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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一种农作物，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把

它作为粮食作物，纯粹将它的价值单一化。随着时代

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精神的升华，水稻在

自然界的价值更丰富，更多元化，更有内涵，利用现

有的文明成果，将自然与科技融合，将美学与人类

的生存环境融合，使人类精神欢怡，自然界和美怡

愉，既合乎天道，又通达人伦，更是人类文明的进

步[1-2]。

1　要实现的目标

水稻生物群落天然园林景观栽培法，将生物性

状不同的水稻品种[3]，集中起来规范有序地种植在特

定的自然区域，使它们各自独特的生理特征呈现出

来[4]，再将自然界其它天然因子融合到其中，运用园

林设计的思想和现代农业的科技理论[5]，将水稻的美

学价值凸现出来，使人赏心悦目，使自然界和煦美

好，天人合一，返璞归真。

2　具体的方法

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丰

富，光热资源充沛的地块育苗，深翻晒垡。施足底

肥，每亩用农家肥2-3t，尿素50kg，硫酸钾25kg，育

苗期依据不同品种的成熟期而定，为了使成熟期大约

同期，早熟品种晚期育苗，晚熟品种早期育苗，中熟

品种中期育苗。各个水稻品种要准备好充足的数量，

要能满足待栽培的大田需求。为了有效抑制病虫害滋

生，要进行籽种处理，可用“施保克”浸泡种子，用

壮秧药剂拌种。捂种催芽，均匀撒播在苗床上，将拌

了肥的细土盖好种子，浇水充足后，用带拱棚的塑料

薄膜覆盖，适时揭开薄膜，炼苗培育带有多个分蘖的

壮秧，以备栽培。

秧苗移栽要考虑品种布局与选定好的不同地形

的大田相对应，除了平整的大田外，其它有地形台阶

的三种大田，每级地形台阶上最好要有独立的排灌系

统。

具体的操作技术描述如下：对于平整的大田，

只要不同品种的水肥等生理需求差不多，那么大田中

心区域可先栽培高秆品种，次中心区域后栽培中秆品

种，边缘区域栽培矮秆品种[6]，每个区域在各自区域

内地势上高矮要尽量均匀一致；对于地形的中央向四

周呈放射状层层凹陷的漏斗形大田，各个地形层次之

间在地势上最好要有立体高差，犹如干涸的在地形上

分层次的湖泊，从此湖泊横切面来看，每个层次的地

形就像一级平整台阶，相邻层次的地形之间就形成级

级台阶。最低那一级地形台阶就是中心凹陷区域，最

高那一级地形台阶就是边缘区域，它们之间的那一级

地形台阶就是次中心区域。中心凹陷区域栽培高秆品

种，凹陷区域积水丰富，有利于大水大肥，可以养枝

叶，壮高秆，结大穗。次中心区域栽培中秆品种，此

区域积水适中，利于颐养穗叶籽粒。边缘区域栽培矮

秆品种，此区域积水较少，有利于分蘖早生成活，根

系发达，茎秆挺立，籽粒饱满。在每一级地形台阶上

栽培一个品种，是为了在视觉美学上借助不同品种株

秆高度差异形成成熟期籽粒的色差，以及满足不同品

种的生理需求，每一级地形台阶上栽培的品种的株秆

高度在视角上不能低于下一级台阶上的品种株秆高

度，以免过度削减甚至遮掩品种成熟时籽粒的美学色

差；对于地形的中央向四周呈放射状层层凸起的圆

（方）锥形大田以及坡地大田，中心凸起区域及坡顶

处于地形台阶的最高级，边缘区域位于台阶的最低

级，次中心区域则夹在其中。矮秆品种栽培在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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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此区域积水较少，有利于分蘖早生快发，可以蓄

养群体，壮矮秆，结饱满圆润穗粒。中秆及高秆品种

栽培分别在次中心、边缘区域。同样在视觉上不同地

形台阶品种的株秆高度不能过度削减甚至遮掩品种成

熟时籽粒的美学色差。从天然植物群落的角度出发，

例如乔木高大，灌木矮小，乔木灌木大多混生在地形

地势同一或地形地势相异地带内；水稻生物群落，从

园林美学的角度出发，高秆、中秆、低秆，先分别栽

培在各自适宜地带内[7]，在地理上将这些地带自然衔

接，使它们混生，形成层次[8]。另外，依据不同品种

的生长及成熟期人为调整育苗期及移栽期，做到迟熟

品种早育早栽，早熟品种迟育迟栽，中熟品种中育中

栽，就能使水稻生物群落中各个品种在中后期基本实

现同步生长，同步拔节孕穗，同步扬花灌浆，同步熟

谷粒，同步结成大穗。

从视角美学出发，为了形成立体的高矮层次，

高秆品种可以选用杂交稻鼻祖袁隆平团队近期研发的

一种超级稻，株高在2m以上，穗子长50cm，也可以

选用其它品种；中矮秆品种在全国各地可选适宜当地

品种，一般株高在1m左右，穗子长20cm左右。同时

为了形成色彩层次，可以选用谷子颗粒颜色分别是黄

壳品种，红壳品种，白壳品种，黑壳品种等等[9]。这

样在水稻营养生长期，高秆品种呈现出乔木般的葱

绿，中矮秆品种则流露灌木般的娇绿，沐风浴雨，摇

曳西东；在水稻生殖生长期，既有金黄的谷穗，又有

红色的谷穗，还有白色的谷穗，甚至黑色的谷穗，色

彩斑斓，美轮美奂，畅游其中，如登仙境，流连忘

返[10]。

田园胜境的巧妙构建。在水稻生长全期，要播

放音乐给水稻聆听，音乐是一种有节奏的声波，能刺

激植物细胞的生长，加速新陈代谢，使水稻生长旺

盛。在幼苗期可以播放像萨克斯演奏的轻柔徐缓的音

乐，以促分蘖早生多发；在移栽大田返青至拔节孕穗

期，可以播放音乐诗人肖邦的钢琴曲，养茎秆，壮枝

叶；盛夏时节，适量播放巴赫及贝多芬小提琴曲，促

使水稻进入黄金旺长期，添加上抒情乡村民谣，使其

轻快活泼生长；幼穗分化至扬花灌浆成熟期，白天播

放小提琴曲《梁祝》，晨晓黄昏黑夜，尤其在可见

月亮的农历15日夜、16日夜，民族乐器像古琴演奏的

《渔舟唱晚》、二胡曲《二泉映月》，琵琶曲《大浪

淘沙》等，水稻沐浴月光清风，乐音袅袅，必将让其

成熟生长至臻至美。

稻田最好靠近风景优美的青山绿水，人烟稀

少，远离城市，远离工矿，远离喧嚣，无污染区

域[11]。少用或不用农药，保护好稻田青蛙、蛇类、蜻

蜓、蜘蛛、蟾蜍、寄生蜂类、螳螂、捕食性甲虫（瓢

虫）、寄生蝇类、燕子、鹞鹰、白鹭、野鸭鸳鸯等生

物，既能控制虫类滋生，又能创建并维护稻田的天然

生态系统，像稻田内的鱼类（如鲫鱼）游动、泥鳅在

泥田钻涌，可以促进土壤养分释放，刺激水稻根系生

长，水稻植株迅速吸收养分，稻株茁壮成长；白鹭野

鸭鹧鸪等鸟类在稻株内穿梭移动，有利于改善水稻群

体的通风透光性，提高水稻群体的光合利用率，有利

于形成大穗大粒的水稻高产格局。

在稻田周围建游览通道，设有小桥流水，最佳

观赏点处设亭子楼阁，必要时建空中观赏索道，空中

观赏楼台[12]，在艳阳高照的白天，沐浴金色阳光，稻

田内水稻各个品种五彩缤纷，清风徐徐，稻穗婆娑斑

斓，绿杆摇曳曼舞；在有月亮的夜晚，特别是农历15

日夜，16日夜，月下赏稻，轻风漫步，蛙鸣虫吟，天

籁之音，涤荡身心；山影幽幽，流水淙淙，踏步小

桥，细看七彩稻阶，级级而上，月光下则五光十色，

璀璨郁郁，如临仙境[13]。

3　归纳的结论

水稻生物群落式天然园林景观栽培法，要选用

株秆高度差异明显，穗粒色彩鲜艳夺目，成熟期大约

一致的水稻品种；要依据不同的地形来配置栽培相宜

的品种；选栽地最好是山水秀丽、景色迷人的田园

区；赏景设施要借鉴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理念来搭

建。

这样以园林设计的思想为指针，以农业科技为

支柱，从自然植物群落中引导出水稻生物群落的概

念，再加上跨领域诸如音乐诱导、水稻天然生态系统

的创建维护、中国古典山水（音乐）美学的介入，就

基本建立了一个多姿多彩，璀璨夺目，富有诗情画意

的水稻天然园林景观[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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