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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 ,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城镇

化进程中 ,有的地方割裂当地文化甚至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与乡村文化为代价来力图实现所谓的乡村现代

化 ,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错误做法 ,必须引起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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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culture is the farmer - cored culture com ing from depositing of the farmer’s working and living in local areas. In the

p 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some p laces p romote the countryside modernization by sacrifice of the rural culture and

local Ecological balance. It is a dangerous action which is a violation to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should be stopped at

once and correct its m 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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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对于我国建设新农村 ,缩小城乡差距 ,

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

而 ,在城镇化过程中 ,不少地区只注重乡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 ,相对忽视了乡村文化保护与

开发。乡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 ,是乡村居

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 [ 1 ]。它

既包括无形的文化 ,如语言、风俗习惯、思想道德、

宗教信仰、娱乐等 ,也包括有形的文化 ,如书籍、雕

塑、建筑、文物古址、衣着服饰等。可以说 ,乡村文

化是城市以外广大地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 [ 2 ]。可是 ,现在有的地方甚至以牺牲当地生态环

境与乡村文化为代价 ,力图实现所谓的乡村现代

化 ,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错误做法 ,必须引

起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一、城镇化进程中惨遭厄运的乡村文化

1. 被人为隔离的乡村文化。城镇化是解决“三

农 ”问题的必由之路 [ 3 ] ,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 ,但城

乡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乡村一直是城市文化的

盲目追随者和模仿者 ,农民盼望着享有与城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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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舒适生活环境和比较完善的生活保障 ,可是在追

随和模仿的过程中却产生了迷茫。当乡村迫切需

要城市友好地拉扶一把的时候 ,一些城里人以及从

乡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 ,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戏谑、

嘲讽的方式显示城市生活的优越感。如现在许多

农村女孩面对镜头时 ,多少会因为不自觉中所产生

的仪式感而摆出夸张的姿势来 ,这种姿势正是早期

城市文化的遗留现象。当今的城市人群通过自身

素质的提高 ,跨越了对抛头露面和个人展示的顶礼

膜拜 ,却不愿意给刚刚有机会介入全面娱乐浪潮的

乡村农民提供适应的时间 ,一味的嘲笑和漠视 ,显

然只会让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重蹈邯郸学步的覆

辙 ,而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农村文化的现代化。

2. 被断然撕裂的乡村文化。农村同城市一起共

同分享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果和便

利 ,但二者在文化上的鸿沟却日渐扩大。在强势的

城市文化面前 ,乡村文化则以撕裂的形式呈现。所

谓回归乡村 ,不过是“精英 ”群体的精神意淫 ;原生

态的乡村文化在格调与品味至上的一些城里人那

里 ,反倒成了落后、低级、庸俗的象征。事实上 ,很

多城里人去乡村观光旅游并不是真的寻找到自己

心目中的家园 ,而往往是为了显耀游玩者的生活优

裕、品味高端 ,这样一来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真

实意味也就难以得到应有的肯定、尊重和被接受。

3. 被无端异化的乡村文化。相对于农民阶层物

质生活质量的低下 ,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

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的匮乏更加使人感到心痛。

城市社会里与商品、货币同在的流行文化 ,还有那

些不太切合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已经

开始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的各个角落 ,这不仅体现在

乡村教育的某些现实追求中 ,而且也反映在农村青

年人的主要生活细节上。商品经济意识中唯利是

图思想对乡村纯朴而富有人情味的文化因子的侵

蚀 ,优秀的民间文化尤其是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濒临灭绝 ,传统宗教文化中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一

些内容却大行其道 ⋯⋯所有这一切远没有及时唤

醒农民的警觉 [ 4 ]。

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困境的原因

分析

1. 文化层次低下导致乡村文化面临二元相悖的

窘况。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 ,一种文化的建立往往

需要借助于那些有独特见解的学者 ,在综合传统习

俗的基础上对一系列有关现象进行提炼和推广。

城市文化之所以能成型并得到广泛流传 ,既得益于

一大批有见地的专家学者运用丰富的知识赋予所

在城市以独具特色的文化 ,又要靠文化素养不断提

高的广大市民在充分理解该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给

城市文化的传播以有力的推动。反观乡村 ,情况则

截然不同 :一方面 ,村民们可以感受到外部世界的

飞快发展 ,并对城市生活心驰神往 ;另一方面却有

囿于自身素质未能完全理解城市文化的真正涵义 ,

只做简单的、粗鲁的仿效 ,甚至还不顾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进行生搬硬套 ,未免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窘迫境况。

2. 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乡村文化开发过滥并危及

生态。人们印象中的乡村一直是山清水秀、民风纯

朴的代名词 ,然而这样的记忆和描述可能只会出现

在以后的文字中。或许是感染了城市浮躁人群的

心理状态 ,如今很多乡村都在引进城市发展规划大

兴土木 ,改造道路 ,修建房屋 ,开发各种各样娱乐设

施 ,其结果是“新城 ”建设风生水起 ,生态环境急剧

恶化 ,青山不再 ,绿水不见。特别令人痛惜的是连

历史上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一些古民居和其他人

文景观 ,都采取直接毁坏或随意改建的方式 ,完全

破坏了文化遗产或历史文物不可再生的原有文化

价值。有的村民在对若干流行文化津津乐道的同

时 ,却对本地区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和竞技艺术视

而不见乃至完全遗弃。

3. 城乡长期二元分立催化乡村文化趋向畸形发

展。城乡的二元结构和以往某些制度的实施难免

使广大农民深感低人一等、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提并

论 ,经济上的贫苦落后面貌更是加剧了这一认知。

于是乎 ,他们拼命地从物质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向城

市人群靠近、看齐 ,那种跃跃欲试的躁动集中表现

为 :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素质普遍偏低 ,

可是农民们却义无反顾地仿效城市的区域建设规

划和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而对原汁原味的乡土特色

恣意放弃 ;再加上大量城市白领阶层由于生态意识

的觉醒而重返乡村一游的行为 ,又使得一些农民落

入改建后农村几乎与城市无多大差异的自我陶醉

中 ,殊不知那些重返乡村进行休闲娱乐的人 ,真正

看中的恰恰就是乡村的原有美景和传统习俗。由

此失去精神特质而显得不伦不类的乡村 ,在整个社

会文化体系中的分量将日益减小 ,难怪著名作家王

安忆会用残山剩水概括眼下的乡村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路径

选择

其实 ,乡村文化主要是作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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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 ,尽管它已有五千年的历史积淀 ,但在城镇

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 ,无论是面对人为

因素还是自然因素的侵蚀 ,都显得十分脆弱 ,非常

需要中华儿女对它加以精心保护 ,以保持民族文化

和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乡村文化必须从城镇化进

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中走出来 ,其保护与开发的基本

原则和相应策略是 :用遗貌取神的方式加以保护 ,

以和谐创新的形式进行开发 ,将创新精神全程介

入 ,使和谐理念贯穿始终。其保护与开发的总体目

标在于发展低成本、广收效、可持续的乡村文化。

具体措施为 :

1. 制定并完善法律法规 ,依法对恣意破坏乡村

文化的行为进行惩罚。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 》作为国家大法规定未免过于笼统 ,具体

到乡村文化确实没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刑法 》中虽

有专章规定破坏文物后应该遭受的处罚 ,但范围依

然太宽泛 ,未必能够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发挥实质性

的作用。笔者以为 ,有些乡村文化如同许多不可再

生资源一样 ,一旦被毁掉便会永远地消失 ,这无论

对当地还是对国家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在

目前乡村的经济实力和思想观念仍然无法与城市

持平的情况下 ,出台一部专门针对乡村文化的保护

条例 ,用以规范乡村文化的申报程序 ,统一乡村文

化开发手续 ,界定乡村文化责任主体 ,明确恶意破

坏分子的法律责任 ,将会是一种执政成本低而执政

效率高的一项立法工作。

2. 加强文化教育 ,将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乡村教

育紧密结合起来。发掘本乡本土的建设资源、让本

地人才成为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主体力量 ,无疑

是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农民的

成长 ,与乡村文化教育、乡村文化建设相伴而行。

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人才支撑 ,

而乡村文化建设的和谐、有序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

有力推动。鉴于此 ,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促使二者

紧密联系、有机结合 :其一是利用政府及各种民间

资源 (包括传统资源、乡土资源和外部资源 ) ,寻找

乡村文艺能人并通过有组织的方式 ,向其提供基本

设施的支持帮助和交流与培训等 ,实现其正常自我

运作 ;其二是与村办小学等农村教育单位合作 ,走

协作发展道路 ,开办乡村社区成人学校 ,既让农民

从中学到一些实用的生产技能和致富本领 ,又使得

此类学校同时成为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的传习场所。

负责讲授、辅导的人既可以是所在地区的大学生或

外来志愿者 ,也可以是本地长者、教师和能人等 ;其

三是发挥当地优势 ,生动活泼地开展乡村文化保护

与开发的各项教学和实践活动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

有机会学习和掌握 ,包括如何鉴别乡村文化特别是

社区范围内文化古迹的价值大小 ,科学修缮遭受破

坏的历史文物 ,准确定位当地文化等在内的职业技

能 ;其四是为进一步做好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人才

的交流和培训工作 ,可针对眼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

状 ,结合各级政府的有关政策 ,想方设法促进更多

的大学生投身到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中去。

3. 探索乡村文化产业化途径 ,实现乡村文化经

济效益与文化价值双丰收。产业化是乡村文化未

来的发展趋势。单纯的抢救、修缮和保护 ,如果不

辅以合理适度的商业化运作 ,乡村文化终将难以持

续发展。就文化古迹而言 ,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

是 ,在地理环境优越、文化古迹密集、政策环境宽

松、村民思想开放的地区 ,率先引进国内外旅游开

发公司 ,由它们出资修复破损的历史古迹 ,并在不

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当兴建新的旅游景点 ,当

地政府务必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而且得让外来公

司拥有一定年限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对于那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则适宜采用建立戏剧团、艺术

团、培训班的形式 ,通过现代光影技术的包装 ,广泛

参与社会演出 ,积极扩大演出影响 ,努力做到坚持

不懈、长盛不衰。

4. 在交融中创新 ,打造乡村文化旅游新的经济

增长点。创新是对乡村文化开发所提出的更高层

次的要求 ,如今的乡村在与外界的频繁交往中 ,经

历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等变化。在变化过

程中 ,要是每个乡村都能立足开放的视野 ,通过交

流和学习 ,用不断汇入的各种文化进行融合创新 ,

一定能使本乡村的区域性文化成为形式独特、内容

丰富并与时代潮流同步演进的文化群落 ,从而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 [ 5 ]。在具体操作中 ,可以借助乡村旅

游热的东风 ,充分利用本乡本土的文化积淀 ,赋予

乡村农家游崭新的文化韵味 ,提升旅游品质。至于

针对那些无法复原或修缮代价太高的历史古迹 ,宜

考虑采用遗貌取神的方式重新建造仿古建筑 ,开辟

仿古商业圈。

5. 扬弃城市中心论 ,变更主流人群对乡村文化

的评价体系 ,重新思考和挖掘乡村文化的价值。城

市曾经垄断过广大乡村的信息获取渠道 ,通过各种

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 ,向广大乡村输送城里人的大

量消费信息、传授乡下人一瞬间还“够不着 ”的生活

(下转第 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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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和透

明的原则。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有着重大的关系 ,

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 ,在这个过程中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绝大多

数人的利益要求不断接近 ,而公开性就是确保公民

利益实现的有效渠道。公平和效率只有保持动态

平衡两者才能实现统一。

总之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是一个社会

系统的工程 ,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 ,各项公共政策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有效

发挥公共政策体系的整体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性

效率的提高 ,最终带来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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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进而轻率地得出了乡村文化劣于城市文化、

需要用城市文化来改进乡村文化的片面结论。为

此 ,一要重新建立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机制 ,改变

以产值和招商引资论“英雄 ”的乡村发展思路 ,充分

认识到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在乡村发展和整个新

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意义 ,切实将乡村文

化项目独立列入各级政府预算以及地方政府政绩

考核体系内 ;二是知识界和社会舆论需转变思想认

识 ,鼓励市民通过多种渠道下乡调查 ,体验农家生

活 ,了解农民和乡村文化 ,增进市民与村民间的沟

通及城乡间互动 [ 6 ]
,使村民们真正意识到照搬照抄

城市文化和工业思维模式 ,对改善乡村文化生活、

促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无益的。

6. 引导和发展民间力量与政府共同参与乡村文

化的保护与开发。通过借助乡村本土组织和城市

志愿者组织等民间团体的力量合力发展各种文化

产业 ,在国外已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在我国同样也

是可行的。因为民间组织身份特殊、手段灵活 ,既

可以给予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以一定的资金扶

持 ,又能够提供技术保障、政策咨询及人才培养等

多方面帮助 ,从而成为政府或国家力量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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