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科学研究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3477（P）/ 2972-3485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Research 

乡村振兴视角下后稷文化内涵及价值 
 

金灿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DOI:10.12238/jmsr.v3i2.7112 

 

[摘  要] 后稷文化,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华夏大地上农耕文明的辉煌历史,它更是

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大潮中,被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元素与精神内涵。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宏伟蓝图下,后稷文化中所蕴含的热爱劳动的精神、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知行

合一的实践精神等对于帮助青年更好地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在联系,在培养新时代青年对“三农”

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情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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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ji culture,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carries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n the Chinese land, but also is injected with a new era elemen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in the tid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country vigorously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rural blueprint, after millet culture of love of labor spirit, mind the bear the spirit, 

professional spirit, the unity of practice spirit to help yout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of youth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ree rural" issues and deep 

emotion,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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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明确指出,“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

要作用”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既要夯实物质基础,更要注重精神

建设,要切实发挥优秀农耕文化的隐性作用,后稷文化这一蕴含

深厚历史底蕴的农耕文明精华,理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

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1 后稷文化的内涵和主要精神 

上古时“后稷”是对善于农作、教人农耕者的尊称。后稷

这一形象不仅有外在的农业特征,凝结了农耕人的智慧成果以

及对物质富足的憧憬,而且含有内在的精神特色,后稷以才德引

人进文明,以农业文明开拓者和奋斗精神承载者的身份成为历

史流传的楷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后稷精神为核心的

文化体系--后稷文化。 

后稷文化是一种特定的农耕文化现象,农业文明作为其灵

魂并使其与传统农耕文化一脉相承,经过时代的创造性发展与

转化衍生出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产

与生活,激励当代青年不断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仁爱友善,是

人们割舍不断的文化基因。 

1.1热爱劳动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 

源于土地的后稷具有土地的宽厚、稳健。传说后稷之母姜

嫄不小心踏入了巨人足迹后,感而有孕,后稷作为大地之子由此

得以诞生,生而不凡,弃而不亡。大地是生命之源,农耕起源于大

地,后稷与农耕文明的联系从此产生。[1] 

刚出生的后稷就表现出极为顽强的生命力与坚韧不拔的毅

力,他因不会啼哭三次被母亲抛弃,最终在深巷牛羊、深山樵夫、

冰上飞鸟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即使这样他还保持着土地之子的

博爱胸怀宽以待人,在长大以后倾囊相授耕种技术,由此衍生

出善良、友爱、谦恭、勤奋、进取等社会道德,成为引领社会

精神的标杆,树立了不灭的精神文化形象,也成为人们重要的

行为准则。 

后稷幼时便会爬行寻找食物,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种植

大豆、收获禾穗和栽培小瓜,每一种作物都能硕果累累。通过辛

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劳动能够创造出实在的价值。后稷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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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精神,不仅贯穿在生产的过程中,也成为了后人效仿的典

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对劳动创造的成果抱有深厚的敬意,

并以此为动力不断追求卓越,用实际行动去热爱劳动、享受劳动

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 

1.2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担当精神 

《诗经·周颂·思文》中有一句“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

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这意味着,后稷在获得了小麦(来牟)

和其他作物的种子之后,在教人种植时,并不分此疆尔界,而是

推广于所及之地。后稷生于稷山(今山西稷山),长于邰城(今陕

西武功),却葬于广都之野,说明他与此地有不寻常的渊源关系。
[2]他深知民以食为天,于是不辞辛劳,跋山涉水,遍寻土地肥沃

之地,为后人播种五谷,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序幕。后稷胸怀宽广,

心系天下苍生,由广都的例子便可窥见一斑。 

《尚书·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

谷。’”这反映了后稷改变了黎民饥荒饥饿的状况,在地多人少的

广大土地上实行“複(复)谷豢(换)土”“豢土”通“换土”,也

就是换土耕作。史料记载人们在五年之后,农业取得了大丰收,

民有余食,生活得到了改善,民众的欲望也都得到了满足。他不

仅擅长稼穑、有相地之宜的能力,还专注于将技术传授给其他人,

以自身的农耕技术为他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开创了古老的农

业文明,为农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3矢志不渝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后稷自诞生便历经种种磨难,但是后稷在困境中仍坚忍不

拔,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改变自身的命运,迎来了新的时代。在古

代农业生产活动中,虽然人们拥有耕种的基本技能,但是并没有

掌握先进的农耕科学技术,导致农业经常遭受“天灾人祸”而使

生产受限,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团结协作,为了生存

共同与外界的不利因素作斗争,最终使得农业文明繁荣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确地

概括了早期农耕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成为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敢为天下先,百

折不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3] 

后稷源于大地又将大地的生命力绽放至每个农耕人身上,

传授着稼穑之术,带领人们利用与改造土地,人们认识到自己不

仅可以掌握土地的规律而且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于是扎根土地,

专注耕种,最终土地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物产资源,给予了人们

坚持农业的勇气与力量。相比于游牧生活的不稳定,辛勤劳作换

来大地的馈赠,人们便由信奉神明转向了依靠自身力量,开始发

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1.4知行合一躬行践履的实践精神 

后稷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精进农耕技术的同时,

他致力于将实践中的所得凝练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在记载后稷

农耕经验的《任地》《辩土》中,对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变得十分

明显,对农作理论的提炼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书中努力从这些

技术知识中提取出一般性的抽象理论,体现出由形而下的“技”

向形而上的“道”的追求。 

后稷在教稼台前为往来的人们讲解农耕知识,至少包含了

以下知识系统：农作物播种试验的统计分析思维系统,在实践中

找出最佳的播种时间、密度以及土壤湿度等因素对作物生长的

影响；土壤栽培实验的思考体系,以期通过科学管理实现作物产

量的最大化；作物种植的成功率统计实验分析思考体系,用于评

估作物种植风险和收益；作物种植用水问题的思考体系,涉及到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作物种植的周期季节问题思考体系,

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调整栽培周期和农事活动；果实的收获食

用加工问题思考体系；作物种植与收获的工具问题思考体系。

在农业生产的复杂领域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周密的思维体系

来指导实践。而思维体系作为认识的一种又来源于实践,二者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后稷一生在农业生产和教民稼穑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

的这些经验和思想由周族史官积累成书,称之为《后稷农书》。

虽部分散失,但现存的还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

篇,保存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构成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农学文

献。学习后稷文化中与农耕相关的知识,对于培养“知农史、晓

农事、懂农情、解农忧”的新时代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非凡

的意义。 

2 后稷文化对当代青年的价值和意义 

后稷教民稼穑,鞠躬尽瘁的事迹广为流传。作为农耕始祖,

后稷的精神在三农情怀的培育工作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以将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后稷文化、后稷精神

相结合,引导青年了解“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

时代要求,培养青年对“知农爱农”的理想信念,增强强农兴

农的使命担当,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建设农业

强国树立远大的专业志向,实现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的有机

统一。[4] 

(1)一个人必须具有责任担当精神,才会为了梦想不断开拓,

向着未来不断奋进。种植和读书都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和坚持,

二者具有内在逻辑的耦合。固有言:农为邦本。因此,唯有根基

得以稳固,我国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重视“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光荣

使命。投身乡村振兴的事业需要青年有“我习于冷,志于成冰”

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亲自动手耕种,青年们学会对土地

和生活的责任,从而懂得付出和奉献的重要性,明白只有通过努

力和汗水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和成长。这种勤劳精神为青年们

在学业和工作投入热情和积极性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使他

们愿意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努力。 

青年往往选择追逐事业而居,这无可厚非,要求产业发展不

挂“空挡”,人才队伍才不会留下“空心”。然而,青年们不仅要

关注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还要关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培养

对自然和人文的敏感性,青年们要意识到“带动致富,反哺乡村”

不能驰于空想,不能骛于虚声,而应该切实落到实处。在实践中

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不困囿于家乡的一亩三分地,摒弃地域

的观念,把眼光放长远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后稷教稼“不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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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尔界”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2)社会进步,个人发展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突破,不断扬

弃,脚踏实地,不断开拓。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语

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自信

自立、务实奋斗、善作善成,人生便有无限可能,事业就能绽放

光彩。青年一代肩负着时代的重托,应当积极培育和发展实践能

力,勇于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宏伟征程中。在这条充满挑战与机

遇的道路上,他们不仅要发挥聪明才智,更要以实际行动贡献

青春力量,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 

(3)没有敬业创新精神,就会不思进取,失去挑战自我,超越

自我的勇气。乡村振兴呼唤创新精神,今年全国“两会”上,“新

质生产力”作为一股清新的风潮,受到广泛关注。这种“新”生

产力,代表了融合性与创新性的经济活力,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

不可估量的赋能作用。  

在新时代,以青年为主体的创新创业带动乡村振兴,是我国

发展与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振兴作出了重

大战略部署,而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又是推进乡村振兴迈上

新台阶的关键。青年要在全面把握农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

自身所学,主动寻求突破口,为农村发展出谋划策,为农村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4)新时代广大青年要自觉地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

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国家民族的火热奋斗之中。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情结和乡愁情怀难以忽略和割舍,

对于返乡青年来说,赋能乡村、服务家乡,既是自我实现也是回

报桑梓。青年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在乡野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梦想。 

3 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耕读传家”的古训。后稷教民稼穑,

鞠躬尽瘁的事迹,后稷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农业耕作知识,所体

现的坚忍不拔、勤俭朴实、忠国事而忘我劳苦的精神品质都具

有重要意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充分挖掘以后稷文

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精神,加快乡村思想文

化建设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思想基础。着力培养青年吃苦

耐劳、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优良品质,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

人才,切实为“三农”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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