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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于振兴公共文化。村民拥有良好的文

化心理，能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泛而强大的内生性力量，而如今村民的文化心理日趋复杂，

文化选择迷茫，文化认同复杂，并且“官方意识”与村民文化心态之间存在着不协调，造成村民在乡村

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缺位。村民的文化心理问题，不仅与乡村地缘与血缘结构遭到破坏和当代中国科技与

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还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分离有着关系。为此，要通过加强村民的乡村公共

文化教育、鼓励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模式，来实现

个体与外在社会文化环境相契合，重塑村民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文化心理，乡村公共文化，村民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Villag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Jize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 14th, 2024; accepted: Apr. 17th, 2024; published: Apr. 30th, 2024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key to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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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revitalizing public culture. Villagers have good cultural psycholo-
gy, which can provide a broad and powerful endogenous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However, nowadays, villagers’ cultural psych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
cated, cultural choices are confused, cultural identity is complex, and there is a disharmony be-
tween “official consciousness” and villagers’ cultural mentality, resulting in villagers’ abs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villager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rural geography and consanguinity structure and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epar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villagers’ rural public culture education, encourage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and build a model in which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together, so as to realize the fi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hape villagers’ spiritual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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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党对乡村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项系统性战略，文化振兴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振兴乡村文化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内生动力。由此可见，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于振兴公共文化。在党的高度重视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得到持续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形式与内容不断创新，体系逐步完善(韩晓静，2022)。但是乡村公共文化在发展

的过程中遭遇了“无主体”困境，村民主体性未能得到彰显，参与度不高(曹银山，刘义强，2023)。 
文化心理学强调文化与心理的相互作用，认为个体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深受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影

响。并且文化心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研究村民文化心

理的问题及其对策，可以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鉴于此，本文针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村民文化心理的迷茫与矛盾，对其予以审视与分析，进

而从方法论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以期为加强村民文化心理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引。 

2. 文化心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种发展思想就是把人当成社会的主体，发展

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发展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就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是指在乡

域公共空间范围内生长的文化样态，作为地方性共同体所共享的符号系统，通过个体的文化观感和价值

体验作用于观念、行为和规范，对于构建基层治理秩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韩鹏云，2018)。所以在“以

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大方针指引下，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需要作

为主体的村民发挥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村民的共建与共享。 
文化心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根植在人的内心深处。简而言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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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在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文化内化于人心中

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并且文化心理一旦形成，就比较难改变，影响人的想法与行

为，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极强的辐射作用。因此，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村民的文化心理问题，使他们的文化心理随着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增加广大村民的经济收入，使得乡村的整体经济实力得到提升，还要

实现村民心理与行为的双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村民的共建共治共享。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的

发展要聚焦于物质与制度之外的发展主体——村民，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扫除村民思想上的顽疾，使他们

的文化心理实现现代化，在精神领域激发村民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热情，使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获得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村民文化心理的迷茫与矛盾 

近几年来，乡村公共文化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总抓手，在村民以及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得到

了显著的发展。但乡村公共文化在实践中却遇到了“无主体”困境，即乡村公共文化在落实和发展过程

中各个环节身为主体的村民缺位了。在缺少人员参与的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活动减少，乡

村公共文化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吕宾，2019)。而主体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社会快速发展，村民

的文化心理日趋复杂，充满了迷茫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文化选择上的迷茫 

乡村文化不再是过往的单一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得乡村中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接受乡村公共文化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并由此形成了矛盾。不仅如此，代表相同利

益的村民在文化选择上也存在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文化价值理念进行不同文化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

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心态，是保持传统的文化风俗还是拥抱新的文化？是村庄利益为先还是优先考虑

自己的利益？是接受乡村公共文化还是不接受？是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还是保持观望？村民在“恋旧”

与“更新”之间不断徘徊，形成文化心理上的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所以，村民在多元文化前失去了

选择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跟着感觉走，这样往往会无所适从，显示出文化选择上的迷茫。 

3.2. 文化认同上的复杂 

在现代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乡村的文化认同困难或已不认同，越是发达的乡村地区，这种

情况就越突出。并且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苦闷与彷徨，企图通过一定的方法与途径摆脱自己“乡巴佬”的

文化身份，挤近城市文化圈。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村民对城市文化没有那么向往，他们依然对传统乡村文

化，有浓浓的眷恋之情，愿意组织与参与传统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也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乡村公共文化

活动，但是随着他们的老去，乡村公共文化缺乏人员参与的问题会进一步突出。村民在文化认同上的复

杂心态，必然会使得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无法走上正轨。 

3.3. “官方意识”与村民文化心态之间存在着不协调 

“官方意识”是指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识，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会有表达国家正统

意识形态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作为主导文化作用于社会(范大平，2004)。在当今，中国坚持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高度重视乡村发展，为了让村民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富裕，聚焦于村民的基本需求，将乡

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之一(杨睿毅，2022)。但在官方大力推动乡村公共文

化建设的过程中，村民的文化形态却与“官方意识”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一些传统的乡村公共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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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不仅需要村民在活动过程中的参与，还需要村民在筹资方面的参与，即传统乡村文化活动所花

费的钱财往往需要村民均摊。在以前村民们往往踊跃参与传统村落文化活动，而现在参与的人却越来

越少了。有些乡村公共文化虽然由政府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需

要村民来参加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才能促进其发展。即使政府出钱举办，村民却依然不愿参与，哪怕

去参与了，在心理上仍然有较强的消极抵触情绪，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却依然存在着“吃

着肉骂着娘”的矛盾心态。 

4. 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村民文化心理出现问题的原因 

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在实践中遇到了村民文化心理的迷茫与矛盾，面临着缺乏主体支持的困境，这

对乡村公共文化的规范和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文化心理作为反应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意识现象，会随着

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村民文化心理的迷茫与矛盾，必然是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1. 乡村地缘与血缘结构遭到破坏 

一方面，地缘结构遭到破坏。建国以后，基于地缘之上的乡村地域文化特点保存相对完整(全国农村

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王家新，黄永林等，2007)，并且由于地缘结构，传统的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稳定性。

不同区域乡村的公共文化差异很大，但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公共文化往往与当地村民的方言与风俗习

惯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不同地区的村民很难融入到其他地区的文化体系中去，乡村公共文化活动

有稳定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即村庄中的村民。近年来，人们的流动性变大，村民可以自由地去其它地方，

地缘结构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村中的年轻人一批接着一批进城务工，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享

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领略到了城市文化的繁荣。 
另一方面，血缘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中的宗族逐渐减少，血缘对人们的影

响力日渐弱化，血缘结构逐步被打破，所以村民之间的亲族观念也慢慢淡化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建

立关系时主要考虑的就是利益，关系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所有的亲属或者

非亲属都可以包括在这个格局中。这个格局就是一个同心圆，离中心(即自己)越近的成员，他们的关系与

中心成员越亲密，并且他们的工具性价值就越大，中心成员越能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反之，亲

密度越低，成员们的工具性价值也递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地区的

乡村已经呈现出了原子化的状态，村民的“认同单位”开始缩小，即差序格局变得越来越小，其中所包

括的成员也越来越少。因此，村民所认同和关心的就只剩下自己私人的核心家庭，对于家族和村落这类

公共生活空间逐渐变得冷漠，对待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也不再热切。 

4.2. 当代中国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代互联网得到极大发展，人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使村民的文化选择变得多元化。村民在感受

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受后现代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自身的乡村文化情感不断淡化。村民对自我文化认

同感的下降，导致现代城市公共文化快速地走进农民心中。尽管乡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喜爱乡村公

共文化，也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但年轻一代都更倾向于时髦的城市文化，对于在他

们看来“土味十足”的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他们自然不愿参加。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的

收入来源不再仅限于土地，追逐利益成为村民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所以村民在追逐私人利益的过程

中，极大地改变了其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理解，对建构在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逐步丧失了认同感(吕宾，

2023)。因此，村中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少，筹款也越来越困难，另外“搭便车”的现象还时

常出现，最终使得活动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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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分离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就是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当前的主导方式就是“送文化下乡”。“送

文化下乡”活动一般采用地方民俗、文艺汇演等形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具有宣传职责的机构依

托专项经费支持来开展，并且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是政府财政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具体由公办的或者民营

的文化团队承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乡村开展文化娱乐或宣传教育活动。但这样“送文化下乡”活动

都避免不了会有即时性，村民对这些文化活动的感觉大多停留在表面——看个热闹，没有亲身参与其中，

也就无法获得参与感和将乡村公共文化“种植”在村民心中。另外，我国大部分乡村的文化团队发展程

度都不高，所能提供的文化形式单一，覆盖范围也有限，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一买了之，对于服务绩效以

及质量的监督往往没有落实，无法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尽管“送文化下乡”存在着这么多问题，但是

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依然以“送文化下乡”的指标数量来衡量工作成效。并且一些文化管理部门对村民自

己组织的文化团体不够重视，没法细致地开展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村民哪怕参与了公共文化活动，

也难以产生共建共享的感觉。 

5. 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村民文化心理建设的有效路径 

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在村民文化心理问题的直接影响下，在许多方面都缺乏村民的主体支撑，使得

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影响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执行。村民文化心理建设也是一个系统性

的工程，因此需要从个体自身与外在文化环境两方面同时入手，重塑村民的精神家园。 

5.1. 村民自身 

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应充分尊重村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村民为中心。所以

解决解决村民文化心理问题，首先要从村民个体自身入手。 

5.1.1. 加强村民的乡村公共文化教育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这个文化比较了解，知道它的形成历史、特质和发展趋势等。

拥有文化自觉使个体能够深刻理解并尊重自己的文化，从而在文化转型和文化选择中保持自信和坚定，

避免盲从或过度反应，形成成熟而稳定的文化心理。而培养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需要基于村民的实际

生活，对他们进行乡村公共文化教育。首先，要在村民空闲的时候将他们集中起来，开办乡村公共文化

的讲堂，根据村民的不同喜好组建不同的兴趣小组和学习小组，以此激发村民的学习欲望，并且要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化知识的教学中，从而在加强村

民对乡村公共文化认识的过程中，也增进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其次，要特别加大对乡村青少年的

乡村公共文化教育的力度，因为乡村青少年是乡村公共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关乎乡村公共文化的未

来发展。面临乡村文化教育被忽视的局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它的扶持，尽快改善乡村文化教育的环境和

配齐乡村公共文化的软硬件设施。并且在青少年的课本上添加更多乡村公共文化的内容，并且开设一些

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的特色课程，来改变乡村公共教育被忽略的局面。通过这种日常性的渗透性的乡村公

共文化教育，让乡村的青少年认同乡村公共文化的价值，进而为乡村公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添砖加瓦。 

5.1.2. 鼓励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村民通过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不仅能领略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还可以使自己的文化

素养和审美能力得到提升，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心理。因此，要鼓励村民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

去。一是要让村民广泛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建设文化活动广场、乡村文化服务站、党

建公园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过程中，要让村民也参与其中，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满足他们的合理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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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另外，政府在修缮古村落和古祠堂这类开展村落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过程中，也要让与之息息相关

的村民参与到修缮中去，保存历史血脉，赓续乡愁。只有让村民切实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过程中去，才能促使他们认同乡村公共文化。二是要培养基层文化骨干，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农村

是无数优秀文化的摇篮，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资源，应培养基层文化骨干，深入发掘乡村公共文化资源，

将乡村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行为，并结合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乡村公共文化资

源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庄应牵头成立腰鼓队、秧歌队、民歌团等特色文化团体，村中有条

件的老人、妇女都可以报名参加，在加入后接受艺术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成为基层的文化

骨干，并且在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同时利用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进去，在传

承的同时也起到宣传的效果，成功让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活起来。 

5.2. 机制构建 

仅仅从村民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构建一套以村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文化组织纽带的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模式，才能实现个体与外在社会文化环境相契合，解决村民的文化心

理问题。 

5.2.1. 扶持乡村文化组织 
乡村文化组织是由村庄中的村民自发组织、自发参与的公共性组织，它的建立不是一项强制性任务，

而是由基层政府引导，村民自主参与的。但是现在村庄中大多数基于村民自身文化需求而成立的文化组

织都面临着缺乏经费的困境，导致许多受到村民欢迎的公共文化活动都无法开展。首先，乡村两级组织

尤其是村两委应该摒弃“文化可有可无”的工具性想法或完成任务的应付性想法，在乡村文化组织的创

立和发展过程中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其次，改变文化资源以项目制下乡这种投入分散、牵涉多方利

益的方式，将国家文化资源充分整合起来，直接对接到各类乡村文化组织，建立专项的文化建设基金来

给予乡村文化组织资金上的帮助，确保文化资源的投入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乡村文化组织得到有效扶

持后，可通过多开展社戏、赛龙舟等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公共文化活动，发掘与传承乡村文化，使村民

重新认识与了解自己的文化，让村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文化的熏陶，提高文化参与度，有效解决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分离问题。 

5.2.2. 推动基层治理转型 
完善多元共建机制不仅需要让乡村文化组织参与进来，还需要基层治理的转型，这是多元共建机制

的保障。乡镇基层政府应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在压力型体制下，目前乡镇基层政府的工作主要都

是在完成各项任务指标。所以政府应进一步彰显服务的定位，优化工作流程，更多地使用现代先进的管

理手段和方法，从一味强调按章办事到以当事人为取向，充分考虑具体情况，避免留痕主义与形式主义，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与形式多元化，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提高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有效解决“官方意识”与村民文化心态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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