一面汉文字浮

雕墙正向你招手，一个个用甲

骨、汉隶、草书、行楷展示的

与土地紧密相关的古汉字，镌

刻出深深的寓意。看“土”字：

一颗代表生命的小苗长出来，

大地上的植物都附着于土，土

便成了万物的生命母体。想必

先人造字时是用它表示大地的

生育能力，寓意着“土能生万

物，地可出黄金，生死托斯寄，

七尺报母心”；“丰”字是一

种被称之为“豆”的祭祀容器

的形象，豆可发芽，发芽便丰

长茂盛，豆又是五谷之一，由

“丰”字便产生了“五谷丰登”

一词；“年”字的架构就像一

个人正高举着谷穗在谢恩，谢

天谢地谢诸神，像过年一样；

“和”字则是禾苗的“禾”加

上一口人的“口”，“禾”大

“口”小，是不是说要勤俭节约？

又或许是说要有充足的物资供

应人类所需，才能够“和平”“和

谐”“和美”“和睦”“祥和”。

静静地想一想，这上面的每一

个字，无不诠释着土地文化的

深厚内涵，体现着劳动人民的

聪明才智。

历史史诗与人间烟火 :
盘古开天地场景模拟和
农耕器具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如今。中国的神话传说是

中国土地文化的发端和精神宝

库。从盘古开天地，形成天地

万物，到炎帝、黄帝为民开发

利用土地，开创中华农耕文明；

从主宰大地山川的后土，到执

掌一方的土地爷；从以土地神

灵为表述对象的神话传说，到

先人在利用土地时的文化心理

和精神意识，以及对土地的崇

拜、依赖和热爱，逐步形成了

影响深远的土地信仰和土地文

化。这些神话传说在这个馆里

的序厅有着精彩的展示。如运

用声光电综合科技手段，形象

展示的盘古开天地的场景，就

十分壮观，令人震撼——宇宙

洪荒，暗无泽光。突然，电闪

雷鸣，穹空震响，一个巨人眼

射金光，器宇轩昂，利斧高擎，

开天辟地，经过一万八千年的

艰苦努力，只听一声巨响，巨

星分开为两半，还一个乾坤朗

朗。盘古头上的一半巨星，化

为气体，不断上升。脚下的一

半巨星，则变为大地，不断加厚，

茫茫宇宙从此开始有了天和地。

继而有了被民间称之为中国最

早的土地神后土娘娘——地王

后土，她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

帝相配合，成为主宰大地山川

的女性神。由此，农耕文明的

先祖神农，根据天时之宜，分

地之利 , 发明及制造了耒耜等

多种农具，尝试筛选出菽、麦、

稷、稻等五谷，教人民进行耕

作，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采

集、渔猎进步到农业文化的情

况。人文初祖——黄帝，植五

谷、艺桑蚕、造舟车、创文字、

制陶器等，发明了灌溉用的井，

确立了田亩制度，创造了中华

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

生，离不开农耕器具，像古代

的石斧、石镰、石犁、石臼、

石铲，现代的木犁、木耧、架

子车、铁锄、铁链、杈耙、扫

帚、扬场锨，等等。史料记载，

中华民族最早的农耕器具，就

是一块块石头。一代伟人毛泽

东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人猿

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

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

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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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说人类和猿类的分别是从

磨石头制造工具，进行劳动开

始的。有了劳动工具，人类开

始刀耕火种，“构木为巢”，

有了人间烟火，得以繁衍生息。

在这座博物馆里，70余件原始

社会以来的石器、青铜器、铁

器等，成为红山文化、龙山文

化的见证。古代劳动工具，大

致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

代、铁器时代。这 3个时期的

劳动工具在这个馆里都有展现。

石犁头是石器时代装在犁上的

重要耕地工具。青铜斧是继新

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砍伐工具。

随着青铜时代的鼎盛发展，铁

器时代到来了。铁犁头是铁器时

代的广泛使用和推广的耕地工

具。馆里还藏有目前国内仅此

一件的鲁班磨。鲁班磨，是在

邹县两下镇发现的，相传是当

年鲁班打造的，而获此名。据

考证，鲁班是山东滕县人，距

邹县很近。在鲁班生活的时代，

人们要吃米粉、麦粉，都是把米

麦放在石臼里，用粗石棍来捣，

很费力，捣出来的粉有粗有细，

而且一次捣得很少。鲁班针对

这一情况，就用两块有一定厚

度的扁圆柱形的石头制成磨扇。

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

两扇相合以后，下扇固定，上

扇可以绕轴转动。两扇相对的一

面，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膛

的外周制成一起一伏的磨齿。上

扇有磨眼，磨面的时候，谷物通

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

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

到磨盘上，过箩筛去麸皮等就得

到面粉。这种石磨至今还沿用着。

馆里还有上百件现代农耕器具，

众多器具反映了中国农耕历史的

变迁。

厚重历史与见证变迁 :
土地契约文书和土地登
记颁证

土地契约的产生，往往是

每个朝代土地制度的反映，是

确认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法

律凭证。一张张契约文书，记

载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

印证着中华民族生活变迁的历

程！这座土地文化博物馆，有

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展示了明代

以来的千余件土地契（证）原件。

明初，朱元璋举行了大规模的

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令民自

实田，汇为图籍。按照田地坵，

要求业主登记、定税、编制图

册。把全国各个地区分割成零

碎小块的土地，都按地权所有

把它的四至、形状、土质等级

等详细记载，形成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鱼鳞图册。馆藏年代最

早的一件是明代洪武元年（公

元 1368 年）江西吉安府安平县

的《官田租米粟》。还有张居

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后颁发

的《丈量鱼鳞册》，具有重要

1. 南墙文字造型墙

2. 古代劳动工具

1

2

鲁班磨

石犁头 青铜斧

铁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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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

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有很大

发展。顺治初年，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各种规章制度及权籍

管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改进，民间土地房产买卖仍沿明代“民写官

验”的形式，即先有买卖双方经中间人说合自行协商订立契约（称

白契），然后向州县府投税，官府验核后钤官印，白契即成为官府

认可的红契。在这个馆里。清代的地契占了较大比重，从满洲八旗

入关前的《龙契》，到末帝宣统年间的红契有百余件。天津县人陈

红升房地产经 5次转让，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三月到

中华民国三十年（公元 1941 年）五月横跨 38年，连起来长达 3.7

米的契约，最具代表性。

馆内藏有 1912 年至 1949 年间，各省颁发的土地证 20余件。

有一张特殊的土地契约，那是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一

日，万安县发放的任士学卖于本家任登永的土地契约。这张土地契

约的特殊性就在于使用的是成吉思汗纪年，而不是采用公元纪年或

民国纪年。但同时契约上还写着“民国十六年”，应为公元1927年，

而推算下来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为公元 1941 年。在同一张

契约上怎么会时间相差 14年？原来，立卖契时间为民国，到日本

侵略者扶持成立伪蒙疆政权时需要重新登记纳税，这张土地契约也

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清朝统一台湾后，将王田、

文武官田、营盘田皆为民田，政府按土地等则课征田赋。1945 年日

本战败投降。国民党收回日本人所侵占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或经营

合作农场，颁发《土地所有权状》。

在这个馆里，陕甘宁、晋绥、苏皖等各个解放区当时的手写契

和民主政府的印发契，以及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证》等都有实物

展示。在这座土地文化博物馆

里，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土改中

各个革命根据地颁发的土地证

( 地契 )，前后相连，构成了一

部完整的中国土改历史档案，

仅陕甘宁、晋绥、苏皖等解放

区当时的手写契和民主政府的

印发契就有 40多件。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该馆

的一件“镇馆之宝”，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一张《耕田证》。

上面标明的日期为“1930 年 7

月×日”，中间填写田地的“四

至”，注明“不公田，六斗”，

即“私田，应缴公粮 6斗”，

相当于现在的赋税。《耕田证》

的左方钤有“瑞京县圳头乡苏

维埃政府”长章与圆章各一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更名“瑞

京”。这张《耕田证》比 1931

年 11 月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还要早一年，目前

全国仅发现了这一张。1930年，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苏

维埃土地法》，规定“田地分

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

发给‘耕田证’”。之后，全

国各地苏区相继发布条例、决

议，实施土地登记发证任务。

这些成系列的土地契证佐证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土地历史和轰轰烈

烈的革命运动，体现了农民分田

地、做主人的革命热情，成为了

中国土地革命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地权的重

要措施。2010 年初，中央 1号

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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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这些重要时期的土地证在这里

都有实物展示。这些成系列的土地

契不仅横跨了明、清、民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等时期 ,而且从地域上覆

盖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所

有省 (区、市 )，成为了中国土地史

的一个缩影，也成为了这座土地文

化博物馆的亮点。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零光片羽，

熠熠生辉。

走进这座以中国土地文化为主

题的专项博物馆，如同穿越历史，

与盘古、后土、三皇五帝亲密接触；

好像翻阅一部历史大书，寻找历史

的印记，感悟乡土中国；宛如置身

中国土地文化的宝库，欣赏鉴藏博

大精深的土地文化瑰宝，追寻精神

家园；俨然进入围绕土地做文章的

科普教育课堂，以土壤、土地、国

情、国策等命题，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向人们释疑解惑⋯⋯欣欣然，“传

承土地文化、十分珍惜土地、给未

来一个未来”的感悟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 /胡勇）

1. 瑞京县圳头乡苏维埃政府《耕田证》

2. 万安县任士学《卖地红契》与《买契》

3. 清朝镶红旗圈地《龙契》

4.台湾《王蔡香叶土地所有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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