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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转型视角的区域乡村文化体系重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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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管理学有关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构建了包括生态文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五个方面在内的乡村文化体系构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社会转型对传统

乡村文化的冲击，最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体系的策略，从

而为引导乡村文化的合理演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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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是特定区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该区域文化的演进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乡村地区的经

济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社会急速转型过程

中，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根本性转变的迫切要求。如

何在此背景下重构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乡

村文化体系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

文就此尝试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区域乡村文化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区域乡村文化作为特定区域内在乡村社会中形

成的，以乡村村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

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及行为方式的总和，是农民之

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

态，具备多样性、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文化

特征，也体现出稳定性、农耕性、传承性、人伦性

等特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乡村文化

的历史也是同样悠久。因此，乡村文化在人与自然

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我之间应达到一种和

谐共存、天人合一的状态， 并蕴涵朴实、诚信、宽

厚的文化品格。同其他类型的文化类似，乡村文化

同样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体系，为了便于观察

其内在的结构，不妨借鉴管理学中有关组织文化构

成的观点，引入下述组织文化结构体系（见图 1） 
 
 
 
 
 
 
 

图 1  组织文化体系基本结构示意图 

在五部分所组成的结构体系中，可以看出乡村

文化体系是一个由“外”向“内”层层深化的一个

体系。第二层“文化符号”与第三层“文化偶像”

显然是文化在特定环境中的物质化表现形式，因此

可统一归结为物态文化，即指外在的可直接观察的

文化现象；而第四层的“群体礼仪”则是物态文化

的延伸，是对物态文化的制度化与行为化，因此可

归结为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即与物态文化相适应

的行为规范与制度；而第五层也就是最为核心的层

次：文化价值。即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所体现的核

心价值观，也就是村民行为背后的观念，这是乡村

文化最根本、最本质的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可概括出乡村文化体系的一般

结构（见图 2） 
 
 
 
 
 
 
 
 

图 2  乡村文化体系基本结构示意图 

二、社会转型对传统乡村文化体系的冲击 

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加速使得乡村物质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由此乡村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进一步提

高。而乡村文化生活缺失，文化载体单一，文化组

织松散，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原有

的传统乡村文化体系难以满足农民新生的文化需

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日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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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日益加剧，对传统乡村文化

的挑战日益加深，具体表现在： 

（一）环境文化方面 

一是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由于近年来经济发

展越来越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核心，大量规模小、

实力弱、环保能力与意愿欠缺的企业纷纷上马。空

气、水等基本环境载体被大量污染，农村生产、生

活环境质量急剧降低，虽然经过一定的治理，部分

地区环境有所好转，但总体环保成效仍十分有限；

二是乡村人文气息日益淡化。由于利益追求的强化，

不少乡村中村民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于获取物质收

益，而对文化生活的关注不断下降，致使相当数量

的文化载体被废弃，特别是一些长期形成的优秀传

统文化遗存与文化习俗日益走向衰败，使得传统乡

村文化气息正不断地弱化。 

（二）物态文化方面 

文化的发展与演进离不开具体的物质载体。近

年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一些新型通

讯工具、媒体设备以及车辆等交通工具使用的普及，

这些工具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村民与外部世

界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发展。但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城乡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

差异，使得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新型通讯工具及媒

体设备等在乡村的拥有率仍远远低于城市，因而导

致乡村物态文化的发展仍存在物质层面的障碍；另

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基层文化设施的

改善与充分利用。近年来，虽然物质条件的改善与

国家文化惠民政策的推行使得乡村文化设施日渐完

善，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其完善程度仍远远低于

城市，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因此对文化生活

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导致文化设施大量闲置，利用

率极低，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行为文化方面 

由于大量农村青年居民进城求学或打工，留在

乡村的老年人与少年儿童，特别是老年人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无法承担乡村文化传承、创新与持续建

设的重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丰富

的同时，文化生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远远滞后

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居民的文化生活还有

趋向低俗化的倾向；还有就是部分乡村由于历史与

现实的原因，不良文化现象又有所抬头，严重影响

了乡村健康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最后就是乡村传统

互助文化日益弱化，乡村居民延续千百年的邻里互

助文化在经济大潮中日益淡化，大部分村民邻里之

间交流较少，还没有搭建起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 

（四）精神文化方面 

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的急速转型对传统乡村

文化的最深刻的冲击就在于对精神文化的冲击。众

所周知，孝顺、宽厚、信义、淳朴等品质一直是我

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乡村经济大潮

的冲击，这些传统文化特征正在迅速消解。乡村生

活中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人际关系中的利益关注

空前增强，大量传统优秀品质正在逐渐遗失；同时，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急速转型带来了传统文化习俗

与文化艺术传承的逐渐萎缩，承载传统乡村文化的

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承已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中

难以为继；还有就是乡村精神文化的空白仍然难以

得到弥补。经济大潮的冲击带来的精神压力深深地

影响着农民，而寻找心灵慰藉的需求大大超出以往，

而能够提供这种心灵慰藉的信奉对象较为缺乏，因

此一些迷信活动乘虚而入，严重影响了乡村良好文

化秩序构建与维护。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体系的
策略选择 

(一)大力培育新型乡村精神文化 

首先作为乡村文化的核心，乡村精神文化在构

建新型乡村文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新

型乡村精神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文化演进的路径依

赖。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因素仍应在当代成为培

育新型乡村文化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

奉行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见利思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有助于重新树立村民新型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其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型精

神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如针对进城农民工生活存

在的问题，宣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

针对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则向村民进行尊老爱幼、

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教育。针对乡村养老问题，对

村民进行孝道文化教育。 

(二)大力创新乡村行为文化 

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具有规模小、人口分散、

以小农生产为主的特点，使得村民生活朴实、平淡

甚至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加上交通、通讯的不畅，

因此很难有突出的活动与事件发生。这就需要乡村

文化实施者从本村、本乡入手， 抓住一切有利于乡

村文化建设的特定活动和特定事件，以此为契机形

成培育乡村文化的热潮，激发村民的追求高雅文化

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

发展，广大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必须准确把握乡村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村民的新期

待，对乡村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进行积极探索和

大胆创新。要深入乡村生活第一线，深入乡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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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不断创造出更多反映村民主体地位和现实

生活的优秀文化产品，给村民带来更多思想上的启

迪、身心上的愉悦、审美上的享受；还有就是推动

现代科技在乡村文化领域的广泛运用，加快构建传

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乡村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丰富

乡村文化的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增强乡村文化产

品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推动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

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促进各种形式文化的相互包

容，共存共荣。 

(三)大力丰富乡村物态文化 

政府财政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门资

金用于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并专款专用，同时建

立相应的监督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金

也应通过募捐、义演、志愿活动等渠道筹集资金，

参与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应当构建由政府带头，

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单位，以村民为主体，各级

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基本普及的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相关乡村文化设

施的作用，设立专人负责，强化对乡村文化设施的

管理；制定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区域

经济整体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出台相关政策来

明确乡村文化产业的定位，发展特色文化企业，建

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打造乡村文化产业品牌。

提升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的贡献率；促进文化产品

的研究开发，使乡村文化产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大力改善乡村环境文化 

可以根据当地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当地

特点的法规、办法，针对当地乡村生活垃圾污染及

农药、化肥、农膜污染状况制定相应治理办法，结

合当地乡镇企业污染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提

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使村民认

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自

愿地保护家园；建立健全中国的乡村生态环境补偿

机制，通过对损害资源环境、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

收费，对保护资源环境、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

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民的损失、减少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继续执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节约型、和谐型

社会的方针政策，鼓励高校及各类科研、开发机构

参与乡村环境保护工作；强化对中华传统人文精神

的传承，形成懂礼义，知廉耻，尊孝悌，讲忠信的

良好社会环境；注重提高乡村道德水平，构建与农

民实际道德状况相适应的现代乡村道德体系，引导

村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并制订

相应的道德评价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引导

乡村伦理道德的良性发展；优化乡村的法制环境，

加快乡村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制定和完善乡

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的

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完善乡

村教育体系，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实行

乡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双管齐下，强化农民提高

知识文化水平的意识，培养懂知识、有技术的新型

农民。 

四、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改革，乡村

文化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针对乡村文化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农民文化意识淡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缺

乏、乡村文化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以及农村文化

建设开发不足等问题，应不断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

投入，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乡

村文化保护以及监督管理制度等，以推动乡村文化

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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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vital to reform rural culture system. In the pap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Culture in 
management science is inspired firstly to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rural culture system which includes ecologic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behavior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framework above, it’s analyzed deeply tha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has effects on the social transition. Aimed at the 
problems, the strategy of reestablishing rural culture system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ition is advanced so 
that the reasonable guide for evolution of rural culture can be inspired correspon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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