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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特征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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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根脉和灵魂，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载体、实践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可见其内容非常丰富，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统一、规范性和实践性统一、原生态性和传承性统一的特征，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质决定

了本身的独特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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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一项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系统性工程，是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乡村文化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和内在支撑，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乡村

文化的根脉和灵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

厘清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特征和时代价值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应有之义。

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构成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国

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

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

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

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

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

智慧和精神追求。”所以，根据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样态，

可以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载体、实践方式和价值理念三个

范畴来分析其内容构成。

（一）生存载体。文化都有其形成背景和依托载体，这也是

我们能够最容易用直观的形式感受到的物质文化，比如乡村的自

然环境、古居民建筑、古祠堂、古街、古树名木、古井等，这些

都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

（二）实践方式。乡村居民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中，

总结了很多的生产生活经验以及日常娱乐方式，进一步将物质文

化技术化和形象化。比如种植农作物的方式方法、制作工艺技法、

风味厨艺等，在农闲时的娱乐方式，比如地方戏曲、民间杂耍等，

实践方式展示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生活技能。

（三）价值理念。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传承至今，在于它

能够反映人们情感最深层核心理念，这种人文理念是人们处理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评判标准和尺度，是抽象化了的基

本意识、思想理念和价值观表达。而且在今天的村民的生产、生

活中依然在用，并在农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成为了法律法规的有

效补充，比如信奉理念、乡规民约、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孝文

化等。

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中

华五千年来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底蕴，正如梁漱溟曾指出：“中国

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中，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

（一）物质性和精神性统一。文化虽然表现为思想的发展和

重塑，实质上是生产力的反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

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

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产生于乡村居民的实践活动中，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政治

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因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性决定了其

本身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性体现的是塑造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

核心。农村居民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成为了乡村居民

处理各种关系的标准和规范，也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的

共识。总之，物质性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是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根基。精神性是乡土文化的价值旨

归，是农民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反作用社会的物质生活。

（二）规范性和实践性统一。价值规范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的最大功能之一，而实践性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正

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乡村因为家庭或者血缘的

关系，人们彼此熟悉，在行为方式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宗教

信仰，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规范构成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

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形成了独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性质

就是其规范性。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充分

展现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性。规范性的发挥离不开人

们的实践，实践性不仅体现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生产实

践中形成的，而且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创新中。从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程来看，工业革命后，农业文明不断地受到挤压和消解，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文明也在不断的革命，适应社会的发展，

相应的形成与农业文明的文化，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批判、

超越和创新。因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对村民有价值规范和行为

养成的统一与引导，同时村民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有

着自觉认同和主动践行以及超越和创新，二者之间双向建构、相

互统一。

（三）原生态性和传承性统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传

统的小农经济、古老的人居智慧紧密相连，同时又延续至今并发

挥作用，体现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与传承性。原生态

性反应的是农耕社会的传统村落、农耕技艺、民俗文化、礼俗制

度等。从文化载体来看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村落，截至到 2023 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已经公布了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村落。从分布的情况来看，“在贵州、云南、湖南、浙江、山西、

福建、四川七个省份中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52.2%）的传统聚落。”

从农业的生产技术来看，包含旱田种植系统、水田尤其是梯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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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系统、还有桑田鱼塘系统等，现在很多地方一直采用了传统

的种植方式方法。比如“中原农耕文明区、江浙农耕文明区、‘贵

湘桂’农耕文明区，是农耕痕迹最为深厚的地区”。从文化的功

能来看，包含娱乐的文化比如民歌民谣等，政治功能的文化比如

乡贤文化、乡绅自治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主要体现在

物质文化应用和精神文化的功能发挥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物

质文化应用主要体现在古居民建筑到现在依然发挥着现实生活的

居住功能，传统村落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属于农村社区的范围，

不是停滞固定不变的，而是活态发展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从文化的精神功能来看，在熟人社会

的乡村中，乡规民约起到了社会规则制度的作用，成为法律的有

效补充。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完美结合，虽然历

经久远，但是依然为村民服务，展现出了当代的文明价值和时代

传承的重要意义。所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是传承性

的物质载体，传承性赋予原生态性以灵魂，二者的有机结合，呈

现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与审美的基因，共同构成了独特的

文化整体。

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生活在特定领域内人们创造的独特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人文风景，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价值。

（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乡村

优秀传统文化因其乡土性，最接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是中华文

化的生存根源，从客观上滋养着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从物质载

体来看，中华文明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形成主体是乡村的

农民，实践环境和载体是土地、农业和农村，经过几千年来的发

展，历史上的文化先贤将总结的经验、农民的智慧提升为更高层

次的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政治层面还是精

神层面的传统文化都与农民息息相关，比如“应时、取宜、守则、

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

“不违农时”“和合思想”以及勤俭节约、重义崇德等思想，都

是在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文化抽离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更高层次的文化

思想。这些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库，也为知识体系的构建

奠定了基础。从表达方式来看，任何一种文化传播以及与其他文

化融合，都需要语言作为载体。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每个

地区的生产、生活习惯不同，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话语风格和

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方言，通过不同地区、民族的

方言交流，人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共同的乡土文化基因更容易形成

内在契合、具有相通性的话语体系。随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

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相应的构成了中华文明

的话语体系。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不可能另起炉灶，重新构建话

语体系，而是从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不断提炼，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世界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所以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术语词库。

（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

纽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形成同心圆，凝聚

强大合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

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一方面，乡村优秀

传统文化能够凝聚价值认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的农村

人口约占到百分之四十，这些人的道德标准都是源于自己生产、

生活所处的文化环境，主要是具有文化认同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另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虽然离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环

境，但是他们的文化观念依然会受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文化认同就如“磁铁”一样，吸引文化背景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另一方面，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归属感。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一定区域内共同的精神认知，容易产生共鸣，即使在我国

辽阔的土地上有不同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但是都属于中华民族

这个文化基因库，无论走向世界何方，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

祖国都有一种归属感。特别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人才和

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资源，从而形成国内国外最大的同心圆，

共同致力于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

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乡村五大振兴之中，首先，作为一种资源维度

来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振兴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产

业振兴的资源，目前，多样化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开发旅游项

目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

也成为人们感受地域风土人情的乡村独特旅游产品。现在很多古

村形成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文化产业”“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乡村旅游”“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模式；

其次，作为一种价值和规范的维度来看，一方面用乡愁吸引人才

回家建设家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

强调：“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

远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心中对自己故土最无法割舍的情感，随着城

镇化的发展，物质载体逐渐消失，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乡

愁的重要载体，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吸引更多的农业人才回乡，

比如乡贤建设自己的家乡、大学生回村创业才。另一方面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因其乡土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乡村的社会治

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化解社会矛盾中，乡村优秀传统

文化的规范性相较于法律和行政手段，更加柔和，更易于人们接受，

能够以说服、教化的方式缓和的处理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

稳定。同时，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理念能够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不同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都有自己

的核心理念和灵魂，这种核心理念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通过

日常生活中的人文教化使得本村立正位，行大道，进而处理好人

与人、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本来和外来的关系，这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观

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促进了本地区民风、村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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