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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振兴乡村文化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任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振兴有卓越的成效，但

乡村文化振兴却成为一些地区的空口号、花外衣。振兴乡村文化面对主体缺失、客体匮乏、载体有效性

不高等现存问题，需要从乡村文化的三个要素出发，围绕思想认识、人才协同和特色产业的三个方向，

提出有效的实践路径，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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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is the primary task of inheriting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
sults, but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empty slogan and a flower coat in some 
areas. In the face of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ubjects, lack of objects, and low carrier 
effectiv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elements of rural culture, focus o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talent coordin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propose effective practice paths to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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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方

面之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驱动，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路向。乡村文

化振兴在政府、社会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有卓越的成效，但也呈现出一些现实问题。“乡村振兴，既

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1]。研究乡村文化振兴

的要素与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求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是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需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2. 乡村文化振兴的要素分析 

“对于村民而言，生活于其中的村庄不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而且为一个意义的世界”[2]。“乡村文

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地域性乡土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3]。乡

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文化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乡村文化主体通过乡村文化载体盘活输出方式，

为乡村文化客体的发展提供更多养料，继而引起多元主体之间的情感共鸣，激发振兴乡村文化的有生力

量。 

2.1.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 

乡村文化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主导主体和主动主体。政府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推动乡村文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既是为乡村发展提供可持续性政策倡导的“领头羊”，

又是切实保障村民利益和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当家人”。村民作为乡村社会中最广泛、最基本

的主要群体，对乡村文化的存续状态和发展前景有着直接影响，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建设

新时代乡村的践行者。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调动村民的自我能动性，变主要为主动，这就要求政

府和村民之间实现双向互动。政府在建设乡村文化过程中，减少命令型的管理方式，营造鼓励村民建言

献策的良好政策环境，尊重村民自主选择，增加与村民之间的有效互动，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导

主体。村民对于政府的响应和号召，作出积极回应，建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动自发的投身乡村

文化建设中来，和其他乡村文化主体实现多向互动。 

2.2. 乡村文化振兴的客体 

我国乡村孕育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通过不断对

乡村文化的思考理解和融合创新，这些优秀乡土文化逐渐内化为新时代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其中乡贤文化包含的待人处事之道、伦理道德之理、行为准则之规是对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也是中国社会得以秩序稳定、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农耕文化蕴含着中国社会处世之道，

与勤劳、踏实、肯干的积极人生态度高度吻合；红色文化始终贯彻着爱国精神，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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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潜移默化激励着每一代中国青年；乡村生态文化逐步衍生出新时代“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推动了美丽乡村从“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这些都是乡村文

化振兴的客体，不仅是乡村精神的凝聚与展现，更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希望与憧憬。它们与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融为一体，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3. 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 

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作为连接乡村文化与村民及人民群众的桥梁，发挥着传递和运载我国乡村文化

的重大作用。乡村文化载体具有可视性、历史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

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间文化的“博物馆”。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区、手工艺品陈列馆、名人英

雄故事馆等，是村民承载记忆和情感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可视化，变抽象为具象。以传统村

落为代表的乡村文化遗产，承载着乡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因其赋予着独特的传统意义以及具有不可再生

的标签，较为鲜明的体现出乡村文化载体历史性的特点。随着新时代新农村新村民的发展趋势，不同领

域的乡村文化载体层出不穷，乡村建筑、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文化活动、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都成

为振兴乡村文化的有力中介。 

3. 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挑战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文化振兴直接关系着建设新时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4]的乡村目标。乡村文化振兴各要素之间良性互动，则乡村文化振兴成效显著。但

现阶段，乡村文化振兴还存在主体缺失、客体匮乏、载体有效性不高等问题。 

3.1. 主体的缺失与互动乏力 

“从功能主义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其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5]。青

壮年群体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顶梁柱，随着新时代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的青

壮年力量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活品质和为后代提供更为成熟的教育环境，大量涌向了城市，剩

下孩童、妇女和老者在家乡生活，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造成了农村生活面向的外倾。而“老弱妇孺”

群体由于年龄、身体素质和教育水平的限制，难以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现阶段乡村文化

振兴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导，政府作为主导主体，不断引进来走出去，从政策、经费、人才等方面加强乡

村文化建设。但村民缺乏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略有些忽视村

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使得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与广大村民群众需要的文化生活之间存在差距，导致

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实施情况难以得到保障。 

3.2. 客体的匮乏导致吸引力不够 

乡村文化内嵌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习惯，如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长幼有序的优良家风家训，邻里

和村民之间仁爱互助、吃苦耐劳的文明乡风民风，口口相传、脍炙人口的歌谣舞曲以及流传千年的农耕

文化和传统技艺。乡村文化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乡村文明的传播，推动了家乡成为村民

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但现在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失却导致家风家训无人遵循，乡土礼俗秩

序影响弱化；家族社会功能萎缩，差序格局逐渐瓦解；利己思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冲击着淳朴乡风

民风；手机里的短视频和小游戏代替了佳节之日吟唱起舞的欢乐景象；传统手工艺技术面临无人继承的

困境……一些乡村文化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乡土文化正在逐渐边缘化，被蒙上了“无价值、无意义”的

面纱，导致农村共同体意识的解体，村民对本土乡村文化记忆的缺失，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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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载体的固化导致有效性不够 

现阶段，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不断丰富，但伴随着村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众对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有更高层次的期待。因此，着力增强乡村文化载体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些地区乡村文化建设阵地输出文化的模式逐渐趋于格式化，缺乏地方特色和模式创新。这种传播乡村

文化的表达方式较难与村民的自身需求完美对接，限制了乡村文化在空间和地域上的发展。“百姓大舞

台”、“农家书屋”这样的文化场所有效利用率低，一些地区虽然设有文化活动室，但设施设备无法更

新换代导致的老化、滞后，使之难以开展正常的文化活动，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农村文

化生活十分单调乏味。一些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过分追求城镇化，没有考虑本土化差别，导致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群众文化生活存在差距，逐渐成为“面子工程”。 

4. 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基于乡村文化振兴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紧密围绕思想认识、人才协同和特色产业的三个方向，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行稳致远。思想认识是助力基底，人才协同是有效保障，特色产业是发展方向，三者协调

发展，相辅相成，有机融合，才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4.1. 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思想认识机制 

培育思想认识机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乡村文化振兴思

想认识机制的建设，需要政策保障、机制创新、思想统一，需要有“一盘棋”思想，凝聚“一股绳”力

量，需要合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一，政府部门要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兼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各

个方面，充分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自主选择，令村民

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受益群体。对于各项政策必须落到实处，致力于构建统一、完整、高效、务实的

乡村文化政策体系，贯穿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全过程。第二，社会组织要按照“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培

育新业态”的发展思路，构建乡村文化产业合理的收益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和发展优势，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村民的文化需求，激发乡村主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第三，广大村民要坚信党和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确信党和国家振兴乡村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

的决心，树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在政府的带动下积极投身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力量，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2. 健全本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 

振兴乡村文化必须通过构建一定的人才协同发展机制，去激发广大村民和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引

导他们在现存问题中进行思考探索，在需要诉求中把握理性选择，在正向情感中获得文化认同，在个体

自觉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促进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激发，有效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顺利进行。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新时代村民，确保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有力量。新时代农村亟需培

育出有思想、有能力、有进步、有觉悟的“四有村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其在日常的生产生

活过程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村民社会责任意识、

集体意识，形成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自信；要引导村民形成自我发展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发

扬村民首创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实现个人发展的同时不忘振兴乡村的初心和使命。第二，

要凝聚乡贤能人的力量，营造良好的人才聚集效应。乡贤能人是建设乡村文化的一支重要队伍，他们是

农村的中坚力量，要吸引更多扎根农村大地的在外游子和持有故土情结的村民致力于乡村文化振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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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能人资源打造成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集聚正能量的重要渠道以及强化

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第三，“选派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6]，打造出一支具有人文情怀、有

基层工作经历，真正懂乡村、爱村民、想要把乡村文化发扬光大的基层党组织队伍。 

4.3. 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 

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既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

是乡村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时代要求。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关键在做深文化、做精品牌，

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支撑，依托其原有文化内涵，深度挖掘文化资源，推动特色文化发展。 
第一，协同好产业发展规划，既要考虑乡村文化的特殊性，也要兼顾文化产品的盈利性。要对乡村

文化的特点进行多角度的规划，找准特色，突出特色，扩大特色，防止同质化竞争，促进特色产业的发

展。既不能破坏乡村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又要为大力传承乡村文化提供一条经济富强之

路。第二，结合村民需求提高文化产业的价值性收益。乡村文化产业的效益果实必须落实到村民的日常

生活，积极听取广大村民的需求和建议，实现发展为了村民，发展依靠村民，发展成果由村民共享。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契合村民的需求，村民的日子有盼头了，实现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乡村文化才能迸发

出强大的驱动力。第三，内外联动，找准市场，走出特色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布局要新、要稳、要可持

续，必须立足本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努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风、一村一韵的乡村文化

产业发展新格局”[7]。各个参与主体建言献策，充分运用互联网+，开发各类特色产品，形成产业链。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业形式展现出来，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实现文化可视化，实现文化的持续发

展。 

5. 结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大力发展乡村

文化，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使乡村文化振兴有

活力、有动力、有效力，走好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这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 王汉超, 杨文明.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 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N]. 人民日报, 2022-10-09(001).  

[2]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3] 吕宾.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 求实, 2019(2): 97-108+112.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2-05(001).  

[5] 顾海燕.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1): 52-57.  

[6] 中办国办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N]. 人民日报, 2022-12-14(001).  

[7] 付祖科, 董智勇, 刘金萍.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探析——以京山市为例[J]. 农业科技通讯, 2021(12): 
23-2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374

	乡村文化振兴的要素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Elements and Practic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乡村文化振兴的要素分析
	2.1.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
	2.2. 乡村文化振兴的客体
	2.3. 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

	3. 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挑战
	3.1. 主体的缺失与互动乏力
	3.2. 客体的匮乏导致吸引力不够
	3.3. 载体的固化导致有效性不够

	4. 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4.1. 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思想认识机制
	4.2. 健全本土人才协同发展机制
	4.3. 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