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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

余成斌

（六盘水师范学院 图书馆，六盘水 553004）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在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弘扬、继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文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课题。[方法 /过程]采用调查法对六盘水的乡村传统文化情况进行分析，

了解乡村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从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传承和保护的认同问题、保护

的主导者、主要内容和传承保护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 /结论]总结出促进乡村文化开发利用过程中的

传承保护策略，对乡村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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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protec-

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carry forwar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Liupanshui, Guizhou Province,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ulture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as-

pect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in rural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leading role of

protection, the main content and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Results/Conclusions] The inherit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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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中国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袁 乡村文化

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遥 现阶段袁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

进袁 乡村旅游业的兴盛袁 乡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袁 乡

村文化不断遭受挑战袁 有一些地方一味追求快速尧 现

代尧 整齐美观的乡村形象袁 抛弃原有的传统文化袁 大

肆拆建和包装乡村文化建筑袁 替换乡土文化元素袁 商

业化的街区不断出现袁 造成 野千村一面冶 的后果袁 原

味乡土文化近乎消失殆尽遥 据统计袁 在 2000 年至 2015

年短短的 15 年时间里袁 中国的乡村数量从 370 万个减

少到 260 万个袁 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每天平均有 200 个

村子消失了[1]遥 此外袁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袁 农村人

口袁 特别是青年一代袁 越来越向往城市袁 农民的价值

取向逐渐发生改变袁 对乡村的文化认同感逐步下降袁
加之受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冲击袁 乡村原有的生态特性

正趋于消亡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 野优秀乡村文化能

够提振农村精气神袁 增强农民凝聚力袁 孕育社会好风

尚冶遥 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袁 野以文促旅袁 以

旅彰文冶 已成为发展现代乡村旅游业尧 促进文化传播

的必然选择[2]遥 关于乡村的文旅融合和文化保护也有相

关的研究袁 如周泽丹[3]提出文旅融合发展要做好文化遗

产的保护袁 才能谈到有效的融合袁 应该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尧 现代传播手段助力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曰 钟华

美[4]结合乡村文旅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乡村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动因尧 内容和路径曰 彭晓烈等[5]提出采取

精准分类施策尧 挖掘村寨文化差异性尧 增强村寨风貌

协调性等村寨文化的保护性策略曰 刘璐[6]从乡村空间的

生存性尧 体验性与审美性 3 个方面提出乡村文化空间

建设的现代性意义曰 孙文学[7]建提出通过建立乡村图书

馆在人才培养与传承教育尧 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尧 多方

协同尧 信息资源共享和乡村图书馆体制等方面保护与

传承乡村文化遗产的有效机制遥 以上研究从不同视角

对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袁 但对

于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研

究较少袁 基于此袁 本文通过对六盘水市的乡村传统文

化传承保护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袁 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策略遥
在文旅融合视域下袁 开展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工作迫在眉睫袁 这不仅符合当下国家 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冶 的战略定位袁 也能藉此加强地方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袁 提升农村农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

认同感袁 守住农村的精神灵魂袁 更好促进美丽乡村的

建设袁 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遥 乡村文化繁荣

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袁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袁 要实现乡村的振

兴袁 应当文化先行遥 在乡村向特色旅游小城镇转型发

展中袁 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应该得的合理地开发

利用与保护袁 以免顾此失彼遥

2 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现状调查

本文基于对六盘水的乡村文化传承现状调查作出

分析遥 野六盘水冶 地名是一个组合性区域概念遥 六盘

水市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一尧 二级台地斜坡上袁 地处长

江上游和珠江上游的分水岭袁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

家 野三线建设冶 时期发展起来的一座多民族聚居的能

源材料工业城市[8]遥 1978 年 12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

建市袁 现下辖六枝特区尧 盘州市尧 水城县尧 钟山区 4

个县级行政区和钟山经济开发区 渊红桥新区冤尧 红果经

济开发区 渊两河新区冤尧 水城经济开发区和盘北经济开

发区等多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袁 87 个乡 渊镇尧 街道冤袁
1 000 余个行政村遥 截至 2018 年末袁 全市户籍人口

protection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re summarized,

which can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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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55 万人袁 以彝族尧 苗族尧 布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

族人口 89.27 万人袁 占总人口的 25.61%遥
随着 野乡村振兴战略冶 的实施袁 国家和地方政府

越来越重视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袁 保护和传承乡村

的系列措施相继出台遥 通过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性来引导文化发源地的人们重视对自身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袁 但是目前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还未形成一套系统化的保护机制遥 例如袁 通过调研

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乡村文化的价值不了解袁 部分甚至

根本没有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价值袁 在这种情况下袁 仅

仅依靠村民自身来实现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远远不

够袁 还需将保护的群体扩大至全民中来袁 更需要国家

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袁 地方政府也必须高度重视乡

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遥
2.1 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六盘水优秀乡村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情况袁 更主要的目的是了解村民对乡村文化

传承的态度袁 并分析乡村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具体原因袁 以此提出具有科学性尧 合理性和实

用性的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建议遥 在具体的调查方

面袁 考虑到研究实际情况袁 主要采取走访和问卷调查

相结合的方式袁 通过对城区市民和乡村村民进行随机

抽样袁 获取第一手的真实资料遥 调查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6 日要11 月 20 日遥
在明确调查对象尧 调查范围及调查目的的基础上袁

设计了本次的调查问卷遥 问卷分为 3 部分的内容袁 共

计 20 道题目遥
第一部分院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遥 本部分的主要

目的是了解市民和村民的基本情况袁 即被调查对象的

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属性特征遥 该部分涉及 6 个问

题袁 分别为身份尧 年龄尧 性别尧 婚姻状况尧 受教育程

度和收入状况遥
第二部分院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认同问题袁

希望通过该部分的内容来了解市民和村民对乡村文化

的认同感袁 特别是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袁 同时袁
了解市民和村民对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态度遥 主要

涉及 4 个问题袁 分别为对乡村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尧
乡村文化有无保护的必要性尧 对正在开展的乡村文化

保护工作是否支持尧 是否愿意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中来遥
第三部分院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评价及建

议遥 希望通过本部分的问题袁 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待乡

村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遥 本部分主要包括 9

个方面的内容袁 分别为乡村文化传承队伍质量问题尧
乡村文化建设与保护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尧 乡村发展

旅游是否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尧 乡村文化传

承和保护需要从哪个方面改善尧 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

中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尧 对乡村文化活动运行的

评价尧 对乡村文化的建设尧 传承与保护是否满意尧 乡

村文化建设是否保护了乡村文化以及对乡村文化传承

和保护的建议遥
2.2 调查结果分析

2.2.1 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六盘水城区市民和乡村村民袁
共抽取随机调查对象 500 名袁 发放问卷 500 份袁 回收

问卷 409 份袁 有效问卷 364 份袁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2.8%遥
2.2.2 样本特征

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分析本次调查结果袁 样本的

特征如下院 在样本的身份构成上袁 城区市民的比例高

于乡村村民的比例袁 其中城区市民 205 人袁 占总人数

的 56.3%袁 乡村村民 159 人袁 占总人数的 43.7%曰 从年

龄结构上来看袁 18 岁以下 14 人袁 占总人数 3.9%袁 18

至 65 岁的有 331 人袁 占总人数 90.9%袁 65 岁以上的有

19 人袁 占总人数 5.2%曰 从性别比列来看袁 男女比例并

不明显袁 其中男性 191 人袁 占总人数的 52.5%袁 女性

173 人袁 占总人数的 47.5%曰 从婚姻状况上来看袁 已婚

人数达 296 人袁 占总人数的 81.3%袁 未婚尧 离婚及丧

偶人数只有 68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8.7%曰 从学历构成来

看袁 小学及以下的有 45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2.4%袁 中学

得有 90 人袁 占总人数的 24.7%袁 高中的有 103 人袁 占

总人数的 28.3%袁 大专尧 本科及以上的一共有 126 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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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人数的 34.6%曰 从年收入多少来看袁 1 万元以下的

36 人袁 占总人数的 9.9%袁 1~5 万元的 235 人袁 占总人

数的 64.6%袁 5~10 万元的 82 人袁 占总人数的 22.5%袁
10 万元以上的 11 人袁 占总人数的 3%袁 如表 1 所示遥

2.2.3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认同问题

从对乡村文化历史的了解程度来看袁 对乡村文化

了解程度一般及一般以下的共有 267 人袁 占总人数的

73.4%袁 其中城区市民 154 人袁 占城区市民人数的

75.1%袁 乡村村民人数有 113 人袁 占乡村村民人数的

71.1%曰 比较了解及非常了解乡村文化的一共有 97 人袁
占总人数的 26.4%袁 其中城区市民 51 人袁 占城区市民

人数的 24.9%袁 乡村村民人数有 46 人袁 占乡村村民人

数的 28.9%遥 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袁 城区市民和乡村

村民对于乡村文化的了解都不深袁 特别是乡村文化主

体的村民袁 对于身处其中的乡村文化了解不多袁 且整

体文化素质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要求有一定的差

距遥 所以袁 不管是城区市民袁 还是乡村村民袁 均需要

在乡土文化认知上加强袁 培养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感袁 如表 2 所示遥

从乡村文化保护的必要性袁 关于乡村文化的保护

问题袁 认为比较有必要和非常有必要的有 308 人袁 占

总数的 84.6%袁 其中城区市民 182 人袁 占城区市民人

数的 88.7%袁 乡村村民人数有人 126袁 占乡村村民人数

的 79.2%曰 认为不必要的一共有 30 人袁 占总人数的

8.2%遥 在问及对正在进行的乡村保护工作袁 群众表现

出很高的支持度袁 比较支持和非常支持的有 325 人袁
占总人数的 89.3%遥 结果说明袁 民众已经意识到了保

护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袁 特别是市区市民袁 可能是因现

阶段乡村旅游文化发展带来的休闲和文化需求袁 相比

于乡村村民袁 在乡村文化保护上有更高的支持率袁 也

意识到现阶段必须采取更多有效措施来保护乡村文化袁
如表 3 所示遥

从民众参与意愿来看袁 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参与

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有 38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0.4%遥
大部分的民众还是愿意参与到乡村的文化建设中来袁
占总人数的 89.6%遥 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袁
作为乡村文化创造者的村民才是实施文化传承和保护

的主体力量袁 因此袁 如何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尧 激发村

变量 特征 频数/人 百分比/% 

城区居民 205 56.3 城乡比例 

乡村村民 159 43.7 

男 191 52.5 性别 

女 173 47.5 

已婚 296 81.3 婚姻状况 

未婚、离婚、丧偶  68 18.7 

＜18 岁  14 18.9 

18~65 岁 331 39.2 

年龄 

36~45 岁  19 26.7 

小学及以下  45 12.4 

初级中学  90 24.7 

高中中学 103 28.3 

学历结构 

大专、本科及以上 126 34.6 

1 万元以下  36  9.9 

1~5 万元 235 64.6 

5~10 万元  82 22.5 

收入结构 

10 万元以上  11 3.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了解  21   5.8   5.8 

不了解  75  20.6  26.4 

一般 171  46.9  73.3 

比较了解  64  17.6  90.9 

非常了解  33   9.1 100.0 

合计 364 100.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必要   8   2.2   2.2 

比较不必要  22   6.0   8.2 

一般  26  7.1  15.3 

比较必要 164  45.1  60.4 

非常必要 144  39.6 100.0 

合计 364 100.0  

 

表 1 样本特征情况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2 对乡村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

Table 2 Understanding of rural history and culture

表 3 乡村文化保护的必要性

Table 3 The necessity of rural cultu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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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潜在的热情来参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遥 正因如此袁 我们必须重视尧 尊重

和保障村民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袁 多方式鼓励他

们参与其中遥 与此同时袁 也积极鼓励城区市民以各种

方式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来袁 如表 4 所示遥

2.2.4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评价及建议

关于乡村文化建设队伍的素质袁 调查显示乡村文

化队伍建设情况较好和好的人有 108 人袁 占总人数的

29.7%曰 认为乡村文化队伍建设质量一般及以下的人有

256 人袁 占总人数的 70.3%袁 其中城区市民 163 人袁 占

城区市民人数的 79.5%袁 乡村村民人数有人 93袁 占乡

村村民人数的 58.5%遥 可见袁 民众认为乡村文化队伍

建设质量不高袁 相较而言袁 城区市民的不认可占比高

一些遥 要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袁 急需一

批素质高尧 专业化强的人才队伍袁 也反映出地方政府

应该在乡村文化队伍建设上予以更多的关注袁 如表 5

所示遥

关于文化建设和保护的基础设施袁 民众对现有文

化建设和保护的设施满意度不高遥 其中认为较好和很

好的只有 56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5.4%袁 认为很差和较差

的有 203 人袁 占总人数的 55.8%遥 基础设施作为乡村

文化传承尧 发展的重要载体袁 是乡村文化建设中不可

缺少的硬件之一袁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加大投入袁 逐

步完善袁 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基本条件袁 如表 6

所示遥

关于乡村文化旅游袁 有 212 人认为乡村文化旅游

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尧 发展和保护袁 占总人数的

58.2%袁 有 87 人对此表示清楚袁 占总人数的 23.9%袁
有 65 人认为搞乡村文化旅游破坏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袁 占总人数的 58.2%遥 这说明在乡村搞文化旅游袁
有着不同的声音袁 存在不同的看法袁 但是整体来看袁
大部分人还是赞成在乡村搞文化旅游遥 习近平总书记

说过院 野既要金山银山袁 也要绿水青山冶遥 此话也适用

于乡村的文化事业发展袁 如何解决好乡村发展好文化

旅游的同时保护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精髓袁 促进乡村

文化的繁荣发展袁 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袁 二者需要

兼顾尧 协调发展袁 才能不顾此失彼袁 实现乡村文化旅

游的良性发展袁 如表 7 所示遥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关键因素袁 在乡村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中袁 资金问题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遥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愿意   5   1.4   1.4 

比较不愿意  33   9.1  10.5 

一般  54  14.8  25.3 

比较愿意 157  43.1  68.4 

非常愿意 115  31.6 100.0 

合计 364 100.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很差  26   7.1   7.1 

较差  48  13.2  20.3 

一般 182  50.0  70.3 

较好  84  23.1  93.4 

很好  24   6.6 100.0 

合计 364 100.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很差  75  20.6  20.6 

较差 128  35.2  55.8 

一般 105  28.8  84.6 

较好  45  12.4  97.0 

很好  11   3.0 100.0 

合计 364 100.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害 65 17.9 17.9 

不清楚 87 23.9 41.8 

有利 212 58.2 100.0 

合计 364 100.0  

 

表 4 民众参与意愿

Table 4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表 5 对文化队伍素质的评价

Table 5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ultural team

表 6 对文化基础设施的评价

Table 6 An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表 7 民众对乡村文化旅游的态度

Table 7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rural cultural tourism

余成斌

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

55



2021年第 33卷第 5期

有 163 人勾选了资金这一关键因素袁 占总人数的

44.8% 曰 选择人才队伍的有 114 人 袁 占总人数的

31.3%袁 认为基础设施重要的有 65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7.9%袁 选择重视制度建设的有 22 人袁 占总人数的

6%遥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袁 资金和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无

疑是有效实现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两个关键因素袁
如表 8 所示遥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责任主体袁 调查数据

显示袁 有 236 人认为政府应在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袁 占总人数的 64.8%曰 选择文化事业

单位的 渊如文化馆尧 博物馆尧 图书馆等冤 有 52 人袁 选

择群众得有 37 人袁 选择企业的有 32 人袁 选择民间非

盈利组织的有 7 人袁 总占比为 35.2%遥 从民众的角度

来看袁 在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中袁 政府的第一责任主

体地位当仁不让袁 应该在乡村文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遥 也有部分人认为文化事业单位尧 群众和企业也应

该在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袁 如表 9

所示遥

关于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总体评价袁 调查结果

中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共有 67 人袁 占总人数的

18.4%曰 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共有 132 人袁 占总

人数的 36.3%遥 从这一数据来看袁 对乡村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的总体评价还是满意的袁 说明目前乡村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取得了一些成就袁 如表 10 所示遥

3 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分析可知袁 在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过程中袁 存在着文化发展滞后尧 人才缺失尧 机制体

制不完善尧 旅游发展缺乏特色尧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和

谐受到破坏等问题遥
3.1 乡村文化整体发展滞后

乡村文化袁 是乡村居民在乡村形成尧 发展和传播

的袁 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种特定文化[9]遥 近几年袁 随着

地方旅游业的发展袁 乡村文化产业也得以挖掘尧 开发

和利用袁 如自然风光尧 古建筑等得以部分开发袁 融入

到旅游业中遥 但是袁 因起步晚袁 起初的重视程度不够袁
急于挖掘知名度较高的文化产业袁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乡村的传统文化袁 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投入有

限袁 导致整体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遥 如今袁 国家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和旅游兴乡战略袁 地方地府也开始重视

乡村的文化建设袁 为乡村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遥
3.2 传承人培养机制不完善袁 专业人才紧缺

目前袁 在一部分地区正逐步搭建各级各类的文化

项目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资金 163  44.8  44.8 

基础设施  65  17.9  62.7 

人才队伍 114  31.3  94.0 

制度  22   6.0 100.0 

合计 364 100.0  

 

项目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政府 236  64.8  64.8 

文化事业单位  52  14.3  79.1 

群众  37  10.2  89.3 

企业  32   8.8  98.1 

民间非营利组织   7   1.9 100.0 

合计 364 100.0  

 

程度 频数/人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15   4.1   4.1 

不满意  52  14.3  18.4 

一般 165  45.3  63.7 

比较满意  91  25.0  88.7 

非常满意  41  11.3 100.0 

合计 364 100.0  

 

表 8 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关键因素

Table 8 The key factor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e

表 9 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关键因素

Table 9 The key factor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e

表 10 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总体评价

Table 10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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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所袁 加强传承人的培训工作袁 开展非物质文化传

承人培训工作袁 但是培训范围相对较窄袁 多数为少数

民族文化传承培训袁 培训师资相对欠缺袁 对于其他优

秀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培训也较少遥 就整体而言袁 在

乡村文化产业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和高水平文化传承

人才仍然稀少袁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院
一是乡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袁 学习风气不高袁 仅仅依

靠地方的教育水平来培养具有专业水准的文化传承人

很困难遥 二是地方政府对乡村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袁
资金投入有限袁 相应的生活保障措施不能满足传承人

的需求袁 导致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兴趣不高袁 关注的人

也较少袁 愿意从事文化传承工作的人员较少袁 乡村文

化传承人的匮乏成为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短板遥 基于

此袁 要想将乡村文化发扬光大袁 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

化的传承人袁 还需要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人来从事乡

村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袁 在基本生活保障的情

况下为传承人创造更多收益袁 促进更多的人加入到文

化传承工作中来遥
3.3 乡村文化旅游发展随意跟风

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和美丽乡村建设时袁
不断加快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袁 对乡村的自有特色考虑

不充分袁 随意跟风模仿袁 造成 野千村一面冶 的现象袁
且在建设中不注重对传统文化建筑的保护遥 这类工程

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乡村村民的归属感和获得感袁 反

而致使原生态的乡村文化遭到破坏袁 甚至消失殆尽遥
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尧 文化旅游发展需要袁 一些地方

将文化资源运用到乡村建设中袁 但涉及到金钱时袁 人

们往往更将利益摆在首位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袁 人们

更重视经济利益而忽略了文化的内在价值袁 只想着借

文化的躯壳实现经济利益来充实自己的腰包袁 丢失了

那份对精神文化的信仰遥
3.4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和谐关系遭到

破坏

乡村建设中实施的一套整齐合一的模式袁 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环境袁 但是千篇一律的做法也使

得独具特色的乡村特色资源遭到破坏遥 有些地方为了

做好表面工程袁 沿街尧 沿路的房屋粉刷成统一色调袁
在建造或改造中缺乏合理的规划袁 致使乡村原有的房

屋特色不复存在袁 原有的乡村文化气息在乡村建设中

逐渐淡化遥 在开展实地调研中也发现袁 有些乡村各式

各样的洋房林立袁 再难见到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

存在袁 而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乡村的特色建筑

或者场景存在的袁 当这些古建筑消失后袁 相应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失去了原有的载体而随之消失遥 此外袁
当乡村形成单调统一的建筑群落后袁 村民也对过去的

建筑和事物不再怀念袁 邻里关系也在这种情况下渐渐

变淡遥 大部分村民袁 特别是老一辈的村民袁 在离开原

本恬静的田园生活后面对城镇化的生活变得不知所措袁
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活上的乐趣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所以袁 在乡村建设和振兴中袁 更注重对原生态民居生

活的保护袁 结合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袁 传承和保护

乡村传统文化袁 让二者能够更加协调发展袁 从而实现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文化的振兴遥

4 影响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因素

4.1 对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中国的乡村传统文化消失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就

是缺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长远意识遥 长久以来袁 地方

政府很少意识到在乡村建设中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袁 部分领导更重视乡村经济的发展袁 从而加大对

乡村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袁 过分强调乡村基础设施的

建设而忽略了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规范化设计以及传承

保护遥 而在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中袁 部分村民中

也呈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袁 只要不影响自身的衣

食住行即可袁 甚至将乡村原有的古建筑及民风民俗看

成是致其贫穷落后的可憎因素遥 村民也希望通过追求

经济的快速发展袁 从而过上城市化的生活袁 肆意破坏

原有的传统建筑遥 随着乡村的城市化发展袁 其文化内

涵也不复存在袁 传承亦面临巨大的危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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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乡村文化传承人的不足与缺位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袁 人才是关键因素遥 一支水平

高尧 专业化强的队伍乡村的建设来说事半功倍袁 特别

的乡村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袁 更需要一支专业的队

伍遥 在乡村建设中袁 人才队伍的建设有两个方面的问

题院 ①缺乏乡村文化专业人才遥 乡村文化专业人才包

括规划尧 文化和演艺等方面袁 但在现有的乡村文化建

设队伍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袁 在文化管理和专业技

术方面也缺乏乡村人才储备遥 ②乡村文化队伍整体素

质较低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袁 对乡村文化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虽然政府也在重视传承人的培养

和队伍的建设袁 但目前专业水准高的人才数量十分稀

少袁 大部分从事乡村文化事业工作的人员都是东拼西

凑袁 多数缺乏专业化的乡村文化管理能力袁 有的甚至

因为岗位待遇较低而纷纷离职遥
4.3 现代化进程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与消解

农业经济是乡村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袁 在原

始的人文社会环境中袁 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之间有着

比较密切的关系袁 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孕育出一个相

对稳定和封闭的乡村文化[10]遥 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存在

与其自身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袁 当这种环境遭受外界

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时袁 相应的乡村文化也会遭受

破坏袁 甚至消失殆尽遥 随着开放尧 时尚的现代文化的

入侵袁 原本传统尧 独具特色的乡村自然风貌受到破坏袁
乡村整体的文化环境也随之改变袁 村民的价值观和思

想道德观念也发生改变袁 文化由传统的尧 相对单一的

文化逐步向多元化尧 差异化的方向发展遥 在城市化和

乡土化的碰撞中袁 乡村文化因不受人们的喜爱而渐渐

边缘化尧 淡漠化遥
4.4 文化政策法规不健全和经费保障不足

针对乡村文化建设袁 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相对

完善的传统优秀文化管理保护机制袁 致使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系统性的难题遥 主要体现

在没有建议乡村文化保护工作激励机制袁 缺乏完善的

文化保护法律法规袁 这在乡村文化建设上缺乏对传承

人和技艺的保护袁 也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遥 此外袁 乡

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设计到方方面袁 需要多部门协作

开展袁 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袁 这

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来推进乡村的文化建设遥

5 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策略

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其涉及政府尧 学术机构尧 民间文化精英和广大本土居

民遥 为更好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袁 本文基

于相关理论的分析和对六盘水的实证调研分析袁 认为

应该从明确政府尧 社会尧 农民等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乡村

文化传承的路径等方面提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策略遥
5.1 乡村文化保护者的职能与作用

5.1.1 地方政府是乡村文化保护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袁 虽然村民是直接的

参与者袁 但因该项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如对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袁 单纯地来谈传承和保护袁
难以开展实质性的保护工作遥 在这当中袁 政府应该扮

演着主要角色袁 承担起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组织和

管理工作袁 并对整体的工作统筹把握袁 梳理现有的文

化保护政策措施袁 并对其可行性和实施效果进行合理

评价袁 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完善袁 以此构建一套完整尧
有效尧 科学合理的地方文化保护体系遥

渊1冤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乡村的不同情况按风貌原

态型尧 文化重塑型和生态体验型等 3 个形态来进行明

确的划分袁 针对不同的村庄类型合理制定传承保护政

策和措施遥 例如针对风貌原态型的村庄袁 更加注重对

其原始自然风貌尧 布局的保持袁 对现存的古文化建筑

实施保护和修缮袁 适度进行旅游资源开发遥 对文化重

塑型的乡村袁 应及时对现存濒危的乡村工艺尧 技巧和

民俗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相应的抢救和挖掘工

作袁 对乡村的祠堂尧 庙宇等祭祀场所予以保护袁 扶持

和培养非遗传承儿袁 支持和强化乡村史志的编撰工作袁
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11]遥 对生态体验型乡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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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重将区域特色农业植入农业园区袁 重点发展体验

式田园农业遥
渊2冤 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袁

着力打造乡村文化地标袁 形成特色鲜明尧 人文气息浓

厚尧 生态环境优美的乡村群落遥 在掌握各村现有资源尧
区域产业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乡村特色文化小镇遥 政府

在制定规划时应考虑几个方面院 ①在划归保护范围上袁
遵循一个原则院 即不管是否属于历史文化名村袁 均应

一视对待袁 同等列入文化保护的专项内容袁 主要包括

乡村的历史沿革尧 传说故事尧 传统技艺尧 民俗民风尧
名人传记尧 家谱族谱尧 古树名木和古建遗存等方面遥
②地方政府应积极组织文物保护部门人员和邀请相关

学科专家对乡村文化的知识价值进行综合评估遥 应倡

导传承尧 保护和发展并举的原则袁 尊重乡村村民的发

展权和自由权遥 ③在规划中应始终坚持规划的整体性

和立体性保护原则遥 乡村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尧
特定的人群中尧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地域特性中产生的袁
这就需要在制定规划时进行全盘考虑袁 应对其整体性尧
立体性进行宝华袁 在文化传承中实现动态与活态相结合遥

渊3冤 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袁 聚合各方资源和力量

来制定或修订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袁
多元化尧 多渠道实现资金的筹措机制和长效机制袁 重

塑乡村精神文化面貌袁 鼓励和支持研究队伍的培养袁
重视文化传承队伍的建设袁 着力培养乡村的文艺创作

队伍袁 以此建立起乡村文明新风尚的文化自治机制遥
此外袁 政府应在乡村空心化问题上下功夫袁 确实解决

农村人力资源匮乏和失调的问题袁 盘活乡村文化市场

资源袁 合理开发现有资源袁 激发文化市场的活力袁 带

动村民创收增收袁 多渠道在乡村开发尧 创造就业机会袁
吸引和引导一批批新型农民工返乡就业袁 支持家乡的

发展建设遥
5.1.2 村民群体是乡村文化的主体传承者和保护者

乡村文化的产生来源于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过的

世代农民袁 由他们所创造尧 创新和传承袁 他们是乡村

文化的创作者和受益者遥 所以袁 对于乡村文化来说袁
乡村村民这一主体责任不可替代袁 也应该由他们来承

担起未来乡村文化传承尧 保护和发展的主要责任遥 乡

村中的建筑群落是乡村群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袁 是

人们长期活动的场所袁 在乡村建筑物的保护上不能因

为保护而保护袁 让村民脱离开来谈历史建筑的保护是

片面的不妥的做法袁 这样只会让建筑失去原有的生命

色彩遥 而在乡村传统农业的保护与开发方面袁 如若没

有当地农民的参与袁 可能就会打造出一个脱离乡村实

际的所谓 野原生态的田园体验区冶遥 对于乡村自有的一

些乡规或民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袁 也只有那些长期

野浸泡冶 在其中的农民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袁 并且

去恪守这些规矩或约定遥 乡村的民歌民谣尧 历史传说

等也只有当地村民能够自由歌唱和传诵遥 乡村的民间

工艺和传统农耕方式袁 只有通过村民本身才能展示出

其原生态袁 也才能真正被人感知遥
当然袁 让村民来承担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主体

有一定的困难遥 对于这种情况袁 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

是怎么样来唤醒原住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记忆袁 增强他

们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遥 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 乡

村文化经历了一个土崩瓦解的过程袁 新一代的农民工

受都市文化的冲击影响袁 也逐渐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感知袁 对原有的乡村文化缺乏认同且难

以适应遥 因此袁 在新形势下袁 应该加强乡村文化的建

设和宣传袁 根据乡村的不同特质来转变乡村的风貌袁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袁 恢复乡村活力袁 吸引和引导农

民工返乡就业遥 此外袁 要积极引导大批乡贤返乡袁 支

持家乡的发展建设袁 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筹措更

多资金袁 提供经验和智力支持来助推乡村文化的发展遥
同时注重对乡村青少年开展多元的文化教育袁 让乡村

青少年从小就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遥
5.1.3 重视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社会力量

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袁 注重内源式发

展思维与参与式发展思维的结合遥 乡村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工作仅依靠地方政府和原住村民的努力是不够的袁
在乡村文化的发展建设中也需要外部资金的投入及技

术尧 智力支持遥 做好该项工作袁 可以从 3 个方面入手院
①由地方政府引领袁 统筹地方院校尧 地方公共图书馆尧
文化馆尧 博物馆尧 非遗中心等文化服务机构的资源袁
建立地方性的文化研究和保护联盟袁 搭建乡村文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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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平台袁 共同开展乡村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遥 例如袁
在乡村文化的推广传播和文化传承人培养方面袁 地方

院校可以通过校内图书馆和地方公共图书馆尧 文化馆

等联合开展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收集整理袁
通过打造乡村文化特色文献库和搭建地方特色文化数

字资源平台来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能力遥 同时利用阅

读推广活动在高校尧 中小学尧 社区尧 公共活动区域开

展乡村文化特色文化推广袁 促进人们对乡村文化的了

解袁 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热潮袁 提升民众的文化

自信和文化保护意识遥 此外袁 聚集各方的文化保护专

家袁 定期到乡村开展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题培训袁 向乡

村的文化传承人传授文化保护技术和知识袁 促进文化

传承人保护技术水平的提升遥 ②在乡村文化传承和保

护中袁 允许外部资和技术介入袁 进行科学尧 合理的乡

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遥 但因乡村文化自身的脆弱性和

不可再生性袁 政府在资金和技术引入方面须严格把关遥
③积极发挥那些对乡村文化感兴趣的爱好者尧 志愿者

和关心家乡发展建设人士的作用袁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到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遥
5.2 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主要内容

5.2.1 活态化和动态化方式是乡村文化传承的重点

在乡村文化中袁 非物质文化形态是核心部分遥 综

观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呈现态势袁 野十里不同风袁 百里

不同俗冶 的描述再合适不过袁 在两个相隔甚远的村庄

里袁 其风俗文化差异更是明显 [12]遥 对于那些文化重塑

型的村庄袁 更需要加以保护和传承袁 而对于已经进入

或即将进入城区改造规划的乡村袁 更是迫切需要及时

开展抢救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袁 以防受到毁灭性的破

坏遥 在乡村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应成立乡村文化编制机

构尧 吸纳社会力量袁 设立文化保护专员袁 尽快组织收

集尧 整理乡村文献资源袁 编制乡村史志遥 对于传统的

手工技艺袁 应该投入一定的资金袁 鼓励和支持成立民

间文化艺术团尧 非物质文化展演团袁 凝聚一批传承人

来开展面向市民的尧 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袁 增强乡村文

化的吸引力袁 带动村民增收遥 在农耕文化方面袁 建立

农业基地袁 发展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和花木业袁

举办一系列的园艺观赏活动和农产品文化节袁 形成具

体区域或与村庄相契合的特色文化旅游品牌遥
5.2.2 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恢复和重建

在乡村文化中袁 有着许多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袁
为村民们的各类文娱活动提供场所遥 这些公共文化空

间主要有传统节日的祭祀广场尧 祭祀的庙宇袁 家族用

来祭奠先人的家族祠堂袁 人们从事娱乐活动的广场尧
戏台袁 从事商品交易的集市尧 场坝等遥 这些场所随着

乡村文化的式微尧 乡村的空心化和城镇化建设而遭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袁 其原有的功能性也被弱化[13]遥 对这

类公共文化空间的恢复和重建袁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

村民重拾文化信心袁 同时增进村民间的理解和信任遥
对于已经失去这类活动场所的乡村袁 则可以通过修建

文化大礼堂尧 文化传习所尧 农村书屋或是建立农村文

化生态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来满足人们的日常文娱

活动需要遥
5.2.3 坚持尊重历史尧 不破坏原生态和尊重自然的原则

乡村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袁 特别是在城

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袁 长期感受城市快节奏生活

的人们也有了对乡村恬静生活的向往袁 这对推进乡村

建设和文化旅游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遥 然而袁 乡村文化

资源的开发也需注重开发的适度性袁 避免在开发中得

不偿失袁 需要尊重乡村的历史文化袁 且在不破坏原生

态的基础上适度开发乡村的文化和自然资源遥 例如对

村庄现存的古代民居尧 古祠堂尧 古河道和一些历史悠

久的桥梁袁 在新建道路和修建河道时应尽量避开袁 或

是对那些出现损毁的古建筑袁 采用原生态技术和材料

来对其进行修缮袁 使其保持原有的完整性袁 成为人们

共有的文化遗产遥 对于那些没有村民修缮尧 管理和保

护的古代民居袁 可以通过村集体组织利用结余资金或

引入社会一些资金进行修缮袁 并加以保护袁 同时允许

出售或租让给热心保护乡村建筑的社会认识袁 从而实

现乡村建筑产权或者使用权的转移遥 总而言之袁 就是

要通过传统村落结构尧 村落活力和村落文脉等指标体

系的建立袁 有效实现传统村落古建筑的管理保护袁 从

而恢复原有的文化历史景观袁 促进传统村落建设与文

化传承的互补遥 在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袁 适当开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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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民居袁 将之改造成民宿袁 从而增加村民的旅游收入袁
这对于当前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大时代来说袁
村落民宿的打造正当时遥
5.3 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路径

5.3.1 鼓励和支持农民返乡袁 继承和保护乡村文化

通过政策引导和增加乡村就业机会袁 让农民工获

得与在外打工相当或者更高的酬劳袁 以此鼓励新型农

民工特别是新一代的青年农民工主动返乡就业发展袁
支持家乡的建设袁 由此而形成文化自觉并承担起乡村

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遥 在短期内袁 也可以通过一些

相较成熟的美丽乡村受益样本案例袁 例如通过村落超

市尧 民俗陈列馆尧 农村书屋和村民上网室等袁 打造出

一幅生机盎然的新农村景象袁 使得落后的小山村变成

青山环抱尧 绿树成荫的美丽乡村袁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袁
为乡村的发展带来巨大生机遥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强

其他村民对旅游宜居乡村建设的信心遥 同时袁 利用各

类文化展演活动和文化下乡宣传对村民进行必要的乡

村文化价值教育袁 让乡村文化进入教材袁 走进课堂袁
从年轻一代培开始养他们的文化自觉袁 树立起文化自

信袁 进而影响上一代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遥
5.3.2 破除陈规条框袁 鼓励文化传承人传播技艺

从当前的文化传承人情况来看袁 大多数技艺传承

人年龄偏大袁 家族中的青年多数在外打工袁 他们认为

那些陈旧技艺难以为自身和家庭带来更多收益袁 不愿

意回到家乡继承父辈衣钵袁 而这些技艺传承人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袁 也不愿意将祖上传下来的技能传授给他

人袁 导致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袁 甚至有些已濒临失

传遥 要解决传统技艺传承人的问题袁 需要拿出破陈除

规的勇气袁 也需要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袁 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院 ①鼓励技艺传承人打破门规之见袁
扩大传承人的搜寻范围袁 甚至开班授徒袁 改变原有父

传子或一对一的传统模式袁 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传承

中来遥 同时将传统技艺或工艺技法进行立册袁 或者纳

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 针对传承人给予一定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袁 让他们可以安心从事传统技艺工作遥
②通过现代一些现代技术手段将工艺技法保存下来袁

或是通过摄制影响和编撰书册等方式将传统工艺技法

记录下来袁 作为重要的文档保存袁 供专家学者研究或

是新的传承人来学习遥
5.3.3 让乡村文化走进校园袁 发挥教育部门的职能作用

青少年群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尧 繁荣发展的未

来袁 乡村青少年亦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和传承者袁 在

校园的文化教育中袁 可以将乡村的优秀文化引入到校

园文化建设中袁 不仅扩大了文化传播渠道袁 强化了传

播力度袁 同时还能增强青少年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尧
亲切感尧 责任感和认同感袁 树立起乡村文化自信遥 在

将乡村文化引入校园的过程中袁 需要考虑 4 个方面的

问题院 ①将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到现有教材

中袁 从不同层面解读乡村文化的内涵价值遥 这就需要

鼓励相关的专业人员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收集尧 整理尧
甄别并编撰成便于学习的文字材料袁 融入到中小学教

材中袁 让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同时领略家乡文化的魅力曰
②适当增加乡村文化的课程教育时间袁 让学生能相对

全面的学习和了解 的乡村文化曰 ③根据地域和文化差

异设立不同形式的文化教育基地袁 让相关研究学者和

文化传承人走进课堂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袁 或者进行现

场工艺技法展示曰 ④在有条件的学校设立专门的乡村

文化兴趣班袁 如在高等院校开设乡村文化教育公共选

修课袁 聘请非遗传承人传授技艺袁 让更多学生学习和

了解乡村传统文化遥
5.3.4 发挥全域旅游文化示范区的作用袁 构建乡村文旅

融合发展大格局

根据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

导意见曳 渊国办发 也2018页 15 号冤 和 叶贵州省大旅游

创新发展工程专项行动方案曳 文件中关于 野全域旅游冶
融合发展尧 示范引导的原则袁 在乡村文化的传承保护

中要牢固树立文旅发展 野一盘棋冶 的思想袁 围绕 野全
景全域冶 旅游发展理念袁 强化文旅融合发展的大局意

识袁 推动六盘水地区乡村文旅示范区的创建和申报遥
推进全省全域旅游集结布局尧 集群带动袁 促进乡村文

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互推共进遥 例如院 睢宁

县[14]以 野中国睢宁 2019 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以文化旅

游惠民冶 为主题袁 重点推出双沟大地景观要王集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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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要姚集房湾湿地尧 高党人家要魏集湖畔槐园魅力乡

村游尧 县儿童画活动中心要博物馆尧 下邳古城考古

馆要岠山风景区要水月禅寺文化体验游袁 两条畅游精

品线路袁 全面展示睢宁丰富的旅游资源袁 弘扬乡村旅

游文化遥 将姚集高党社区建设成为 野全国美丽乡村示

范村冶遥 通过区域性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建设袁 形成全域

性的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格局袁 促进区域性尧 全省乃至

全国性全域旅游的发展遥

6 结 语

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袁 需要因地制宜袁
因势利导袁 在发挥政策优势的同时强调地方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重要性袁 切实规范地方性法规来规范文化与

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袁 形成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行

的长效机制遥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是流于形式的

面子工程袁 而是通过对传统优秀农耕文明的传承与保

护为农村居民的发展增添动力 [15]遥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

背景下袁 找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袁 促进乡

村旅游文化产业与文化再生的良性循环袁 在保障农民

增收的同时袁 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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