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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鄉村文化實踐現狀研究
———以河南省南陽市鄉鎮為例

劉惠玲

南陽理工學院

摘　 要：鄉村振興已在全國全面展開，但在大力發展生產和創業的同時也倍感艱難。 同時黨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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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魂，本文以此為契機研究鄉村文化實踐的現狀，希望為文化建設找到一

些想法和措施。 本文以查閱文獻資料、參加專家報告會、參與鄉村規劃專案與鄉村調研為研究手

段。 最終建議：鄉村文化建設應站在村、鄉、鎮、縣規劃的高度，統籌看待整個片區鄉鎮的文化發

展，構建產業文化互動發展和產業抱團發展的思想；在哲學與社會學建設方面建議將日常禮儀活

動和傳統習俗變為習慣。 通過開展週期性和程式化的文化活動，讓文化活動成為生活的必須，讓

文化禮儀成為一種信仰，希望借此可以激發全民的文化自覺，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文化；政府部門

能運用鄉村未來社區的管理概念來加強黨群共治。
關鍵詞：文化建設；鄉村振興；鄉村文化；文化實踐

一、 鄉村文化的定義與解釋

鄉村文化應該是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兩部分組成。 物質文化方面比如：村莊的選址、格局、建築

風貌、街巷、吉祥物以及自然景觀等。 非物質文化包括傳統手工藝、飲食文化、傳統禮儀、傳統節日、祭祀、民
俗、傳說故事、詩歌等。 如紅白喜事、廟會祭祀、地方戲曲、傳統藝術、傳說諺語、民間禁忌等，這些紮根於鄉

村土地的文化類型隨著歷史的變遷和地域差異而變化，展示出多種多樣的具有農家韻味的鄉村意境。 鄉村

文化既有抽象無形的一面，比如村落社區中的集體訴求、交往原則、處世態度、行為習慣等；也表現為有形的

物質層面，如民風民俗、典章制度及特定器物等。 它是農民生產與生活的過程中，逐步形塑發展起來的一種

思想觀念、心理意識和行為方式，以及種種作為物質存在的文化產品。 而村落的自然生態、倫理本位的社會

模式、士紳階層的協調模式構成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基礎。①

本文的鄉村文化實踐活動研究主要是針對非物質文化展開。

二、 國內研究現狀分析

研究較深入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王靜（２０１０ 年）發表的碩士論文“傳統節日民俗文化在文化軟實力提升

中的作用” 具體的表述了傳統節日文化的內涵、種類及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措施。 措施包括：１．傳承和創新傳

統節日文化； ２．加強道德教育； ３．將傳統節日文化資源融入到新產品開發中形成節日產業鏈。②文中他對道

德教育和傳統節日文化產業開發的措施列舉了許多條例，鋪展得較深入。
江陰職業技術學院王濤（２０１９ 年）撰寫的“淺談舞龍舞獅運動文化的傳承與價值”，提到傳承舞獅舞龍

習俗對弘揚傳統文化有積極的作用。③北京體育大學呂韶鈞教授（２００８ 年）發表的論文“民間舞獅習俗與中

國傳統文化探微”重點探源了舞獅文化的形成、發展與中國宗教文化 、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關係，它對

提高民族凝聚力，維護祖國和諧統一有堅實的文化根基作用。④山西師範大學張紅霞（２０１８ 年）碩士論文 “村
落社會、民俗事象與文化展演———隴中郭山村的社火研究”以甘肅通渭縣郭山村的社火展演為個案，從“社

火作為民間小戲”、“社火作為民俗事象”、“社火作為文化展演”三個理論層面出發，通過節日情境、儀式過

程、內容構成、文化功能、現代新變與傳承危機等展開，較為深入地探討了隴中社火的文化內涵、地域特色及

存在現狀，並為社火的當下傳承與保護提供了理論參照依據。⑤

以上研究更多是站在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意義，並提出了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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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鄉村生活與文化活動的描述

（一） 古代鄉村生活

通過歷代對田園生活的詩句可以一窺古代的鄉村生活：
晉 陶淵明《歸田園居》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唐 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宋 翁卷《鄉村四月》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 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從這些詩

句可以看出古代的鄉村生活真是山清水秀、炊煙嫋嫋、魚米豐盛、悠然自得，非常的愜意。

（二） 改革開放初期鄉村生活

改革開放初期，在湖北筆者的記憶中的農村就是人們在一起嗑瓜子、聊天、打牌；或者是聚在村口、道場

打穀子、曬穀，有石磨、石碾子；或者是插秧、開拖拉機、拉黃牛、推獨輪車，那時人們相互幫助，互相借工具，
一起勞動。 還有在水塘裏洗衣服、洗菜、刷馬桶，小孩們摸魚摸蝦。 平時，人們放牛、放羊，上隊裏去修路、修
堤，或作木匠、瓦匠、篾匠等。 婦女們在街巷裏的拉鞋底、繡枕頭、打毛衣。 小孩們一起玩著過家家或躲迷

藏。 大型傳統節日有扭秧歌、舞龍、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等，還有古裝扮相遊街，有小姐、公子、媒婆、小丑

等。 過年拜年最熱鬧了，大年初一家家戶戶桌子上擺上茶水、香煙、瓜子、糖果等著村上的人來拜年。 村裏

婚喪嫁娶也是熱鬧非凡。 偶爾晚上還跑上十幾裏地跟著鄉親們去聽戲或去看電影。

四、 當前南陽市鄉村文化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 鄉村生活現狀

鄉村環境舊的村落大部分破損嚴重，基本無人居住，人煙稀少。 新建的村落有些是新舊混雜，有些雖然

建有完好的新農村，可是也是無人居住。 村裏歷史傳統文化建築，或是閒置任其破敗或是成了家禽的養殖

場。 大部分農田、莊稼地也無人耕種，幾乎荒蕪。 文化站和文化廣場欠失維護，也已經破敗。 村裏溝河雜草

叢生，污水橫流。 塑膠垃圾四處散落，有電線亂拉、小廣告滿牆的現象。
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轉變，村裏基本都是留守兒童和老人，常住人口占少數。 村裏人員流動較單

一，孩子都上來學校，年輕的都看著手機、刷著抖音，老年人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打牌或聊天。 除了婚喪嫁娶，
其他民俗活動舉辦越來越少，有些乾脆就流失了。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的加快，進城務工人員的有增無減，資訊的大量氾濫，鄉村文化在歷史浪

潮中逐漸褪去原有的色彩，呈現出了新的樣貌。 許多的民間文藝和非物質遺產也逐漸遠去。 逢年過節走親

訪友和宗族活動減少、婚喪嫁娶也簡化、市場化。 文化站的公共文化服務不是注重實效，只做面子工程，應
付檢查。 文化活動的題材也是魚目混珠，缺乏文藝性、知識含量和積極向上的正能量。⑥

（二） 分析原因

１． 重視程度不夠 人們只顧著解決生活、生產上的困難，如村村通公路、最低生活保障、廁改、危房改造等

問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追求經濟增長上，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基層文化的建設。
２． 文化傳承欠缺 重缺乏民族文化的自信與自覺。 傳統的禮教活動地沒有被好好繼承下來，因為快捷的

生活節奏，加上老一輩文化人的過世，文化傳統逐漸被人們遺忘，許多的儀式禮儀都被簡化。 崇洋媚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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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和改革開放，曾一度貶低傳統禮教，使之更加惡化。
３． 管理不完善 村傳統的家族化族群居住形式發生了改變，人員遷徙流走和遷入的現象太普遍，傳統家

族和族群結構發生了改變。 在村部管理方面，族長話語權的流失加劇了家族禮儀活動的流失。 新的村部幹

部有些自身文化修養、眼界和追求就不高，缺乏追求高文化的責任和對傳統文化的熱情。 不能盡職盡責，淪
為應付，存在“檢查一股風”。

４． 人才欠缺 統文藝表演人才出現斷層，青黃不接，表演創作人員多數都是 ６０ 歲以上的，傳人難覓，人們

對傳統曲藝的欣賞與愛好也被流行歌曲和電視取代。 部分曲藝面臨滅絕，需要傳承。 村部小學、中學和文

化站缺乏文化活動的帶頭人。 上級的傳統文化宣講活動普及率和頻率也不高，經常是一股風，沒有長久性。

五、 新時代鄉村文化發展的現狀與機遇

（一） 國外經驗借鑒

黨對鄉村建設的指引從最初的“新農村”建設到“美麗鄉村”建設，到現在的“鄉村振興”。 我們不僅要

產業振興同時兼顧文化振興，兩個一起抓，相互帶動。 國外鄉村振興的做法：
１． 日本政府提出了“造鄉運動”，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農村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重新帶給鄉村以活

力，在“造鄉運動”中，各地紛紛推出地、產、人、景、文化相結合的活動，將本地文化融入到鄉村中的各個方

面，把單一的第一產業轉變為鄉村整體的多元文化產業，推廣“一村一品”。
２． 上世紀 ７０ 年代，韓國的科技水準已經具有一定的實力，而由於政治動亂，朝鮮戰爭、國民經濟波動等

原因，使韓國國民的生活倫理水準———勤勉、城市、節約、自助、協同等受到嚴重的挫敗。 城鄉加大差距，農
業瀕臨破產，於是政府通過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活動———以勤勉、自助、協同為基本精神，要求農民振奮起來，
勤勉、自助與合作，官民一體建設家園。 將原先潛在的國人倫理水準引發出來，就釋放出了無窮的能量，這
種具有感召力的活動，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韓國“新農村運動”，它是以教育、培養、激發國民的進取、向上精

神，依靠自身的力量創造一個民族團結、人民富裕、環境優美的新農村。 中心內容就是提高國民的生活倫理

水準保持其與國民科技水準一直，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來建設新農村。⑦

日本把單一的鄉村第一產業轉變為整體多元的文化產業，推廣“一村一品”。 韓國通過教育、培養、激發

國民的進取、向上精神從而產生生產力。 這些都是很值得國人借鑒和學習的。

（二） 目前南陽鄉村文化建設的成果

從鄉村的文化建設方面來看，近幾年來，鄉村文化事業雖取得了一定的可喜發展：
１． 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完善：具備初級的農家書屋、綜合文化站、文化廣場、體育健身場、籃球場等。
２． 文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群眾自娛自樂文化活動開展的有聲有色，廣場舞、腰鼓隊、健身操、棋牌

室等。 文化站組織的文藝活動也有一定的發展，每年都有大型的活動。 有戲曲下鄉的戲劇演出、影視下鄉

的電影活動。 市婦聯邀請名家和講師定期也舉辦的公益課堂和道德講堂。
３． 南陽各鄉鎮還建有紅色主題廣場，宣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名人、勞模宣傳欄，弘揚正氣，及時傳播

黨的新政策。 湧現了一批助人為樂、孝老愛親、敬業奉獻好人好事。

六、 新時代鄉村文化實踐活動策略

（一） 新時代鄉村文化發展方向與目標

弘揚主旋律和社會正氣、培育文明鄉風、淳樸民風、保護傳統文化村、延續名俗名風。 深入挖掘中華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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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

創新性發展。 有力推動全鎮道德文明建設。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農村文化建設的好壞，關係

到國家發展大局。 加強農村的文化建設，改善農村文化面貌，讓群眾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實現

文化奔小康。

（二） 新時代鄉村文化實踐活動具體策略

１． 民俗文化的產業化發展

（１） 產業文化互動發展戰略

根據一村一品的思想，週期性開展民俗文化活動，將其市場化操作，大力進行市場開發，豐富民俗文化

內涵，促進民族文化與當地旅遊的結合。 將中國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生活方式相結合，結合新技術、新媒

體，傳承傳統手工藝，挖掘文化符號，繼承傳統文化活動，展示多元文化活動，宣傳鄉風鄉俗，演繹民間故事。
打造民俗旅遊專案，大力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演，圍繞民俗文化表演製作新媒體，民俗文化也可以結合

直播、ＶＲ 進行網路宣傳。 開發當地的康養特色，帶動相關旅遊服務產業的發展。 在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中

也就豐富了當地村民的生活，也就是產業帶動文化、文化激發產業，產業是體，文化是魂，文化———產業———
文化這種良性的迴圈互動可以極大的提高人們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實現人人都有事可做，人人都有角色可

演，盤活農村的人力和技術資源，使他們為鄉村振興服務，真正實現民富村強的夢想。 南京大學研究城鄉規

劃的羅震東教授在做專題報告時介紹了貴州石阡縣樓上村發展民俗旅遊的成功案例。 通過充分挖掘樓上

村的村史和當地的山體、水系、動物等，向外地遊客展示當地的植物、建築等歷史風貌的由來，演繹當地的生

活習俗和民俗活動，吸引了較多遊客，成為網紅。⑧

（２）村、鄉、鎮產業鏈抱團發展

對於有特色的鄉村產業應該通盤考慮，全局統籌，一起帶動式發展，形成產業鏈。 將產業鏈劃分為多個

層級級別，由村部帶動鄉、鎮，或是鎮帶動村部，抱團發展，即：居民點文化站（行政村、中心村級）———鄉級

（鄉級文化站）———鎮級（鎮級文化中心）抱團發展。
２． 開展每日程式化的家庭禮儀活動和週期性的習俗、民俗活動

根據韓國新農村的經驗，發展農村先從思想上武裝自己，“將原先潛在的良好的國人倫理水準引發出

來，就會釋放出了無窮的能量”。
（１）開展每日程式化的家庭禮儀活動

發揚“朱子治家格言”的古訓：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一

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等等，進行每日的家庭活動：內務清潔，頌讀，禮拜，思過等

活動，將其程式化、儀式化。 就是在固定的時間、地點，按照固定的程式進行每日的家庭清潔、禮拜和日常

生活。
（２）開展週期性的傳統節日、習俗、民俗文化活動

將中國重大的傳統節日：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以及各地的習俗和

活動有效地組織起來，讓文化活動成為生活的必須，成為習慣，讓文化禮儀成為一種信仰，激發全民的文化

自覺，並繼承和發揚優良文化傳統。
（３）開展週期性的禮儀講堂教育活動

根據豐富的中華傳統禮儀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節義”四德思想，還有“仁義禮智信”
五常思想，政府負責進行週期性的禮儀講堂宣講，對廣大村名及群眾進行宣傳教育。

通過典型的好人好事、孝悌忠信、鄰里和睦、教子有方等事蹟，教育大眾，希望能達到父母慈愛、子女孝

敬、夫婦和睦、兄弟友愛、姊妹互讓、妯娌互諒、兄弟互協。 通過反面教材以抵抗那些不良之風，如：好逸惡

勞、損人利己、貪公營私、坑蒙拐騙、貪污受賄、偷盜淫逸、殺人越貨、崇洋媚外、走私販黃等。⑨

１８０
ＬＩＵ Ｈｕｉｌｉｎｇ



（４）建立科學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在通過認真思考後，回望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歷程，公共文化服務要收到實效，至少要做好兩

個層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良好的績效評估體系；二、是加強公共服務體系的管理。
１）績效評估體系

建立正確的績效評估問卷：①以村民的滿意度調研為主體，文化活動一切為老百姓著想，一切為人民服

務，老百姓安居樂業為目標。 ②以村民的參與度為二級評價指標。 ③文化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大小，通過學

生的升學率、成功率、收入提升度、網路流量等評價。 對工作成績突出、成效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

勵，對工作推進不力、懶政怠政、不能按要求完成目標任務的單位和個人實施問責。
２）加強管理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主體應該由政府、文化事業單位、私人社團、企業四個方面組成，並有各自的職能定

位。 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專項基金資助私人社團的自發活動，資助公益性的文化並適當提供參與者一定的獎

勵和報酬。 這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動式活動方能激發群眾的參與度，共同推動鄉村的文化服務體系

的建設。
發揮村民主體作用。 發揮好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和黨員帶頭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機制，充分運用民主

決策制度，保障村民權益。 鼓勵村民參與到文化建設和文化活動的決議中來。 結合村莊實際建立文化活動

基金，按工按勞付給參與文化建設的村民一定的報酬。
（５）引進人才或聘請專家助力發展

強化技術和人才支撐。 建立農村文化展演、演講省級專家庫。 吸引編導、影視、文藝、演員和其他專業

技術人員下鄉進村服務，業務指導。 積極組織開展農村的文化活動和村部文化站工作人員的技術培訓，鼓
勵高等院校、文藝編導、企業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策劃和編導的關鍵內容與環節。

（６）運用鄉村未來社區的管理概念實現黨群共治

未來社區是涵蓋創業、銷售、文化教育、建設、服務、管理為一體的綜合生活生產場所。 宣導鄰里互容、
健康生活、全民創業、低碳環保，通過構建鄰里公共空間、開放空間為居民提供鄰里交流、交往、交融、交心的

人文氛圍，構建“遠親不如近鄰”未來鄰里場景。 憑藉鄰里公約、鄰里文化、鄰里精神標識的打造，形成鄰里

人文內核，強化鄰里在情感上的聯結，形成鄰里精神共同體。
統籌優質網路教育資源，開放“普惠共用”名師名校教育資源，鼓勵支教活動。
搭建“鄰里圈”創業舞臺、“未來創客”，提升創業服務，鼓勵志願者幫扶，實現創業服務無憂。 只有村民

都有事業可幹、收入提高、人們安居樂業，才能真正實現村民自我服務、黨群“三位一體”的未來社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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