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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传承与重建】

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

赵旭东，孙笑非

( 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 要: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口。然而，自城乡二元结构诞

生以来，乡村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带有负面色彩的，与现代科技文化相背离的一种文化类型。文章通

过回顾传统乡村文化的内在特征及本质，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秩序的潜在基石，构造出一种社会生

活秩序与理想世界的版图，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中，乡村文化的传承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像万

花筒一样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但其文化的本质会持续存在，因为它的核心深植于经年累月的社会发

展之中，以特定的社会功用烙刻着无法言说的文化认同。这就要求我们注意观察乡村文化在社会转

型中的诸多表现与流变形式，了解乡村文化自身在流变过程中滋生出的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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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既有文化正在经历诸多的挑选与被挑选的过程，包括城市文

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地区文化等。城乡二元论的诞生，似乎将所有与乡村有关的事物扔进

了时代的垃圾桶，乡村文化在社会转型的大熔炉中，逐渐地丧失了原有地位，并且变成“落后”
“土气”“保守”等诸多带有负面色彩的代名词。然而，在中国人类学成立的初期，社区研究是中

国社会的研究单位，村落是“中国学派”的关注对象，用以呈现乡村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从而

对以乡村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社会进行思考与反思。那么，面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当前困境，人类

学如何能够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推进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如何通过特定时空区域的田野调研对中

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这是当今人类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乡村文化入手，通过界定乡村文化的定义，回顾乡村文化的发展轨迹，探寻乡村文化

在当前社会文化转型期中的发展出路。在以下论述中，我们将看到，传统社会底蕴中的乡村文

化，具有相对独立的宇宙观，它以农耕文明为物质基础，以伦理本位为社会基础，以士绅阶层为

乡村文化传递与传播的中坚力量，是中国文化生长的沃土与摇篮。乡村补给城市，城市回馈乡

村，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置于天平的两端，在动态中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这种平衡模式随

后被种种现代变革所打破，随着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弱势角色的确定，乡村文化被描述成

与城市文化和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种存在，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土地改革、市场经济等诸

多力量触及到村落社区的各个角落，对于乡村文化进行着各自的评价与改造，引发乡村文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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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于外的双重变革。那么，乡村文化果真如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扮演着现代中国文明中的拖油

瓶角色么? 通过乡村文化在村落社区中的诸多功用的考察，我们发现，乡村文化在流变的过程

中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新的姿态，它借助内在的适应机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转换外在的表现

形式。为此，我们提出“乡村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从村落社区的真实环境与乡村居民的日常

语境中，探索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路径。

一、乡村文化的人类学定义

“文化”一词最先出现于《周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简而言之

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即以礼仪、风俗、典籍等教化天下苍生，虽然此处“文”“化”二字并未

结合，但已有当今文化之意，容纳了社会成员的整体性的生活，包括物质存在、观念形态和行为

方式等诸多方面。相比之下，“乡村”则是一个富有历史性的动态概念。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农

业是获得合法性财富的唯一源泉，以农业为底色的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被赋予正向的价

值判断。然而，当以现代理性和进化论为标榜的“西学东渐”思想不断涌进，乡村在现代社会中

的发展空间受到强烈的冲击，转而成为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概念。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晏阳初、
梁漱溟、卢作孚等社会学者对乡村社会的判断，虽然以乡村发展为目标，却无意识地使“乡村成

为问题”，将乡村文化价值向着被边 缘 化 的 趋 向 推 进 向 前，并 造 成 对 整 个 乡 村 社 会 的 误 读［1］。
应当如何界定乡村文化，它与农村文化、城市文化又有哪些差异，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乡村与农村常被人们等同使用，但“乡村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所指存在差异，这源自“乡

村”与“农村”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意涵。农村，泛指有别于城市地域诸多特征的，并处于城市社

区以外的所有地区。从地理学意义上来看，乡村与农村的范畴大体等同，而这种划分太过于浅

显直白，因为“乡村”相较“农村”这一概念，在外延上比“农村”更宽广、综合与完整［2］。“农”这

个字，古时指与士农工商 等 阶 层 并 立 的 一 个 阶 级 群 体，在 当 代“农 村”更 多 了 一 层 政 治 意 味 ;

“乡”则带有家乡、乡愁之意，因而多了一分文化与情感的因素。此外，从学界的角度，乡村比农

村具有的价值更为中立，撇开了国家权力对文化的附着，更能体现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性”特征，如梁漱溟就把“乡村”看作一个价值的共同体或生活世界 ; 费孝通

以“乡土”来强调和突显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农耕文明的特点。乡村文化又被表述为“小传统

文化”和“农民文化”，强调的是农村社会在整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特有的文化内涵，反映了

农民学中关于乡村文化概念的特点和特征。考虑到“乡村”一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味底蕴及其

在学界的受认可程度，我们选用“乡村文化”这一表述，而不是“农村文化”。
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侧重于那些展现乡村意境的因素，如村貌农舍、红白喜事、

庙会祭祀、地方戏曲、传统艺术、传说谚语、民间禁忌等，这些扎根于乡村土地的文化类型随着历

史的变迁和地域差异而变化，展示出多种多样的具有农家韵味的乡村意境。乡村文化既有抽象

无形的一面，比如村落社区中的集体诉求、交往原则、处世态度、行为习惯 ; 也表现为有形的物质

层面，如民风民俗、典章制度及特定器物。从生活主体的角度看，它是农民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心态、日常行为与思维模式，与之相对的是，乡民在农业

生产与乡村生活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形塑并发展起来的一套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以

及种种作为物质存在的文化产品。
概而言之，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

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

型。一定程度上，乡村文化是村落乡民独特生命样式的背景知识，在呈现农民特有的人际交往

模式的同时，也为乡民现实生活中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选择提供了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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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社会底蕴中的乡村文化

对于一个社会单位所独有的文化系统的把握不仅是人类学的关注点，也是了解一个社会如

何形成并得以运转的切入口。具体到中国的村落社区，它的文化底色是乡土的。美国传教士明

恩浦早在 1899 年就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

点和关键”［3］。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曾有一个经典判断，即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土地是

民众生活的核心，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存繁衍，造就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常态即

是“终老是乡”［4］。梁漱溟同样认为，中国原为乡土社会，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成

高度的乡村文明［5］。之所以如此看中乡村，是因为在以农为本的时期，土地是经济来源的基础，

在土地的利用过程中酝酿出一套自给自足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

构，诸如“世代继替”、“差序格局”以及“礼俗秩序”等便是基于土地而产生的一整套的文化逻

辑。从文化学意义上来理解，“乡村”的实质是构造一种生活秩序，一种社会生活与理想世界。
作为一种与土地的生命力紧密相关的文化模式，传统的乡村文化主要立足于以下基础 : 生

计层面以农耕文明为物质基础，文化层面以伦理本位为社会基础，组织层面以士绅阶层为领导

核心。
首先，土地与农业，为乡村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农业生产始终在中国社会生产

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这种靠“天”吃饭的生计模式，衍生出人与土地相依相存、相互作用的亲

密关系。不仅土地是虔诚敬奉的对象，自然亦是有情的实体，所谓“江山如有待，天地若有情”，

国人所憧憬的宇宙似乎是一种“圆合地美艺的生生之流”，与自然相亲相和的特性塑造出与外

无争的求和心性以及直观静醒的慎独生活［6］。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依从和顺应，另一方面是人

对自然的调节与利用，共同衍生出知足常乐、循例重俗的生活情趣，以及中庸务实、中规中矩的

为人之道。从某种意义上，乡村文化是一种与自然为善的文明，以土地为依托，人们可以丰衣足

食，不需要掌握以竞争和掠夺为目的的战斗技艺，亦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天人合一、
顺天应命即是乡土赠与乡民的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引导下，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农业生

产的礼俗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内聚为一体的文化集合。
文化层面上而言，伦理本位是传统乡村文化的社会基础，血缘关系作为村落凝聚的纽带，同

样也是社会关系网络搭建的核心。对此，黑格尔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特征进行了剖析，指

出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的结合上”，因为家庭是社会团结的基本单位，乡民首先属于

他们所在家庭，再往外推衍才是国家的儿女。血缘的重要性使得家长制成为乡民自我组织、自

我控制、自我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割裂了血缘和家庭纽带

而能真正独来独往的个人 ; 即便有，也被视为特例甚至被人另眼相看。一切几乎都与自己的家

族脐带相连。”梁漱溟和费孝通对此达成共识［7］。梁漱溟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伦理本位”的 社

会，全体社会成员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互相关联起来，在相处之中既不是重点考虑个人，

也不是考虑社会，而是将伦理关系作为重点［8］，以伦理为重的观念塑造出乡民在日常生活中的

交往逻辑。费孝通认为，自古以来的农耕文明孕育 了“差 序 格 局”的 社 会 结 构，乡 土 社 会 是 由

“波纹宗亲网”构成的呈现为“差序格局”的礼俗社会［9］。在乡村社会中，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

本组织形式是家庭、家族及村落等初级群体，来自血缘的亲情与来自地缘的乡情编织出一个熟

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处于“熟人社会”中乡民有着各自固定的伦理位置与道德角色，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构建出一种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村落生活秩序。
若有人逾越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边界，就会承受家庭、家族、社区的共同惩罚，

虽然缺乏法律效力，但它的舆论声势与日常氛围足以发挥惩戒的作用。一般来说，这种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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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道德秩序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以家庭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伦理文化是一

种始于家庭，却又不广于家庭的伦理文化。儒家伦理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

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故此，孝亲与忠君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家族伦理自然而然地推衍

为社会伦理。《孝经》云: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 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 ; 居家理，故治

可移于宫。”费正清总结道，在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服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

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10］。可以说，伦理本位的村落社会网络易将乡民培

养成具有政治人格的“顺民”，从家庭的单元中提升出他们的国家意识。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村精英是延续乡村文化的重要组织力量。现代变革之前的乡土社

会呈现出“皇权不下县”的状态，正如诗句所说“凿井而炊，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皇权止

于县政，民众与皇权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对松弛的关系。受此影响，历朝历代都在县以下实行类

似于地方自治的乡村组织，以建立稳定的乡村秩序。而处于村落社区中的地方精英———士绅群

体，便充当起上级政府与下层乡民相互沟通的桥梁。他们既是乡民熟知的同乡，又是视野开阔、
深谙处事之道的精英分子，在村庄内有对村庄事务的组织协调能力，在村外拥有一定的社会资

源，发挥着协调上级权威与下层乡民的作用。在传统社会，家族地位与荣誉被赋予至高无上的

地位，成功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家族的荣耀，所以，那些读书步入官场的士人，或者商海取胜

的商人，无论取得何种高位，最终都要告老还乡，将家族的兴旺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而乡

土的习俗是让积德行善有贡献的人被后代永远铭记，使礼义廉耻之类的价值观成为激发族众的

精神支柱。可以说，乡村精英在村落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为国家权力的上通下达、村

落百姓的诉求表达做出良好的沟通，并为地方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村落社区的自然生态、伦理本位的社会模式、士绅阶层的协调模式构成传统乡村文化的基

础，在此因素影响下的传统乡村文化，具备天人合一的自然心态、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念、以和为

贵的处世之道三个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朝代的更迭，乡村文化在历史浪潮中逐渐褪去原有

的色彩，呈现出新的样貌。

三、现代社会变局中的乡村文化

村落社区特有的生态环境，造就出乡民世代传袭下来的生存伦理。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

的生活积淀，以及长期与自然灾害及基层政权周旋的亲身经验，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主要

成分。在现代社会的变局中，乡村文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改革的浪潮中得到解构与浸染。
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农耕文明紧密相关的乡村文化占据主流地位。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皇权不

下县”的传统被打破，国家政权直接进入乡村，乡村不再是强调血缘与地缘存在的生活共同体，

而是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共同影响下的政治共同体，农村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乡村文化建设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然而，在与城市文化的较量中，乡村文化逐渐败下阵来，

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基础。1958 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建构出一个以城市人口利益为重

的城乡体系。乡村与城市的差别被制度性地加以固化，同时肯定的还有乡村文化的劣势。
生计方式上，土地曾是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农民主要的生计来源。随后的工

业化时期，原有的土地制度成为实现工业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土地制度被重新规划，以土地为中

心的乡土社会也因此连带性地被裹挟到现代化建设之中。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解放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促使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土地不再是维持生计最主要的手

段，其生产要素职能淡化。农民“离土”的发生打破了长久以来固着在土地上的乡村生活，社会

流动的加快使村民逐渐失去了与土地的固有联系。与此同时，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被否

定，原有的与土地相关的农业生产、生活节奏相配套的节庆仪式趋于式微，乡村文化、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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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负面的价值判断，村民的生活方式与土地的互动已经断裂。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农村的蔑

视与对城市的追求，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也影响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未来发展根基。在

一定程度上，“离土”不仅改变了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将农民的生存根基压榨到“有土无

地”的状态，并且在工业化的冲击下难以维持农村家庭的基本开销，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批

的流入，村落社区变得缺乏活力，这无疑给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悲凉。
在组织层面，为配合控制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目的，国家试图建立一种具有统合性质的意

识形态，而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就是摧毁原有的以家族为主线的社会关系，用星火取代香火，把

家庭之中的人解放成原子化的人。循着这一思路，村民委员会成为村落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国

家直接管理乡村，乡村直面国家权力。在这一轮的乡村改造中，村落社区迅速被同质化，乡村传

统意义上的多样性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经济结构单一、运作机制呆板、文化活动空洞

的村落社区，原本发挥自治功能的乡村在国家权力的轮番轰炸中败下阵来，留待着一个支离破

碎的躯壳。
从乡村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国家力量、土地改革、市场经济是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的多

方力量中最不容忽视的三股力量，它们的介入不仅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发展态势，也决定了乡村

文化的发展路径。这些看似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以各自的逻辑与需要，触及到村落社区，对于

乡村文化的各个因素进行着各自的评价与挑选。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与本土性，

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现代社会中，在时代造成的大熔炉中不断被漂白与染色。
在诸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走势 : 一方面，在它自我生

长的过程中，受到某些异质性力量的冲击而支离破碎 ;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使

其能够吸取外来文化的因素，通过丰富自身而以另一种风貌呈现。诸多抱有怀旧情结的学者斥

责现代化、城镇化等建设运动对于乡村文化的摧毁 ; 也有一些趋新避旧的激进派怀着改造乡村

的心态，号召对乡村文化的变革与销毁。不论这两派对乡村文化持有何种态度，乡村文化都以

它自己的姿态应对着社会的变迁，以自身的力量吸纳、排斥、调适新的社会环境。正如布迪厄

( Bourdieu) 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所提到，自我创造性是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即文化特有的超

越自我、生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自我的特征［11］。在乡村原生稳态的环境被摧毁以后，乡村文

化的传承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乡村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方式来发展，而是

以“再生产”的模式来重建和更新。
说到底，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被激活、被消解

或被重构，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2］。在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中，乡村文化的生长过程并不会因

异己力量的介入而截然断裂，它会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但其文化的本质会持续存

在，因为它的核心深植于经年累月的社会文化发展之中，沉淀着特定的风韵与风格、烙刻着无法

言说的文化认同。所以说，乡土社会变局中的乡村文化不会被消灭，也不会轻易地被外来文化

替代，面对诸多社会潮流，它在新的条件下会借助内在的适应机制，不断转换并生产出新的表现

形式。

四、乡村文化促生的社会内聚

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农村文化多半被诉说成与城市文化相对的另一个文化类型，比如，雷

德菲尔德关于文化精英创造的“大传统”和农民群体创造的“小传统”之说 ; 海根有关“双元社

会”( dual society) 的观点，将其划分为村落与城市两大元素。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受到笛卡尔

二元论的影响，从对立的层面划归整个世界，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辩证论是更为决定性的概

念，城市与乡村相互依赖、互相生成、流动贯通的关系更为明显。那么，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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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何种地位，这一问题最好莫过于钱宾四先生的回答，他曾说“中国文化始终在自由农村的园

地上滋长”，乡村是中国文化生长的沃土，也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摇篮。乡村文化的基底是什么，

如何能够实现时间上的世代传承与空间上的传布，它的内在运作机制是什么，这是此节将要探

讨的内容。
一种文化类型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中生存的群体，文化作为民众集体选择和创造

的结晶，同时也对群体的共处模式及共同生活造成影响。本尼迪厄特在《文化模式》中曾经指

出文化与群体生活的影响，在她看来，所有的个体的总合构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超越并且凌

驾于这些个体所一直追求并创造着的东西之上，而群体就是由传统所供养，由时间凝固起来的

有机整体［13］。乡村文化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乡民共享的精神产品，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在精

神上促进村落社会内聚，并且能够与旅游经济相勾连，创造出乡村社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文化具有社会内聚的功用，每个人虽然可能在社会中感受不到文化的实际存在，但文

化因子就像空气一般，弥漫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潜在的效力。布朗曾

说: “文化的整体功能就是把个人团结到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即团结到群体的稳定体系中，这种

体系决定和规制着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对物质环境的外部适应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内部

适应，从而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说，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套保障人们生活意

义和精神价值的社会秩序。长期生活在特定环境中个人会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并衍生出一定

的文化观念及表达方式。当原有文化受到来自他域文化及异质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以致不能应

对时，人们便会重新进行生存选择，并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进行自觉反省，改造和更新原有社

会秩序，从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村落社区中，世代沿袭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在同样环境中

反复锤炼的精神特质，使得村民易于产生对村落文化的普遍认同。在共同的生产生活、抵御外

部力量以及日常的行为评判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共享的思想信念、道德伦理、精神风尚、
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它们呈现出乡民的共同所需与精神追求，而且塑造出个人对集体的归属

感和依赖感，从而促进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乡村文化的内聚性使得乡村社会成员所拥有精神观念与行为选择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它的

实现离不开文化所特有的传递性，可以说，乡村文化的传递确保了特定文化因子能够在世代传

承中接续不断，能够在不同成员中塑造出同样的精神基础。这种传递包括横向的空间场域中的

人际传递，以及纵向的历史脉络中的代际传递，它们使得村落社区中的不同成员可以共享某种

价值观念，并对当地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
乡村文化 的 横 向 传 递 机 制，源 自“表 征 传 递”的 文 化 机 制，不 仅 包 括 集 体 性 的 公 共 表 征

( public representation) ，还涉及个体性的心理表征 ( mental representation ) ，而文化就是由公共表

征到心理表征再到公共表征所构成的首尾开放的因果链条。我们获得文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将

公共表征转化成为心理表征的过程，在这种心理表征形成的过程中，个体如何将公共意涵内化

为自我观念，并再次转述的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从心理表征到公共表 征 的 这 一 提

升，离不开个体之间所共有的文化因素、生存环境与认知模式，它们使得某些文化因素能够从个

人转入社会，实现在空间场域中的人际传递。从纵向的代际传递来看，文化可以通过三种不同

的方式得到传递———晚辈向长辈学习、同辈之间的学习、长辈向晩辈学习。在传统的村落社区

中，族长与老人是家族势力与知识经验的终极拥有者，长辈向晚辈的口传身教是乡村文化传递

的主要路径 ; 而在当前的转型期，新技术、新媒体、新物质的出现提升了作为青年人的后辈的知

识领域，他们在知识技能的掌握方面比长辈拥有更多的优势，长辈反过来需要向晚辈学习，因而

在当下的村落生活中，以上三种文化传递方式并存，乡村文化传递的途径也得到极大地丰富。
转型期的乡村文化，在传播路径、传承广度、传递机制方面显现出与传统时期所不同的诸多

特点，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空领域中实现传布。它的内在运作机制使得乡村文化不会因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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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而发生质的转变，也不会因内生环境的变迁而自毁其身，人们对生存方式、生计模式的重新

选择，以及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体系的反省，不断地改造和更新着既有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也在

动态的村落社会生活得到重新形塑，造就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生活。

五、乡村文化创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为上的社会浪潮，乡村文化也被裹挟到经济开发之中。在乡村文化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中，乡村文化旅游似乎成为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甚至有学者提出农业文化

遗产地旅游开发的模式［15］，寄希望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并进。可以说，乡村文化与旅游经

济的结合，使文化本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利益创收的地方资源。在城镇化程度日益提

高的过程中，乡村旅游以其独有的魅力如乡土性、休闲性、传统性吸引了越来越多怀着故乡情怀

的游客。为此，基层政府开始着手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以经济的眼光给予它繁复的包装，在闪光

灯的光亮中试图给它以全新的外壳。
不得不承认，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文化，造成积

极与消极两面影响。从积极层面看，乡村旅游的开展可以使地方居民了解到自身文化的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有利于增强乡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为乡村文化的传承提供动力支持，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社区，乡村旅游的开展能够扭转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恢复民族

记忆以及与民族身份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其次，乡村旅游能够推动传统

乡村文化的恢复，通过商品化和舞台化等呈现方式，乡村文化获得新的关注点，不仅能够得到旅

游部分的资金支持，还能赢得当地居民复兴乡村文化的信心。再次，乡村旅游能够促进不同文

化之间的交流，使之在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得到展现，带动乡村文化自身的重新界定。乡村旅

游的开展使具有内闭性的乡村文化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得到展示，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活态

的文化保护中得以传承，而它在转型期呈现出的诸多改观，不仅是地方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正常规律，同时也是文化在诸多场域中碰撞与融合的一种结果。
从消极层面看，乡村旅游对乡村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扭曲乡村文化的原有意涵，干扰乡

村文化正常的传承机制，乡村文化的本真性与舞台性的断裂等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促生乡

村文化的商品化，为了满足旅游开发的需要，乡村文化势必走向一种商品化的道路，成为游客猎

奇的对象，这种商品化的选择取向贬损了文化原有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造成文化商品与文

化原初品相互脱离的尴尬局面。乡村文化的内核似乎从民众的生活场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

符号表征，在主流经济中不停地运作。地方传统文化的地位，虽然在市场的炒作中被包装得光

鲜亮丽，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在市场的裹挟中要不得到华丽

的包装，要不就被甩进历史的角落。其次，文化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元素的传承，而是指整

体的有机循环与发展，乡村旅游造成的仪式商业化、文化内涵变异，都会直接导致文化传承机制

的紊乱，影响年轻一代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使传承机制出现断层或缺失。再次，在原有文化

被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原生文化必然丧失其真实性，在前台表演与后台存在的二律背反中发生

意义流变。在经济浪潮中被裹挟的乡村文化，在旅游业的号召与发展中有些变得面目全非，文

化与经济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当下变得更为凸显。
虽然利弊共存，但乡村旅游对于很多边缘文化及民族文化来说是一剂救命良药，在此过程

中，我们要关注的或许不是应不应该发展旅游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旅游业对乡村文化的积极

影响得到最大，并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当下的任务就是去观察从老百姓生活里生长出来

的那些智慧，它们如何产生并有意无意地促进了乡村文化的转型与呈现，而不是单单看它原有

的文化是如何保护起来的，亦或者是它如何成为死气沉沉的标本的。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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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是城镇化的建设，乡村文化都以自身的姿态面对它们，“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理解它时随

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16］。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观察乡村文化

在社会转型中的诸多表现与流变形式，从流动的角度看乡村文化在村落社区中扮演的经济角

色，对于了解乡村文化自身的生命力提供一定的思考角度。

六、文化自觉与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谈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是绕不开的。在他后期的学术生涯中，面对社会转

型造成的种种问题，他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核心概念，如他所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

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

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17］。“文化自觉”是指生

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18］，换

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对身处文化之中的人给予关怀。笔者曾对费

孝通的文化自觉观念做了一些阐释，在他看来，“文化自觉”的 重 要 性 在 于 把 人 当 作 文 化 的 中

心，而不是像以往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抽象的文化在主宰着人［19］。这一思路将我们的关注点从

乡村文化本身转移到乡村文化的继承者与享用者———村落乡民。作为一种充满现实关怀的精

神焦虑和出路探索，“文化自觉”涉及到如何在新的价值坐标中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文化认同，如

何将各种相互冲突的因素纳入一种新的秩序，进而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功能性与合法性做出评判。
对于身处社会变局中的乡土文化来说，或许增强乡民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乡村文化再生产的

一条有效路径，为此，我们暂且提出“乡村文化自觉”的概念，具体而言，它包涵相互关联的两个

方面 :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乡村文化的再生。乡村文化的传承是基于对民族和乡土文化的自信与

认同而实现的，不仅是对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更是对乡村文化中仁爱

民本、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以及对民间宗教信仰等的传承。在这一思路下，不仅要关注村落社

区中具有物质属性的乡村地标、村落景观、日常器物，使得它们能够维系出故土与乡愁的情愫，

而且要注重乡村文化中处于精神层面的乡土意识、宗族观念等等，设身处地的深入到乡民之中，

了解乡民的精神需求与文化观念。
乡村文化的再生，并不是指死亡后的重生，而是在新的社会土壤中培育出来的 新 的 观 念。

要实现文化的再生，需要在继承的同时培养民众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将乡村文化从城乡二元对

立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与其他文化碰

撞、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类型。如果说乡村文化的传承是对既有文化因素的批判性吸收，那

么，乡村文化的再生则是面向空间领域中的文化碰撞，强调乡村文化在面对诸多文化类型中衍

生出的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的一种成长方式。为此，需要培养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广大农

民真正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自身价值、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让乡村发出“自己的声音”。
乡村社会既是人们的生存空间，也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在这个共同体内，基于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长期互动和相互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人们自觉认同并接受

其价值理念，从而规范着人、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结构，维系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

序。实现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需要塑造乡民的文化认同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通过民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播乡村文化中的精髓，让农民认识到自己所属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在现实实践

中对村落社区产生认同，以实现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结语

乡村文化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生长的沃土，具有天人合一的自然心态，家国同构的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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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三个主要特点。然而近代以来，国家力量的逼近、土地制度的转变、
经济力量的裹挟共同推动着乡村文化的变迁，这些看似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以各自的逻辑与

需要改变并评价着乡村文化中的各个因素。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文化，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转

变，它在文化大熔炉中是怎样呈现自身的，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将会何去何从。由此，我们从乡

民日常的生活世界入手，从中观察乡村文化在社会集体、农民个体和乡村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功

用，借鉴“文化自觉”的逻辑思维，提出乡村文化自觉与再生产的的美好愿景。
理想状态中的乡村文化绝不是从属的、弱势的、被压制的一方，也不会扮演主导的、决定性

的角色。我们需要抛弃西方二元论的概念色彩，放弃有关“大传统”“小传统”“双元社会”的相

关论述，从中国既有的辩证观中汲取营养，在圆融共通的逻辑版图中考察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

之间互相支撑、相互补给的亲密关系。循着这一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文化在众多力量的影

响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受到某些异质性力量的冲击而支离破碎 ; 另一方面，吸取外

来因素为我所用，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无论是现代性的到来，还是城镇化的建设，乡村文化都以自身的姿态面对它们，它在被探寻

如何理解时早已变换花样，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在此影响下，我们所能做

的，就是深入了解村落社区中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从乡民的角度出发，理解乡村文化在现代

变局中的转型与生长。为此，我们认为增强乡民的文化自信，实现社会群体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是实现乡村文化再生产的一条有效路径，“乡村文化自觉”作为“文化自觉”在乡村社区中衍生

的一个概念，能够更好地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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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al effect of strong ties．

On the Ｒeproduction of Chinese Ｒural Culture: Ｒeflection Based on Cultural Transforma-
tion Concept
ZHAO Xudong，SUN Xiaofei

Ｒur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s an entry－point to under-
stand the Chinese society． However，since the birth of rural－urban double element structure，rural cul-
tur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gative cultural model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culture．
This paper，based on reviewing the inherent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maintains that rur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order，setting up a map of a social life order and an ideal world，and
turning into a dynamic proces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with various colorful form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ulture are sustained for they are rooted in the time－honor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re marked with specific social functions． We are expec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ari-
ety and forms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s and understand the wisdom arising in the rural
culture in its changes．

Analysis of Farmers' Percep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Hani Ｒice Terrace in Yunnan
ZHANG Canqiang，MIN Qingwen，TIAN Mi

Farmer is a critical ele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and farmers’perceptions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of information feedback for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ani rice terrace in Yunnan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d farmers’perception for terrace protection，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constructing a perception index． And the correla-
tion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farm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n per-
ception we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rmers' attitude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ani rice terrace and its culture was positive and generally farmers supported development of terrace
tourism． However farmers had perceived that terrace is facing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amage，and the impact tourism on local economy was limited． Those
farmers having strong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heritage system were more likely to fee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ondu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terrace．
Old farmers and large scale land operator had stronger cognition of terrace system and household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income were more willing to protect environment． So current relevant measures
and policies should be readjusted and improved．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site，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gi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to top priori-
ty，and draw up the action planning in advanc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Ｒural Crafts Industry: Case Study Based on
Fuxiang Wicker Knitwork Crafts Industries of Jiangsu Province
LIU Yongfei，XU Jiajun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bu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y of craftsmanship on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even more age－old and profound．
Through the countryside wicker a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it was found that craft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construction，and is embedded in the structure，institution，social
psychology，human relations，culture and ideology of projects，to maintain the link system of rural so-
cial network． Its incentive commonly shapes with the consumer psychology，social mobility，social re-
form，crafts spirit and customs． Craft industry is not a‘sunset’or‘hopeless’industry，and the mod-
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culture’is the basis of its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round of social construc-
tion internal mechanism． We need investigate this crafts industr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needs，discovering intrinsic value，molding industrial festival，innovating technology，obtaining the fos-
tering and cultivation b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volving the Internet industry，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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