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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明显，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风俗习惯都不同程度表现

出分化与异质性。农村文化变迁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潜在的巨大影响: 现阶段农村文化处于“新

旧并存”过渡形态; 农村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特征日益弱化; 农民文化主体性丧失，传统文化再生与公共文化空

间重构的内生动力不足; 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基础秩序”开始瓦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是一种长

期的持续的内在的“软性”变化过程。如何在推动农村现代文化建设的同时，保存并发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使

农村文化展现出新的活力，需要我们辩证思考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四对关系: “传统”与“现代”、“经济”与

“文化”、“城”与“乡”、国家—市场—民间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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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China's Ｒural Culture in Ｒecent Two Decades:
Characterization，Influence and Ｒeflection

CHEN Bo
( Nation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st century since 90 time，Chinese rural cultural changes significantly，the lifestyle of farmers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of social relationship，people＇s habits and customs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showing differentiation

and heterogeneity. Th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potential change of the whole rural society of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rural culture in the“coexistence of old and new”transition form; rural villages as cultur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reasingly weakening; the farmer culture subjectivity lost，insufficient impetus

traditional culture regeneration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the rural culture ecosystem has been seriously

destruction，“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order”began to collapse. China＇s rural cultural change is a long-term ongoing

internal“soft”change process. How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r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save and

carry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rural cultural show new vitality，we need to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hina four in culture change: “traditional” and “modern”，“economy” and

“culture”，“city”and“Xiang”and state-market-Civil Societ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change of rural culture; public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subjectivity; cultural founda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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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在农村，“乡土中国”即

是这种符号化的真实写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

中国》开篇就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

土性的”［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村社会结构也随

之发生了巨大变革，那种相对静态稳定带有浓厚

乡土气息的中国农村社会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本

文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为视角，通过实证调查，考

察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表征以

及农村文化变迁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一、国内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

( 一) 国内关于农村文化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

国内一部分学者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视

角下，从总体上探讨了农村文化变迁的规律、原

因、影响、特征等。王国胜《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

文化变迁探微》( 2006 ) ［2］讨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

狭义乡村文化( 观念形态的文化) 的变迁，指出物

质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变迁，现代

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和冲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文章还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变迁所呈现

出的全新特点和情态: 从规模上看是“颠覆性”的，

从过程上看是“冲突”与“和解”的过程，从形式上

看则体现了“肢解”与“整合”的统一。陈晓军《中

国当代农民文化变迁研究》( 2007 ) ［3］认为伴随着

农村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农民不仅物质文

化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政治观念、经济观

念、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发生

了重大而深刻的变迁，并分析了导致文化变迁的

主要原因。吴学丽《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转

型》( 2009) ［4］指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
村工商业的发展、外出务工的增加以及当代大众

文化的影响，使得传统农村文化受到冲击并发生

变化。其还从生存伦理、亲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和价值观三个角度阐述了当下农村文化转型的初

级形态特征。张良《农村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
( 2010) ［5］从纵向考察了传统时期、人民公社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以及目前的农村文化状况，从实体

性、规范性、信仰性三个层次介绍了各时期的农村

文化，并阐释了农村文化变迁的背后逻辑。周军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
( 2011) ［6］将农村文化变迁原因归纳为内源性文化

危机与外缘性文化注入、文化异质性的增强、现代

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普及等因素，并认为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

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成

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路径。朱娅《近代农

村家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2011 ) ［7］把近代农村

家族文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解放前、改革

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变迁过

程、原因及影响。
还有一部分学者结合具体案例来探讨农村文

化变迁及其影响，主要有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

文化 生 活: 兴 衰 与 重 建———以 安 徽 省 为 例》
( 2007) ［8］，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私性文化

生活不断丰富，而公共文化生活总体趋向衰落，并

分析其原因在于三方面，即“轻文化、重经济”、“缺

人才、难合作”、“只输入，不培育”。夏国锋《乡村

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基于鲁西南夏村的考

察》( 2007) ［9］通过对鲁西南农村的个案研究，阐述

了农村文化生活在建国前、集体化时期以及后集

体化时代中的变迁情况，并引入国家和市场两个

变量来分析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张金平《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研究———以 L

村篮球场为个案》( 2012 ) ［10］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的变迁为研究切入点，讲述了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如何从发展到繁荣再到重建的历程及其背后的两

种推动力量: 国家和市场。姬会然《社会主义乡村

的文化 图 景 及 其 变 迁———以 冀 中 南 G 村 为 例》
( 2013) ［11］以冀中南 G 村文化变迁及农民的文化

实践为研究对象，纵向上主要关注时代变迁中乡

村文化主题的流变，横向上主要剖析具有代表性

的文化特质，并得出基本结论: 农民不是农村文化

变迁的看客，农民是有意志的行动者。研究认为，

1948 年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和文化主题经历

了三个阶段，即政治文化、市场文化、多元文化。
在不同文化主题下，农民能够结合时代环境，进行

文化适应、变通、选择与创造。
此外，还有一部分国内学者以某一影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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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入点，具体研究农村文化某一方面的变化及

其影响。例如李建春《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

的变迁》( 2001 ) ［12］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为背景，

论述了农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并

从农民的从业观、市场观、致富观、消费观等方面

分析了农民价值观的深刻变迁。张兆远《农民工

对农村文化变迁的作用》( 2007 ) ［13］通过分析农民

工城乡流动对文化信息的传递和积累、对城市现

代异质文化特质的示范和促进农村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影响，阐述了农民工在农

村文化变迁中起到的作用。陆莉萍《论转型期西

北地区农民消费观的变化》( 2007 ) ［14］认为改革开

放以来，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由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

消费转变、由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这种转变适

应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不相

适应的方面，因而必须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罗正霞《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
( 2012) ［15］主要论述了乡村旅游对传统文化变迁

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如外来文化加速了乡村地

区传统文化的变异、阻碍传统文化的传承、破坏传

统文化的原生环境等。周军、田克勤《中国农村现

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价 值 观 的 变 迁 及 其 引 导》
( 2013) ［16］认为文化变迁不仅改变着农民的心理

认知结构，也改变着农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文中阐述了在文化变迁影响下，农民的文化价值

目标、文化价值主体、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判

断呈现出冲突性、务实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并针对

这些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引导措施。
( 二) 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

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开展的乡村社区研究为源头。在

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稳定传统的乡村社区

结构，都会受到来自现代化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关

于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因此成为人类学、
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内容和思

路，主要包括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移民和逆城

市化与农村文化变迁的关系，乡村旅游、新闻媒

体、互联网等新生事物对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以

及如何适应文化变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罗吉斯·M·埃弗里特和拉伯尔·J·伯德格的

《乡村社会变迁》( 1988 ) ［17］，他们从现代化的角

度，探讨了美国以及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发展中

国家的农村文化变迁，也分析了制约农村现代化

的种 种 因 素。孟 德 拉 斯 的《农 民 的 终 结》
( 2010) ［18］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

了欧洲乡村社会在二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并得出

“农民的终结”这一结论，但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

的终结，即现代化的家庭经营体制取代了传统的

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美国学者 Peter B Nelson 通

过对美国西部乡村的研究，提出农村变迁的“三力

作用模型”，即移民、科技发展导致的经济部门转

换以及人地关系的变化，三者共同作用导致的乡

村社会文化变迁［19］。

虽然国外农村的发展状况和文化环境与我国

有很大不同，但外国学者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

究经验、方法和理论，却对国内的研究具有很大的

借鉴意义。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带来

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了显

著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村文化变迁。

国内学者对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

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基础理论薄弱，理论

构建不足。国内学者当前着重于关注某一文化行

为的发展历程或历史变迁过程，只是对文化变迁

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缺乏更深层次的对文化变

迁进行宏观的、科学的理论性探讨。国内农村文

化变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成

果滞后于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实际;

二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缺乏整体性和广泛性。国内

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大多是结合个案进行具体研

究，缺乏从整体上对文化变迁的本质与规律的把

握，研究成果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 三是研究主题

较为窄小，运用的学科知识单一。尽管当前国内

对文化变迁的分析角度日趋多元化，但研究者往

往局限于单一的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
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涉及的知识面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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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缺乏多学科知识交叉与整合的意识和眼界，难

以应对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并对之进行全面而客

观地研究。
由此可知，当前我国对文化变迁特别是农村

文化变迁的研究仍存在局限与不足。因而，继续

探讨农村文化变迁及其影响非常有意义且有必

要。全面深刻研究中国农村文化变迁，对于农村

文化 建 设 和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有 重 要 指 导

意义。
二、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实证调查

课题组对全国 25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118
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①，发放了《中国农村文化变

迁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5422 份②。调查对

象涉及到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为了统计分析

的需要，课题组将调查内容的设置分为两个时段:

上世纪 90 年代和 2010 年代。这样划分主要基于

两点考虑: 一是历史因素，90 年代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市场经济深入农村，城

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城乡人口出现持续大规模流

动，中国农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开始快

速解体，农村文化变迁表现更为明显; 二是现实因

素，能自主填写问卷和回答问题的主要是 20 － 60
岁年龄段人群，90 年代前出生的人经历了农村文

化变迁的过程，对农村传统文化有“感情”，90 年代

后出生的年轻人恰好处于农村文化变迁的快速转

型期，带有传统文化的“碎片化记忆”，更多地追求

现代文化。因此，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时段中国

农村文化的特征，能够展现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

具体面向，进一步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 一) 社会关系的变迁: 农村社会“差序格局”

松动与瓦解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描叙中国“乡土本

色”时使用的一个社会学词汇，以总结社会生活中

人和人关系的一种格局。他在对比中西社会结构

后，将西方社会比如成“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即

“团体格局”; 而中国社会则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

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以“己”

为中心的“差序格局”［20］。实际上，“差序格局”的

存在依附于中国以“伦理本位”③为主导的传统社

会，即通过人情关系( 主要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

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和“文

化权利网络”。但调查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明显展现出松动与瓦

解的迹象。松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特别是市场经济

的影响，瓦解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

内部秩序失衡所引起。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

说道:“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村庄存在巨大的区

域差异，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大量

农村人口流出农村进城，使得村庄边界大开，过去

规范村民行为的诸多地方性共识都受到了市场经

济的剧烈冲击，不同区域农村的农民正以不同的

速率、方式，共同向人际关系理性化迈进”［21］。
1. 人情关系日益淡薄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

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往往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

社会关系。彼时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互相帮扶是生活常态。比如谁家做点好吃的，会

送到邻居家里去分享。附近的小孩也是从小一起

成长，亲如兄弟姐妹。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市场化

浪潮已经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等各个方

面。在利益驱动下，不少农民以经济收入作为支

配他们活动的准则，利益原则成为日常生活中人

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就经济关系而言，现

在农村普遍产生了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出现，

极大提高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效益，也在一定程度

上冲破了传统农村社会人情关系的纽带。想象一

下这样一幅图景: 在清明时节的农田里，以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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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综合参考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分布等基本因素前提下，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梯级区域”来分类选取行政村，其

中东部 9 省 33 村、中部 7 省 58 村、西部 10 省 27 村。
《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调查问卷》有三种类型: 村干部卷、居民卷和居民访谈问卷，课题组设计每村发放村干部问卷 1 份、居民问卷 40

份、居民访谈问卷 5 份。因此，118 个自然村预计应回收 5428 份问卷。但由于调研过程中部分村庄人口较少、学生调研出现遗漏等主客观

原因，有 1 份居民问卷、5 份居民访谈问卷缺失。

梁漱溟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家亲戚邻里一大群人在热热闹闹地插着秧苗，今

天插完我家明天插你家，然后围绕着餐桌享受着

劳动后的美食，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情的交互关系;

现在这种热闹的场面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雇

佣几个人驾着插秧机利索地插完回家，机械的轰

鸣声代替了人声的喧笑，人际关系趋于理性化。

表 1 农村雇佣关系情况

雇佣工种 工作内容 报酬( 元 /天)

短工 农忙时的除草，收割，种植等 50—60

长工 房屋装修，建筑等 80—150

固定工 为本村外来企业进行加工、生产等 100 左右

2. 邻里关系逐渐陌生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半封闭的熟人社会，通

常几家几户为一个院落，少则几十个院落、大则上

百个院落组成一个村落。村落里的人互相往来，

邻里之间关系和谐融洽，偶有小摩擦，也都在生活

帮扶中逐渐抹平。邻里交往密切，家不闭户，串门

访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农村大多数年轻

人都在外务工，而留在家里的老人大多要照顾孩

子，兼 顾 农 活，也 很 少 像 以 前 经 常 聚 在 一 起 话

家常。

表 2 时代变迁对农村邻里关系的影响分析①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平时相
处和睦

组间 0. 292 1 0. 292 2. 415 0. 122

组内 27. 197 225 0. 121

总数 27. 489 226

有争吵等
小冲突

组间 1. 279 1 1. 279 5. 187 0. 024

组内 55. 221 224 0. 247

总数 56. 500 225

有打架等
严重冲突

组间 0. 617 1 0. 617 7. 179 0. 008

组内 19. 242 224 0. 086

总数 19. 858 225

邻里关系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矛盾冲突的增

多，有争吵等小冲突( p = 0. 024 ＜ 0. 05 ) 、有打架等

严重冲突( p = 0. 008 ＜ 0. 05 ) ，变化明显，农村居民

的邻里关系趋向淡化。加上城镇化的加速，土地

被征用的村民住进了单元楼，缺少了农村固有的

“闲话”公共空间，邻里之间比较陌生，关系也趋向

冷淡。
3. 宗族关系日益淡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宗法关系形成的文化权力

网络，宗族是体现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宗族的功

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维护内部秩序、互帮

互助; 二是借宗族力量参与地方治理。宗族具有

极强的延续性，通过族谱、规约、祭祀等方式和途

径来维系宗族的内部秩序。调查表明，家谱流传

是村民宗族关系维系的最重要纽带，其次村规族

约对村民的社会生活影响也较大，大部分村落普

遍有每年定期开展祭祀活动的习俗。通过 2010 －
2013 年与 1990 － 1995 年的对比，可以发现家谱流

传、村规族约、祭祀活动开展得越来越少，其影响

也主要是象征性的，并没有传统农村社会的那种

约束性。

数据显示( 见表 3) ，年代变化对宗族关系的三

种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终生扎根

在农村的长辈约束，反映出中老年人对宗族关系

有继承和决定权。农村而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出生的年轻人更是对宗族关系没有什么具体的概

念，宗族关系沦为一种“形式”。

表 3 时代变迁对农村宗族关系的影响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有村规
族约

组间 0. 040 1 0. 040 0. 160 0. 690

组内 55. 920 222 0. 252

总数 55. 960 223

有家谱
流传

组间 0. 110 1 0. 110 0. 446 0. 505

组内 55. 623 226 0. 246

总数 55. 732 227

定期开展
祭祀活动

组间 0. 071 1 0. 071 0. 282 0. 596

组内 56. 212 224 0. 251

总数 56. 283 225

4. 代际关系逐渐疏离

传统农村是聚族而居，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朝夕相处，关系亲密。小孩能得到父母的悉心照

料，老人年纪大了之后也能得到及时照顾。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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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90 年代后，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一般以 3 － 5
人为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减少。调查数据

显示，在 1990 － 1995 年，成家后分居是村民家庭关

系中所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其次为多代同堂，再

次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问题，家族成员移居

外地的 问 题 相 对 在 村 民 家 庭 关 系 中 影 响 最 小。
2010 － 2013 年，成家后分居依然是村民家庭关系

中所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其次是留守老人和儿

童较多的问题，再次是多代同堂，家族成员移居外

地的问题较之 1990 － 1995 年，其对村民的家庭关

系的影响力有大幅的提高。这说明成家后分居从

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一直是影响我国村民家庭关系

的首要因素; 而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问题越来

越突出。

表 4 1990 －1995 与 2010 －2013 两时段

家庭代际关系状况的变化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多代同堂

组间 5. 182 1 5. 182 23. 374 0. 000

组内 51. 434 232 0. 222

总数 56. 615 233

成家后
分居

组间 0. 630 1 0. 630 4. 510 0. 035

组内 32. 561 233 0. 140

总数 33. 191 234

很多家族
成员移居

外地

组间 3. 088 1 3. 088 23. 239 0. 000

组内 30. 697 231 0. 133

总数 33. 785 232

留守老人
和儿童

较多

组间 7. 603 1 7. 603 38. 031 0. 000

组内 45. 983 230 0. 200

总数 53. 586 231

在表 4 中，两个时间段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四种

表现均有显著的改变( p 值小于 0. 05) 。上世纪 90
年代后农村代际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

农村居民不再守着自己的土地，而是走进城市寻

求发展。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逐渐疏离

的趋势。
5. 干群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由于宗族内部约束力量的

均衡，村民处于一种自治状态。调查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后征地拆迁矛盾与计划生育矛盾是影响农

村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2010 － 2013 年我国行政

村的干群关系相比 1990 － 1995 年出现了显著变

化。1990 － 1995 年间，影响我国行政村干群关系

的最主要问题集中在计划生育上，其次是上访问

题，征地拆迁矛盾不突出; 2010 － 2013 年，征地拆

迁矛盾已上升为影响我国行政村干群关系发展的

最主要问题，计划生育矛盾为次要问题，此外，上

访现象对行政村干群关系发展影响力虽相对不突

出，但群众上访量较 1990 － 1995 年间有较为显著

的提升，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表 5 时代变迁对农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有上访
现象

组间 0. 454 1 0. 454 2. 669 0. 104

组内 35. 518 209 0. 170

总数 35. 972 210

有征地
拆迁矛盾

组间 2. 717 1 2. 717 17. 746 0. 000

组内 32. 151 210 0. 153

总数 34. 868 211

有计划
生育矛盾

组间 2. 061 1 2. 061 8. 496 0. 004

组内 51. 421 212 0. 243

总数 53. 481 213

( 二) 风俗习惯的变迁: 传统文化式微与国家

公共文化延伸

20 多年来，市场经济、政治民主、法治思想等

从前中国社会中鲜有的运行系统得到确立后，交

织于传统与现代间的农村文化习俗或许是 20 年来

最不易察觉又最影响深远的变迁事项。
1. 传统节日习俗: 内容形式的传承与变异

传统节 日 习 俗 总 体 而 言 主 要 有 除 夕 ( 吃 年

饭) 、春节( 拜年) 、元宵( 点花灯) 、清明( 扫墓) 、端
午( 吃粽子) 、中秋( 吃月饼) 、重阳节( 登高) 等等，

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得以传承。在农村，

这些节日主要都是请客吃饭，“吃”成为农村过节

最主要的内容。除了“吃”之外，上世纪 90 年代农

村过节的另一项重大活动就是集体性文化活动，

如看皮影戏、听老戏、划龙船、踩高跷、敲锣打鼓等

等。但随着农村人口的迁徙，这些传统文化活动

失去了得以传承的基础。例如，湖北某地区的划

龙船活动，划龙船需要一套完整的演艺班子和演

艺道具。演艺班子要有龙船队、锣鼓队、说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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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需要极强的表演能力和技巧。在早些年，划

龙船团体在这一地区不定期地有表演活动，特别

是在重要传统节日期间。但是，近年来由于农村

的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而老艺人都年事已高，

文化技能得不到传承，致使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和

文艺人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在文化习俗的

变迁中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正面临巨

大冲击，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在某些地方已经消亡。
2. 传统礼仪习俗: 仪式由繁琐趋于简化

传统礼仪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仪式被弱

化了。如小孩过周岁要“抓周”( 在小孩面前摆放

各种物品: 鸡蛋、书本、钢笔、算盘、硬币、玩具等

等，象征安康、知识、财富、快乐等等) ，老人过寿小

孩和年轻人要拜寿( 恭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过

年拜年小孩和年轻人要给老人磕头，等等，这些仪

式现在都简化或者没有了，基本上都是直接送红

包。在农村，红白喜事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在以前，结婚要经过六道程序: 纳彩、问名、纳吉、
纳征、娶妻、亲迎，现在婚礼集中在三天或一天，宴

请客人就完事; 而丧事以前是前后三天连续有不

同的仪式和规矩，现在也相对简化了许多。在当

前农村，有另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结婚和丧事

成为大操大办展示财力的一种形式。本来婚礼和

葬礼等仪式蕴含着象征价值，这与参与者投入仪

式活动获得主体感受有关，当仪式活动丧失了精

神价值意义，徒具形式，变成进行社会性竞争手段

时，这种仪式就被“异化”了。
3. 日常生活习俗: 传统难觅与现代性普及

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

步消失，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

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其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

些经典的文艺活动在人们的视线中也渐渐褪色，

一些民间艺人也随着生活的压力等原因相继转换

岗位。与此同时，集镇生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模

仿和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来了城市文化下沉和

乡村文化接受现代改造的现象。同时，被称为“民

工潮”的农民在城乡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广大农民

有了更多了解城市、参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机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把开放程度高、经济

发展快的沿海地区所形成的富有时代新意的文化

带到农村，电视、广播、书、报纸、杂志等现代大众

媒体也逐渐占据了当代农村文化的主导地位，伴

随着现代都市文化对农村的渗透，农村文化开始

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国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注意到了传统文化消

亡、现代文化普及的现象，在新农村建设中重视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2000 年后，国家开

始在农村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农家书

屋、乡村文化站、文化广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文
化活动室、有线电视( 电视差转站) 、图书馆( 室) 、

有线广播、公共电子阅览室、篮球场与排球场等体

育场地，并大力推动“文化下乡”工程，传统戏曲、

电影成为“文化下乡”最主要的内容。国家积极推

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村 民 的 文 化 需 求，丰 富 了 农 村 的 日 常 文 化

生活。
( 三) 价值观念的变迁: 身份认同迷失与“乡土

情怀”淡化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一

面镜子，是社会运行的一种主观反映。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关系

的全面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快速分化，农民的价值

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家庭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

传统家庭模式即相对稳定的“大家庭观念”被打

破，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家庭

规模变小、亲情圈子缩小。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

关系趋于简单，农民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化，家族

和宗族在农民心中的份量相对减弱。二是家庭功

能弱化。上世纪 90 年代前，家庭主要承担生产消

费、抚养赡养、婚姻生活与生育等功能，但随着农

村人口的空心化，年轻力壮者都外出务工，农村留

下所谓的“386199 部队”( 妇女、儿童、老人) ，特别

是儿童的抚养与老人的赡养出现极大真空，家庭

功能出现弱化。“家”演变成为过年过节家人团圆

的一个共同活动场所，家变成了农民务工人员“短

暂温馨的栖息地”和已进入城市人士寄托“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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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
2. 教育价值观

教育在传统中国作为改变农民身份的重要出

路，历来备受重视。“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也深

入农民的心中。在农村，知识、文化是金钱、权利

及声望等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随着中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金钱、权利已经成为农村中独立

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金钱和物质

的回报。而教育的高投资成本和“模糊”遥远的回

报期望使“读书无用论”开始在一些农村蔓延。
3. 婚姻价值观

农村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农民生产方式的保

守性和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决定了农民婚姻价值观

的稳定性。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农村人口

大规模流动，动摇了农民婚姻的稳定性。当前农

村跨地方、跨省域婚姻已然普遍。本村女子嫁到

外地，本村男子娶外地女子，也已成为农村的常见

现象。现在结婚的开支越来越大，从几万到几十

万数目不等，有些农村“彩礼”的数目令人瞠目结

舌，婚姻的趋利化明显。
4. 消费价值观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逐渐膨胀，村民的消费观念更新转变较大。总体

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经历了一

个由保守到开放的过程。上世纪 90 年代前，农村

物质匮乏和收入低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多是传统

的、保守的，“勤俭持家”的观念比较普遍; 上世纪

90 年代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人

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求新、求美的开放型

消费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与此同时，一些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

扭曲，很多不健康、非理性的因素开始出现，盲目

攀比、铺张挥霍之风在部分农村大行其道。主要

表现在: 一是浪费现象严重。据调查，农村的婚丧

活动开支巨大，村民盲目跟风，讲排场、比阔气，婚

丧嫁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浪费严重。二是消费

观念落后。由于缺乏自立意识和科学引导，一些

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消费方式愈演愈烈，一些农民

有了钱就吸烟、酗酒、赌博、吸毒，特别是赌博之风

在农村中尤为严重，一年打工的收入有时就在过

年几天中赌博挥霍一空。还有一些淫秽和邪教思

想侵入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之中。三是消费结构

不合理。农村中普遍存在偏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

神消费的现象，很多农民仍然把收入的大部分用

于建房子、娶媳妇和吃穿享用。而积极健康的文

化消费投入则相对太少。
5. 乡情价值观

中国农民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农民对乡

土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加之以血缘和地缘为基

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乡土情谊深深灌注农村。然

而上世纪 90 年代后农民的乡情观念日益淡化。调

查显示( 见表 6) ，村民对村庄的熟悉度和依恋程度

正在逐步下降，普遍认为农村落后于城市，于是想

跳出贫困的农村，希望到城市去工作和居住。在

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大多是年富力强、有
一定技能和文化知识水平的年轻人，他们在城市

从事各种职业，多数时间在城市里度过，朋友同事

相处的时间远大于亲人之间的相处，乡情观念逐

渐淡漠，血缘地缘关系开始向业缘转移。由于农

民工“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

的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只是在春节这一特定时段内

“间歇式”存在，已经难以成为一种常态。

表 6 村民对一些文化现象的看法( %)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我喜欢住老房子 9． 2 27． 3 31． 2 21． 3 11． 0

我想搬到城里住 7． 2 17． 3 26． 5 31． 3 17． 7

我 想 到 大 城 市
工作

10． 0 19． 8 25． 0 25． 2 20． 0

我熟 练 本 村 的 传
统工艺

12． 5 26． 9 34． 8 18． 9 6． 9

我 熟 悉 本 村 的
历史

9． 0 19． 4 36． 3 25． 2 10． 1

我觉 得 农 村 整 体
落后于城市

3． 6 10． 0 18． 4 37． 1 30． 9

我作 为 我 们 村 人
感到自豪

3． 0 7． 1 25． 5 33． 9 30． 4

三、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

农村文化变迁过程中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

多元化，体现了转型时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农

村文化变迁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体现了农村社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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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走向开放，村民视野逐渐开阔、活动范围日益

扩大、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一个新型的农村社

会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农村文化变迁的影

响是深层次的，涉及到许多层面。
( 一) 农村文化处于过渡形态，“新旧并存”导

致供需“缺位”
近年来村民外出务工的打工潮不断兴起，且

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主要形式，农民常年在外，受

到外面各种思想的影响，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

缚，逐步认同和接受城市的各种文化和生活观念，

农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被打破，农村文化生活

方式进入到一个“新旧并存”的过渡性时期，也即

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混合的时期，传统的戏

剧、踩高跷、划龙船、耍杂技等文化活动与现代的

电影、电视和电脑网络等文化媒体共同存在于农

村的文化生活之中。对于国家公共文化供给而

言，农村文化“新旧并存”的过渡形态带来了极大

的“供给困境”: 一方面是农村传统文化呈现出加

速萎缩之势，另一方面是城市现代文化在农村缺

乏扎根的土壤，二者都由于农村的“空心化”现象

导致文化的内生力量不足。因此，国家公共文化

供给需要同时考虑到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需求和

偏好，提供有差异化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 二) 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村庄作为文化

共同体特征日益弱化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

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

一段距离( 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

如此) ，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

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

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22］。”中国传统的乡村是以

血缘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社区，包括社区文化在内

的社区中的各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

社区组织形式。在这一社区组织内，村民共同遵

循着“乡约”、“村规”、“宗法 /家法”，有着相同的

文化认同感，农村社区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存

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市

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分层化现象开始日益

明显。农村社会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村庄

的分化。80 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工

业化的进程，一些有条件有资源的村庄迅速发展

起来，这些村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

上世纪 90 年代后城镇化加速发展，许多农村在这

股浪潮中被吞噬掉。目前而言，按照经济水平和

发展状态，村庄可为划分为四种形态: “城中村”
( 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已成为城镇) 、“城郊村”( 离

城市较近，通过土地出租获取高额收益) 、“工业

村”( 凭借各种资源发展工业、旅游业) 、“自然村”
( 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 。村庄之间的差距巨大，

并呈现出迅速扩大的趋势。二是村民的分化。村

庄的分化也使村民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陆

学艺( 1990) 将农村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者、农

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

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治理者、农村治理者

等八个阶层［23］。根据调查，村民的职业身份出现

了多元化: 农民占 43. 3%、务工人员占 30. 7%、个

体业主占 7. 9%、政府和事业单位占 4. 8%，其他占

13. 2%。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减少，大量劳动力

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农

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弱化了农村基层社区文化认

同。以看戏为例，自古以来，“看戏”一直是体现中

国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的标识，也是农村居民公

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全

国平均有 60%的农村居民没有“看戏”( 2011 年为

60. 7%，2012 年为 59. 4% ) ，在东中西部农村经常

“看戏”的人大约不到 10%。
“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平静缓慢的乡村田

园生活节奏，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一种

静态的平衡被一种动态的平衡所取代，从而造成

持续的不平衡。”“从以血缘、地缘、礼俗为底色的

乡土社会，过渡到以市场、理性、法制为特征的现

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断裂和新生的巨大变革［24］。”

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

颠覆性的改变，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具有的经济理

性和社会流动性作为一种强大力量冲击传统农村

社会共同体意识和社区文化模式，瓦解了传统社

区结构，传统农村的组织基础遭到破坏，同时对于

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也带来了冲击，从而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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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归属感和社区的整合度。
( 三) 农民文化主体丧失虚化了传统文化再生

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庙宇、祠堂乃至村头树

下、水井旁、某户家门口，都是村民们感情、信息交

流的地方。这种地缘式的情感一直是维系中国传

统乡村社区的核心力量之一，也由此培育出乡民

对乡土的喜爱、依恋和依赖。但是，随着乡村社会

转型，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人口结构

发生较大变化，传统公共空间渐渐失去其作用，慢

慢淡出乡村公共生活，群体性的情感、信息交流也

日渐式微［25］。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游离”状态，客

观上造成农村文化支柱力量的抽离，导致了基层

农村传统文化常态性组织与开展的缺失。人口的

空心化使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失去基础和文化

发展的主体。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不仅远未重

新找到传统的稳定，而且将经受技术革新和经济

趋势带来的长期变动［26］。

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五大文化建设工

程”对全国基层和农村进行统一配置和覆盖，逐步

形成全国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调查表明，

农村居民和基层干部对五大工程没有形成足够的

共识，部分国家工程与民众日常的需求并不完全

吻合。调查显示，对于“送文化下乡”活动，农村

居民回答“非常满意”的仅占 4. 6%，比较满意的占

17. 6% ; 37. 7%认为“一般”，31% 表示“不满意”，

其中 9. 7%表示“很不满意”。尽管整体上农村居

民对政府送文化下乡并不满意，但在回答“农村文

化建设主体应该是谁”这一问题时，选择“村委会

组织”和“上级政府配送”的比例分别为 37. 9%、
37. 4%，而选 择 由“村 民 自 发 组 织”的 比 例 仅 为

13%。农村居民业已习惯并依赖长期形成的政府

公共文化供给，由于自身素质、年龄等多方原因，

即便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供给也无法使其

得到满足，但又无法形成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表达机制。
( 四) 价值取向失范破坏了农村的“精神家

园”，“基础秩序”崩解

价值取向是折射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也是

形成社会发展基本判断的重要依据，更是社会合

作、动员和管理的重要资源。村庄作为文化共同

体象征着村民的“精神家园”，自然淳朴的文化品

格奠定了中国传统农村共通的基础秩序: “天人合

一”的自然主义情结、“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乌

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慈孝道德观、“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良善交往原则、平和淡然的

生活态度、充满希望的未来期冀［27］。但调查显示，

中国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在过去 20 年中发生了重大

转变。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

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

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在一些

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了“集体败俗”的现象，“荣辱

观”出现扭曲和变形。一些富裕的村民无所事事，

赌博、吸毒、各种炫富; 一些穷苦的村民则心理失

衡，打架斗殴、抢劫，仇富心理严重。孤寡老人在

家里无人赡养，使“扶不扶”成为社会焦点。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混乱，明显的功利化

倾向，使社会陷入新的“整合困境”，信仰的缺失、
精神上的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造成了对

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在一部分人中间形成了

“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状况，造成了价值失范的

现象，甚至导致了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及信仰的危

机的出现［28］。由此，一部分人唯利是图、目光短

浅、竭泽而渔，处于一种盲目、不安的文化心态，那

片“精神家园”已经遭到破坏、开始坍塌。这直接

导致农村基础秩序处于解体的状态，村民失去了

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过去 20 多年中，我们往

往更加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基础秩

序’的建设却很少给予关注，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

会主义的态度，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

获得暂时性的改革收益。其结果是，作为制度有

效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的崩解［29］。”传统

社会赖以维持秩序的道德秩序、信用结构以及基

础制度如果完全崩解，就会使整个社会的运行处

于一种不稳定的情境中，也消解了制度整合与机

制重建的力量，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

四、关于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思考

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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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根据变迁的原因是发生于社会系统内或是社

会系统外，可以将社会变迁分为内发变迁和计划

变迁［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主

要是国家推动改革体制机制下进行的一种计划性

变迁，这种变迁意在把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

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因此

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力量

的推动。同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发变迁也在国

家计划变迁的“诱导”下相对缓慢地进行。中国农

村文化的变迁就是国家计划变迁和内在变迁同时

双向变迁的结果。因此，中国农村文化变迁呈现

出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从时间进程上来看，改

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市场

经济的推动，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

已经超出了农村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处于一种

不均衡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快速的运行过程

中，社会整体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的各面

向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怎样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的变迁，使社会系统本身所能承受并适应这种变

迁，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审视和处理好农村文化变

迁的四组重要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经济与文

化的关系、城与乡的关系、国家 － 市场 － 民间社会

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四组关系，中国

农村文化变迁的运行才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国

家社会才会是持续健康的发展。
( 一)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来

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的主题。“对于大

部分 现 代 化 论 者 来 说，‘乡’和‘土’的 意 思 一

样———比如‘乡里的’、‘乡下的’、‘土得很’———
都揭示一种性质:‘落后’。这种认识因与西方‘发

现观’和‘进化论’结合，再与富强的‘工业文明’
对照，推导出‘落后便要挨打’这种民族国家层面

的生死要义，‘乡土中国’所激起的，便是一场自上

而下、由外及内对本邦国度的掀翻重建。由于目

标对准‘农业国家’，重点也就落在‘乡土’关联的

两个方面，即: 开化乡村，改造中国［31］。”因此，中

国农村传统文化一直被看作是“落后的”，要不断

进行改造，推动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被当作对立面来看待。在这种基本认识上，中

国农村的传统文化不断地被消解，现已处于“濒临

灭绝”的境地。实际上，“传统”与“现代”并不是

二元对立的两面，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文化提供

内容精神支持，现代文化能够丰富传统文化的形

式，两者能够很好地兼容发展。中国文化的根在

农村这块“乡土”上，广大农村沉淀、延续着中国的

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存在方

式，表现在大量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

呈现在乡土生活中的民族传统习俗、仪式等方面。

所以，在推动农村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存和

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适应

现代农村生活的创新和改编，使之重新焕发生命

力和活力。在现代农村，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样

一幅文化图景: 村民既能组织划龙船、踩高跷等传

统活动形式，又有政府组织“文化下乡”所带来的

皮影戏、黄梅戏、花鼓戏等传统戏剧; 还能通过有

线电视、电脑网络收看春晚、电视剧、奥运会、世界

杯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也能通过光碟、收音机

观看收听喜爱的小品、相声、杂技、二人转、说书等

民俗艺苑，同时还可以去村里的文化广场打上一

套太极、扭上一段秧歌、跳上一曲最炫民族风。
( 二)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推

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这一过程中，农村

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但同

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农村建设，特别是

农村文化建设，一直是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境地。
2000 年后对“农业、农民、农村”的重视，也主要是

关注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新农村建设使农村

发展取得了新面貌，但是其改变了农村村庄传统

的组织形态，更多的是通过“搬迁———重建”打造

一个“新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传统“文

化生态”。因此，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处理好“经

济”与“文化”的关系。一是在国家层面，经济建设

要与文化建设“并驾齐驱”，要充分把握经济文化

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发挥两者的互动功能，特

别是要重视文化的功能。在新的经济形态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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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文化功能的扩张与社

会从传统产业形态向服务业转化密切相关; 其次，

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空闲时间的增加使人们包括文

化在内的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大大增加［32］。因

此，农村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瑰宝

蕴藏巨大的经济潜能。通过有条件有步骤地发展

农村文化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可以提高农村经济

水平。二是在基层层面，在农村建设上，要有意识

地保存和继承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层单位要

为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培育民间文化组织，设立农村公共文

化示范区，整合既有的各种文化资源，打造农村公

共文化活动中心，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各种

文化活动，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 三) “城”与“乡”的关系

城乡关系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现象，“城乡

二元结构”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中国古代就

有“城”与“乡”的“分野”。只不过在经历了上世

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二

者间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与“乡村

的没落”。许多村庄甚至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吞

噬或消失，据统计，“十年间，中国自然村由 363 万

个锐减至 271 万个，平均每天消失 80 个到 100 个，

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33］。1978—2012 年间城

镇化 率 从 17. 92% 提 高 到 52. 6%，年 均 增 速 为

1. 02%。2000—2006 年，年 均 增 速 为 1. 05%。
2007—2012 年，年均增速 1. 45%。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进一步提速，我国中西部农村将有一大批村

庄消失或者“空心化”。“乡村的终结”成为中国不

得不关注和认真审视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城乡

关系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 第一，形态混乱，即城

市不像城市而像农村，农村不像农村而像城市，乡

村理应回归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田园风光特色，城

镇则更应该体现二三产业为主的紧凑型空间形

态。第二，城乡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盲流现象。

第三，城乡公共服务的空间隔离。第四，新型“空

心村”或“问题村”的产生［34］。城镇化的发展，绝

不意味着乡村的衰落或消失。十八届三中全会

后，中央专门组织召开了新型城镇化会议，“让城

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成为一种最直接最简单最真实的心理诉

求。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本”，增加“人文关

怀”，协调好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协同发展、公平发

展、和谐发展。
( 四) 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市场、民间社会是建设农村文化的多元

主体，如何发挥政府、市场、民间社会建设农村文

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

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社会发挥着关键

作用。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有关。在传统

农村，“乡绅”阶层主导着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民

间组织发达，农村社区形成了公共文化活动空间，

经常定时定点的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但是自政治

权利进入乡村，农村开始了科层化管理; 改革开放

后，自然村集合为行政村管理，上世纪 90 年代后，

快速城镇化导致农村大量文化能人和精英流入城

市，民间组织开始解体。近几年来，由于农村文化

习俗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组织团体

又开始复苏，在一些地方，文化中心户、文化演艺

队在农村进行各种演艺活动并承办“红白喜事”。
民间社会组织的这些活动符合村民的文化需要和

口味，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可以引导民

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民间艺人进行培训，通过成

立协会的形式加强交流和合作。2005 年以后，政

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效果，还需进一

步科学完善。政府在发挥农村文化建设主导作用

的同时，要调节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促进共同均衡

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使发达

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文化建设上出现

日益明显的“马太效应”，东中西部的区域差距将

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而中西部发展中地区跳

出低水平文化消费临界值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

与推动。因此，政府在中间要起到调控作用，积极

发挥政府的设计功能、规范功能、刺激功能和干预

功能。市场日益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看，农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各

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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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流动和整合过程。所以，市场要发挥配

置资源的优势，促进城乡之间文化资源和要素的

流动，生产符合农民群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培育和

壮大农村文化市场。总之，在这三者中，政府要起

到主导作用，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的形成，引导

民间文化团体的成长壮大，使三者成为一股合力，

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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