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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传统文化的现状与创新

周德新 ，黄 静

（ 湖 南文理学 院 马 克思主义学院 ，
湖 南 常德 ４ １５０００ ）

摘要 ：通过对 中 国农村传统文化现状的分析 ，
认为 中 国农村传统文化面 临传承上 的后 继乏人 、

活动形式与产 品单一 、传承缺乏现代途径等 问题 。 造成 以上 问题的 因素有 ： 农村 自 身发展过程

遭遇的外来文化冲 击 ，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继承无人 ，
农村传统文化缺乏发展活

力 。 针对以上原 因
，
提出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 关键在 于创新 ：

一是 实现 内容创新 ，
给农村传统

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 ；

二是实现形式创新 ， 用现代新的文化表现形 式改造农村传统文化 ；
三是实

现传播渠道创新 ，
利 用现代传媒弘扬农村传统文化 ；

四是实现发展思路创 新 ，解放思想 ， 改变观

念 ，
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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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传统文化是对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于整个国家经济重心 的转移 ，农村传统文化遭遇

的与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

的 、适应本地区群众需要的思想文化观念 、伦理道第
一

，农村传统文化影响力 日渐式微
，
传承遭

德 、法律与科学意识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的统称 ，是遇瓶颈 。

一

方面 ，受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迅

在农村文明演化中汇集而成的
一种反映本地区农速发展的影响 ，加上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导致的

民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形成的比较稳固大量农村劳动力过剩 ，许多农民 ，特别是青壮年农

的行为模式 。 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丰富 ，作用独特 ， 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土地 ，
以

“

农民工
”

这
一特殊

它既是文化活动的 内容 ，
又是文化产业的基础 ，更身份涌人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谋生 ， 使得农村传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载体。 农村传统文化统文化失去传统的传承主力军 ，农村传统文化出

在推动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现断层危机 。 另
一

方面 ，青壮年劳动力 的离开 ，导

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致留守农村的居民 被称为
“

３ ８６ １ ９９
”

部 队 （ 即 妇

近些年来 ， 由 于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城市和发女 、儿童和老人 ） ， 留守农民艰难地维持着农业生

达地区转移 ，我国农村传统文化出现了衰落的趋产 ，受 自身条件的局限 ，
无法传承农村传统文化 。

势 ，甚至有很多颇具特色的文化已经消失或正在第二 ，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形式单调 ，
文化产品

消失 。 因此 ，发展 、繁荣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 ，使单一。 受地域条件的制约 ，农村传统文化千百年

之具有现代存在形式和适应新时代发展的 内容 ， 来
一

直保持着 内容和形式的相对稳定 ，很少有变

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 ， 更是满足广化或创新 。 虽然我 国农村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地

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
也是社会主义域差异性 ，但大多集中表现在说唱文化 、传统民间

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技艺 、饮食服饰文化 、婚丧嫁娶文化等方面 。 相对

１ 皮村传 蛴 文化 的现状歸对Ｉ
：雌Ｍ胃麵胃 ，祕糊 。 ３夕卜 ，將

地方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只在
一些特殊的时间 （ 比

作为农民生活方式有机构成部分的农村传统如重大的传统节 日 ） 举办 ， 并且这些活动基本上

文化 ，在维系农村稳定 ，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方面
一

都是年复
一

年机械的重复性 的表演 ， 参与的人员

直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 但改革开放 以来 ， 由和观众也都相对 固定 。 以湖南澧水流域的说唱艺

术澧州大鼓为例 ，这种艺术只有在重大节 日 或者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６

－

０７
－

０４有村民婚丧嫁娶时 ， 由活动举办者聘请禮州大鼓

作者简介 ： 周德新 （
１９ ６８

＿

）
，
男

，湖南常德人 ，
教授 ，研究方 向为农艺人进行现场表演 ，而且表演形式和表演曲 目长

期不变 。 其他时间 ，艺人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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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文化产业的兴起 ，冲击 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农民开

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文化生活虽然也得始认识到文化也是
一

种生产力 。 但由于农民 自身

到 了长足的发展 ，但还是显得十分单一 。 基本上的局限性 ，无法有效地把农村传统文化变成现实

以看电视为主 ，部分条件好的农村开始普及网络 ， 的生产力 ，
而外来文化又无法满足农民的现实需

除此之外主要就是打牌和闲聊 。求 ，使得农村传统文化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 。 另

第三
，
农村传统文化传播途径单

一

。 当下 中
一

方面 ，市场经济的思维理念不断突破经济活动

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播主要靠以下几个渠道 ：第的范围进入文化领域 ， 在挖掘文化的经济功能的
一

，传统的大众传媒 ， 如专业期刊和专业书籍 ，大同时往往忽视或放弃了文化的社会功能 。 有人把

众文学作品 ，诗歌和戏剧等 。 在经济飞速发展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理解为文化产业的发展 ， 而且采

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今天 ，
显然这些传播途取强行进入的方式 ，

以城市文化的思维理念把文

径已不能适应农村大众不断增长 的文化需求 ，并化灌输到农村 ，导致农村传统文化被弱化和扭曲 ，

且这些传播途径在农村所占 的比例不高 ， 脱离 了出现了文化的泛经济化趋势 ，存在
“

在文化的发

多数农 民
；
第二 ，广播电视节 目 ，

虽然广播电视这展过程中 以经济结果为终极 目标和价值追求等问

一现代媒体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贡献 ，特别是在展题 ，放弃了文化 自身本应具有的追求人的 自 由和

现农村地域风貌方面功不可没 ，但在现代化程度和谐发展等 目标 。

”
［

１
］

不断提高的农村忽视现代高新技术手段的运用 ，二是农村青壮年外 出务工 ，致使农村传统文

主要靠广播电视难免会存在独木难支的尴尬 ；
第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 其原因在

三 ，农村传统节 日 、农村社区文化站和 图书室 。 利于
，农村传统文化往往只流传或活动于某

一

独特

用这
一

渠道来传播传统文化 ，
需要农民有较高的地域和人群当 中 ，特别是

一些独具特色 的传统文

文化 自觉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 我们对农村图书室化技艺 ，
基本上都掌握在少数才艺精湛的艺人巧

的调查发现 ，很多村部 的图书室在周六周末是关匠之手 ，并以 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 。 这种农

着的 ，很少有农民光顾 ，
而图书室附近的麻将馆却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经济

门庭若市 。效益低 。 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去学习 和继承 ，

以上这些传播途径对于传承农村传统文化显因此我国很多传统文化或民间技艺已经失传或正

然是不够的 。 因此 ，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丰富传在失传 。

播途径 ，实现农村传统文化传播途径多样化。 比三是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形式和传播途径尚未

如 ，利用文化旅游产业来传播优秀农村传统文化 ；
实现现代转型 。 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仍

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才能 ， 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制然存在着
一

定程度的冲突 ，甚至在很多方面格格

作具有现代气息 的 民歌民谣 、 电影 、 电视剧来展不人 。 从物质层面看 ，很多新产品 、新东西涌入农

现 、传播 、传承优秀农村传统文化 ；借助现代高新村 ，使得农村传统文化产品越来越失去吸引 力 ；从

技术手段
，
例如 ３Ｄ 虚拟现实技术 、 ３Ｇ 和 ４Ｇ 移动制度层面看 ，

虽然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不断发展和

通信技术 、
ＳＮＳ 网络服务等传播优秀农村传统文完善 ，但农村传统的家族制度还在

一定程度上存

化 。在 ，阻碍了现代制度在农村的推行 ，
也制约了农村

２ 造成 农 村传 统 文 化 传 承危 机 的
更难 。 从观念层面看 ，农村传统文化的深层结

构 尚未得到彻底改变 ，
其惰性和痼疾仍然渗透在

一是农村传统文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外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活动

文化的冲击 。 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一切市场化的东和传播过程中 ，成了 当代 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

西都要用经济这把尺子进行度量 ，文化也不例外 。 绊脚石
” ［２ ］

。 同时 ，很多传统文化代表的腐朽思

很多传统文化由 于主要用于满足农民 闲暇时 自娱想对
一些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在农村还有相当的

自乐的需要 ，缺乏经济效益上的考量 ， 因而在市场市场 。 就农村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而言 ，
虽然在

经济的冲击下 ，逐渐失去 了普遍的吸引力 。

一方 一定程度上已提高 了农民的主体地位 ，但其活动

面 ，市场经济给农村传统文化带来了文化生产力 ， 形式仍比较单一 ，有些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基本



第 ３ 期


周德新 ，等 ：论农村传统文化的现状与创新


１ ８５

上就是走走过场 、敷衍了事 ，难以很好地传承农村才有亲和力 、离农村最近才有感染力
”［

５
］

的思想 ，

传统文化 。 导致农村传统文化市场化程度不高 ，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他们

面临着被市场经济大潮淹没和淘汰的危险 。的主体作用 ，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农村传统文化

显然 ，
要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现代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来 ，并能根据当地的经济发

化转型 ，既要从物质层面上进行创新 ，
生产出符合展和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创造 出农 民群众喜

现代需要的文化产品 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还闻乐见的 、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 。 此过程要

要从制度层面上改造农村社会 ，使现代社会制度注意几点 。 第
一

，要彰显当地农村文化特色 。 只

在农村普遍确立 ，完成农民文化观的现代化 。有深度挖掘农村传统文化 ，打造农村特色文化品

ａ士４４
？ 从故 士 儿 从 么 ， 丨 此 妝 奴牌 ，才能更好地利用与整合传统文化资源 ，集中打

３ 农村传叙化 的创新雜造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的宣传窗口
，扩大知名度 ，

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文化规律的体现 。 传统补齐农村文化发展这块短板 ，推动文化产业的发

文化的创新源泉既来 自 于社会的发展变化 ，
也来展 ，使农村走出发展困境 。 第二 ，尊重农民的主体

自于人们文化需求的变化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性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 第三 ， 留住农村富

转移的客观规律 。

“

传统文化作为从传统社会到余劳动力 ，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

现代社会的天然纽带 ，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二是形式上的创新 。 在坚持喜闻乐见的同

族智慧的源泉 ，既是历史发展的 内在思想动力 ，也时 ，大胆创新表现手法 。 形式与内容是有机统一

是我们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

”
［ ３ ］

因此 ，我的 ， 内容上的创新十分重要 ，
但形式上的创新也不

国社会建设要发挥农村传统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容忽视 。 农民文化需求的提高 ，
必然对文化活动

设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有效利形式的多样化提出
一

定要求 。 第一
，
在坚持为人

用优秀农村文化的影响力 ，促进新农村文化的繁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基础上 ，坚持百家

荣和发展 ，帮助广大农民树立对文化的信仰 。 为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
创新文化形式以适应农民

此必须在有效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对农的需要 。 第二 ，发展农 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活

村传统文化进行创新 。动和样式 ，离不开继承传统和推陈出新 ，要面向城

一

是内容上的创新 。 要对农村传统文化注人市 、面向现代 、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 打造创意与创

时代内容 ，改造陈腐 、 过时和反动的 内容 。 以道德新相结合的文化品牌 。 仍 以澧州大鼓为例 ，有关

文化为例 ：

一

方面 ， 中 国农村传统 的道德力量强部门可 以组织澧州大鼓艺人走 向城市舞台 ，在各

大 ，重视
“

仁义礼智信
”

的五常之道 。 例如 ，我们类艺术节和电视节 目 中表演 ，实现快速传播和大

可以以孝道文化为精髓 ，挖掘其中 的文化
“

软资范围传播 。 第三 ，提供多种类型 、多种风格的文化

源
”

，有效解决空巢老人无人赡养 、 留守儿童无人产品 ，大胆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法 。 借助现代

照顾等问题 。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
中 国传统的孝技术手段提升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是将

道文化都不会过时 。 另一方面 ，在 中国农村仍存农村传统文化推陈 出新 、打造文化品牌的重要突

在盲 目 的愚忠 、愚孝 ，这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糟粕破口 。 例如 ，构建农村传统文化网络平台 ， 向公众

必须要剔除。 总之 ，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 ， 随时随地宣传优秀的民 间传统文化与传统国学思

要融人时代精神
［

４
］

。 要以新
“

内圣外王
”

要求提想 。

高农民素养 。 以和而不 同的理念实现文化价值观三是传播渠道的创新 。 大众传媒对于文化的

念多样化与一元化 的统一 。 当 今社会利益多元传播具有
“

工具
”

和
“

载体
”

作用 。 农村传统文化

化 ，农村文化也呈现出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 因此的传承和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传媒的
“

工具
”

和
“

载

我们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在体
”

作用 ， 使其得到很好弘扬 和发展 。 同 时还要
“

和而不同
”

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
“

多
”

创新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解读方式 。 现在对 中国农

与
“

一

”

的统一 。村传统文化能够认真解读和潜心研究的人越来越

让群众参与创作 ， 在基层生活的土地上培育少
，快餐文化 、 网络文化 、商业文化使人变得越来

群众 自 己的健康文化 。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 中 ，要越浮躁 。 这就需要大批文化工作者为大众担当起

充分融人
“

离乡 村最近才有生命力 、离农民最近农村传统文化解读者的角色 ，让更多的人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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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农村传统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同 时还要落和消亡而无动于衷 ，
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

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渠道 ， 让农村传统文化走 出农注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 ， 以创新的勇气来传承传

村 ，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 ，甚至走 出 国门 ， 产生经统文化 ，
促进传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

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的作用 。

四是思路的创新 。 谋划农村文化事业发展 ，

解决农村精神产品供给与人们需求的矛盾 ，要有

新思想 、新招法 。 首先是着力于农村优秀民间文 ［
１

］
王恒富 ． 经 济文化论稿 ［ Ｍ ］ ． 北京 ：

人民 出

化资源的系统发掘 、整理和保护 。 其次是农村传版社 ，
１９９５ ．

统文化的发展思路要与时俱进 ，把握时代脉搏 ，
跟［

２
］ 林华 ？ 中 国传统 文化研究 ：

现状 、 定位 与发

上时代步伐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社会经历了空展趋向 ［ Ｊ ］ ． 江西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９

，
５

（
４

）：
２２７

前深刻的变化 ， 向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提出 了空前－ ２３０ ．

深刻的挑战 ，转型是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的必然选［ ３ ］ 刘锐． 弘扬 民 间传统文化促进农村文化产

择 。 农村传统文化要实现转型 ，关键的还是要解业发展 ［ Ｊ Ｌ 山 西农业 大 学 学报 ，
２０ １０

，
９

放思想和更新观念 ，
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 。 农村（

１
） ： ５２

－

５５ ．

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与时俱进就是对农村传统文化［ ４ ］ 李炳毅 ， 李玲 ． 中 国传统文化 ：
现状和发展

注人时代 内涵和时代精神 ，坚决反对因循守旧 、平 ［几 中共 山 西省委党校学报 ，

２０ １ ２
，
３５

（
３

） ：

均主义等传统文化的思想 ，切实改变尚古拒变 、厚１０７
－

１０９ ．

古薄今的心理定式和认知模式 。［ ５ ］ 赵 霞 ． 乡 村文化 的秩序转型 与 价值重 建

农村传统文化是几千年历史沉淀的结晶 ， 是［
Ｄ

］
． 石 家庄 ：

河北师 范大 学 ，
２０ １２ ．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 我们决不能坐视其衰

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ＺＨＯＵＤｅｘｉｎ
，
ＨＵＡＮＧＪ

ｉｎｇ

（
Ｓｃｈｏｏ 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ｆ



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Ｃｈａｎｇｄｅ４ １５０００ ，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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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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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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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ａｒｅ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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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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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ｓｎ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 ｉ ｔａｌｉ
？

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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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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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
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 ｔｔｈｅ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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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 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ｉｎ

？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ｆｉｒｓ ｔｗａ
ｙ

ｉｓ 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ｊ
ｅｃｔｉｎｇｎｅｗｖｉｔａｌｉ ｔ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ｒｕ－

ｒａ ｌａｒｅａｓ

；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ａｙ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ｆｏ ｒ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ｍｏｄｅｍ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ｒｕｒａｌｔｘａ

－

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ｔｈｉ ｒｄｗａ
ｙ

ｉｓ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


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ｍｍｅｄｉａｔｏｃａｒｒ
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 ｒｅｏｆｒｕｒａ ｌａｒｅａｓ

；
ｔｈｅｆｏｕ ｒｔｈｗａｙ

ｉ 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ｓ
，
ｅｍａｎｃ ｉ

ｐａ
ｔｅ

ｔｈ ｅｍｉｎｄ
，


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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