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乡村文化：从断裂走向重振

乡村是乡村文化孕育的母体。在中国文化的语

境中，乡村不是单纯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种喻指与

城市相对应且自成系统的文化符号，是一个蕴藉丰

富历史文化内涵、承载千百年共同情感寄托的文化

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是中国人心理上的“文

化图腾”，是生发和沉淀于乡村的一种自发文化形

态。乡村文化是指乡民在与自然和人的长期交往互

动中逐渐衍生并发展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思想心

理、行为范式及其外化形式的总和。乡村生产生活

方式的乡土性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基础是传统农耕文

明，这一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明形

态决定了乡村文化的自我封闭性和超级稳定性。改

革开放后，在现代化大跨步发展和以经济发展为中

心的强势话语体系下，乡村文化逐渐展现出自然发

展的蓬勃力量，虽然努力遵循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但

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裹挟下，乡村文化主动

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发展的风向和标准，以致出现了

新的迷失。与此同时，乡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单

向流动和迁徙，无数乡民“候鸟”般生存生活方式的

常态固化，深刻改变了自然演化形成的乡村文化生

态。特别是在“离土”时代背景下出走的无数青年及

其后代，在文化价值认同上趋向厚“城市文化”而薄

“乡村文化”，乡村成为其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住的乡

愁，乡村日益丧失其文化意义，而乡村文化也随之整

体性走向衰落。这应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提出的深

层历史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式微，绝不等

于乡村文化的泯灭。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为乡村文化的激活和重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乡村文化发展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乡村文化振兴

不再是一个梦。然而，由于传统生活的改变，已经不

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文化，所有文化都是在原生

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再造。乡村振兴绝不是一场复古

运动，也绝不可能复古，其应是一种寻古求新。寻古

就是发掘和整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厘清一代

代乡民接续描绘和传承的精神谱系；求新就是灌注

和赋予这些优秀乡村文化因子以新的时代内涵，焕

发其新的生机和活力。概括来讲，乡村文化振兴的

实质就是挖掘乡村文化之“根”，筑牢乡村文化之

“魂”，重建乡民的文化自信，再现乡村的活力魅力。

乡村文化振兴应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内

涵：一是物质文化层面的保护和提升。包括保护富

有乡土特色的山水风景、建筑雕塑、家居装饰、用具

器物、特色服饰等，这些就是望得见的山，看得见的

水，更是浓浓的乡愁源泉；也包括现代公共文化物质

载体及活动空间的增设、改进和完善等，这是日常传

递主流文化声音、汇聚展现乡村文化精髓、丰富乡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二是制度文化层面的改

造和提升。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对乡民耳濡目染的

习俗礼仪、乡规民约、道德禁忌，以及约定俗成的传

统节庆、祭祖拜天、宗教朝觐等活动进行现代性采撷

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环境下调节乡民

关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和谐的稳定器。三是

理念文化层面的凝聚和提升。理念文化层面主要是

系统梳理、总结提炼、认真汲取千百年来滋养乡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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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的文化理念，如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和谐共

生、崇礼守则、御欲尚俭、崇学修身等文化理念，不断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乡村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能够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乡

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是达到一种充分并且稳定的文化

自信，这种自信是基于对乡村文化认知和体验后的

一种内在的高度肯定、深沉热爱和自觉尊崇。

二、乡村文化振兴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

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

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向乡民、植根乡村，与乡村文化

振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大发展

的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的有力介入点和重要突破口，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

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权利的给予

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维护和保障乡民个体参与文

化创建的权利，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一方面，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决定了其首先是对

乡民文化权利的普遍确立和承认；另一方面，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公共性的实现过程也是对乡民文化权利

的唤醒、尊重和维护的过程，通过创造条件、机会让

乡民参与各种文化体验，激发和释放乡民的文化主

动性，最终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二）价值的引领

公共文化最为突出的价值是对公众文化的整合

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在满足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的

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面向乡民、植根乡村，不仅仅是单纯地提供文化

设施、文化产品及开展文化活动等，更重要和更深层

次的内容在于通过体系性的建设实践创新传统文

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

制有害文化等，从而唤醒和培育乡民的文化自觉，促

进乡民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而这些内容正契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意义。

（三）秩序的规约

乡村文化振兴内在要求对长期形成和约定俗成

的习俗礼仪、乡规民约等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和提

升，这是一个缓慢和痛苦的过程，最终的实现有赖于

乡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自醒自觉。公共文化

服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同意的统治”的着力点，通

过多维架构和延伸渗透的方式全面介入乡村文化建

设，事实上担负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功能，能够在

潜移默化中调谐乡民自身以及乡民之间的习俗观

念、行为依循、交往方式等，在此基础上也有助于原

有乡村秩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传承的依托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承载着乡风乡愁，担负

着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体系，以及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其工作视野涉及乡村传

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推进的过程就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

将乡村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利于

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当代文化的有机统

一，这不仅能大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而且由

二者结合产生的新的文化载体必将成为乡村文化振

兴的坚固基石。

（五）载体的支撑

文化只有依托一定的空间和平台才能自由生

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

共文化空间和设施，并建立完善的管理、运行和保障

机制，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一大

批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

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场所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

些场所基本上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

德家风及文化文艺为服务内容，不仅提供和创设了

乡民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了事实上的乡村公

共空间，而且日益成为乡村的精神文化地标，很大程

度上满足了乡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让

他们寻找到了精神的原乡和心灵的归依。

三、乡村文化振兴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取向

（一）推进乡村公共文化协同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还需要乡村

的积极参与，形成政府与乡村的协同联动。一方面，

政府要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规划，按照体系化设计、项目化运作、工

程化推进的思路加强组织领导、督导考核，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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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难点、补短板，制定保障政策措施，加强乡村资源

整合和资源投入，特别是要加强当地政府及相关管

理部门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规划上的协同协调，建

立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努力形成各方共同聚焦

发力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政府要激发乡村文化

组织力量，支持和鼓励乡村内生性文化组织。内生

性文化组织是指基于村庄本位的村民自发组织、主

动参与的公共性文化组织，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需将

外在的文化资源内化为乡民的自觉接受和参与，以

村落自组织为主体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着力形

成可持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生动力。此

外，政府还要注重吸引、培育和保留一批乡村文化骨

干和文化精英，保护现有的各类民间艺人，建立完善

的教育培训制度、待遇保障及激励机制等，构建乡土

文化人才库，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

（二）保护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及功能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民社交娱乐的主要空

间、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乡村文化传承的

主要载体，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乡村庙会、集市、祠

堂、古街道、古戏台等，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寄托着乡

情，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文化，加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

保护，就是要为乡民留住看得见的乡愁，为传统乡土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留住空间。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包括建设文化场馆、文化广场和文化设施等，

如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戏台、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场所等，并开展文化服务和活动，丰富乡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在增加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资

源总量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资源配

置，构建集宣传教育、信息服务、科学普及、文化娱

乐、体育活动等于一体的功能多、体验性强的公共文

化空间，通过着力提升和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

化服务功能，激活公共文化资源的最大效用。同时，

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和布局要赋予文化资源以思想

灵魂，强力注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流的价值

导向，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空间设施教育人、引导人、

感召人、鼓舞人的作用。

（三）注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始终把增进和提升乡民的

文化认同及文化自信作为实践的基本导向，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丰富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让乡民

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唱大戏，让乡民从文化的被动

接受者成为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创造者，唤醒他们的文

化自觉，进而发挥主体作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要遵

从地方性知识和资源条件，建立完善的需求征询反馈

机制、乡民参与决策机制、评价反馈机制等，摸透吃准

乡民的文化需求，以原有乡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文

化为运作载体，提供更多乡民喜闻乐见且易引发共鸣

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激发乡民的参与热情。

（四）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文化的交融

发展

乡村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积淀，但当前有很多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正在逐

渐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加强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尤为紧迫。公共文化建设可成为保护和传承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助推器，如：借助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平台盘活蕴藏在乡村的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传

统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库，深入挖掘传统乡村文化的

当代价值等；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激发乡

村的文化活力、弘扬优秀民俗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

化、民俗文化走进田园、家园、校园，使乡村文明得到

传承与发展。同时，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找准传统文

化与公共文化的结合点和交叉生长点，加大体制机

制的创新力度，进而提升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一体

发展的统筹力，同时注重利用乡村传统特色资源赋

予公共文化产品新特色，开拓传统文化品牌带动的

公共文化服务建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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