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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一

个“文化力”分析框架

文化并非仅仅是物质世界的精神点缀，它既是

一种蕴涵着物质生产、知识创造、精神升华和价值追

求等丰富内容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是照射人类社会

整体文明进步状态的一面镜子。站在从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战役”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换的重

要历史关口，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跨越的重

大历史关口，透过“文化”这面镜子，窥探乡村社会整

体发展样态，实现乡村社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逐

步走向文化治理，将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独特视域。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为新时

代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也指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要

“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

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2]，凸显了党和国

家以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整合双重文化进路给予乡

村文化振兴的“政治关切”。但是，在城镇化主导的

“城乡中国”阶段，“均质化的小农高度分化，承载乡

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

锐变”[3]，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外向性过度流失造成了

乡村经济社会的“空心化”，乡村整体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断裂。乡村经济发展的政治

化与乡村文化的去政治化、传统乡土文化资源式微

与都市文化产业功利性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主

体”危机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对象”模糊、乡村文化公

共价值与市场价值冲突、流动性乡村居民“二重性生

活方式和二重性时空场域的断裂与冲突”[4]等同时并

存，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强力挤压造成的传统乡村

空间被切割、资本财富对土地伦理的取代、消费主义

对乡村的蚕食、大众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解构，使得

“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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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正经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纯粹文化与商业

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存和

相互影响”[5]。这些突出的矛盾问题，构成了乡村

全面振兴、乡村美好生活创造的隐性“文化障碍”

和“文化阻力”。

本质上，当代中国乡村所遭遇的文化矛盾和文

化断裂，是因为乡村建设实践常常把文化作为一种

被动反映而使文化淹没于物质力量和资本逻辑之

中。其实，发展并非是单一的经济问题，发展同样需

要“文化在场”，即“发展既是经济的、商业的、技术和

金融的，也是社会、政治、环境、艺术、科学、娱乐和精

神的”[6]，文化可以给予发展一种更基础、更深沉、更

持久的“革命性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把文

化仅仅作为观察乡村的外在视角，而是要让文化触

及并反映乡村社会的本质，使乡村精神世界能反映

乡村社会巨变，从而使文化成为推动乡村整体发展

和实现乡村美好生活的内生力量。因而，从农耕文

明和乡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以及从解

决国家危机的文化发展逻辑和文化治理角度来看，

摆脱把人类进步的全部动力和全部意义归结为物质

生产力的偏见肯定成为必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一宏大的“政治命题”，必须要在“文化时代”对“发

展”议题的不断拓展和对“发展”本质的不断深化的

全新认知体系中，超越当前乡村振兴只突出“经济革

命”而忽视“文化再生”的片面性，重塑一种“人民和

国家生活的整体方式”，从而打造“更具人性化发展

途径”的新文明形态。这样，乡村振兴既要把文化

作为一种促进乡村发展活力释放的资源要素，建立

起文化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制度政策之间的衔

接，又要回归“人是目的”而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原

点，最终建构起“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

双重“文化力”驱动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

架(如图1)。
当前，国外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

会、文化与政治、文化与地理、文化与传播等跨学科

视角①介入到文化系统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在“多维

视野中的乡村振兴”[7]框架下对乡村文化时代变迁、

城乡文化互动、乡村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路径展开了

研究，为新时代观察乡村文化提供了学理依据。但

在面对农民逐步摆脱土地的束缚、农村家庭生产生

活逐渐突破村庄边界的“后乡土中国”时代，乡村功

能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乡土文化资源在乡

村振兴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推动乡村社会从

经济治理、政治治理走向文化治理，激活乡土文化资

源、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需要系统思考和回答这样

三个问题：其一，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

宏观政治话语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资源具有

怎样的叙事逻辑和时代意蕴?其二，如何重新“解构”

图1 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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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构”新时代乡村地域界面之上的文化空间维度

和文化场景形态以确立未来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其
三，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才能建构起

乡村地域空间中“人”“文化”“发展”和“生活”等核心

要素之间的共生逻辑，实现“文化创造乡村发展”和

“文化建构乡村生活”二者兼顾?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都市

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矛盾紧张关系中，面对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遭遇的“现代化陷阱”和乡村居民

面对的“幸福悖论”，乡村居民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产生的文化诉求、文化想象变得越发真实和具体，创

造具有文化含量的美好生活和实现具有文化能量的

乡村发展已成为乡村居民的共同期待。在后全面小

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文化创造乡村整

体发展”和“文化建构乡村美好生活”的公共价值原

点，把乡村振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统一于需求满足

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实践”[8]之中，既要突出文化对乡

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功能，又要体现出文化对于

丰富人们公共生活的价值意蕴。因此，在破解了绝

对贫困的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

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政治话语下，建

构起人们对于乡村振兴“文化想象”的逻辑框架，挖

掘乡村振兴的内在文化要素和内生文化动力，审视

乡村文化蕴涵的时代意蕴、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场

景形态、乡村文化振兴的集成路径及目标指向，由此

建立起支撑乡村社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乡风

文明进步、社会有效治理及居民共同富裕的“文化

力”机制，才能实现“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

最终走向“生活型乡村”。

二、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的四重意蕴：政治

话语下的“时间—空间—主体”叙事

“文化”的含义和意义极其复杂。从当代中国语

境的功能属性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9]，文化兴则国家

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从历史语境的构成形态来看，

文化是“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是“一个

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

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是“一套完整的生活

方式”[10]。然而，不管如何定义“文化”，在不同的时

代、语境、地域和制度环境下，人们都需要重构“文

化”的叙事逻辑。正是由于当代中国快速的工业化、

城镇化给传统乡村社会带来严重冲击，乡村文化才

面临着去政治性、去历史性、去地方性和去生活性的

“四重危机”。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政

治话语下，重构“时间—空间—主体”乡村文化叙事

逻辑，既是走出乡村文化所遭遇的“四重危机”的基

本方式，也是引导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朝着文

化具有的“政治性—历史性—地方性—生活性”深刻

蕴涵意义回归的一种方式。

(一)乡村文化的政治性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社会主

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

治话语下，乡村文化发展已经站到了与中华民族实

现“强起来”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标识相适应的历史方

位。在这一历史方位下，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更

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从“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的政治语境来看，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是党和国家

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用“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

建构生活”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正是对这一政治承

诺的政治回应。显然，文化工作是服从和服务于政

治任务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

的”[11]。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寓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一国家建设工程的政治意涵之中，受到党和国

家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任务的驱动。这是其政治性意

蕴的第一层次。

其次，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一定的

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的反映”[12]，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乡村文

化是不存在的，任何时期的乡村文化“必然受到它的

主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等的影

响”[13]。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党和国家对

乡村的政治领导和制度设计的刚性逻辑。

最后，乡村文化蕴含着消除“文化剥夺”“文化排

斥”而走向“文化公平”“文化正义”的政治权利逻

辑。在城镇化所主导的“城乡中国”时代，创造人民

··10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2021.3 文化研究

美好生活，需要消除由城乡文化结构断裂引起的城

乡文化权利断裂，而消除乡村主体的“文化非正义”

或实现乡村主体的“文化正义”，则需要把乡村文化

发展置于走向城乡文化融合和文化共享的文化政治

学框架，才能形成基于不同文化权利诉求的精神政

治秩序。

(二)乡村文化的历史性意蕴

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乡土文化发展是

一个演化和转化的过程。由农耕文明孕育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农事节气、生态伦理、农业景观、民间艺术、

祖传家训、乡风民俗等乡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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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4。乡村

文化是一种“有根”“有脉”的文化，因其传递着乡土、

乡音、乡情以及承载着古朴的生活方式和恒久的伦

理准则而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正如梁漱溟所言：

“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

的根就是乡村”[15]。

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其乡土本色

始终是决定“在乡村中比在城市中更易于了解中国

人的生活知识”[16]。即便是乡村地域所负载的文化

母体、文化历史、文化基因和文化根脉因经济社会转

型而遭遇现代性文化的不断渗透，乡村社会依然有

着依赖集体记忆和文化象征来维系自身文化传统和

文化秩序的历史文化自觉能力。即使是在一个失去

了自主性的乡村社会，那种认为“土地仍在，却没有

了刻骨的依恋；家乡仍在，却失去了本体性的关联；

熟人仍在，面目却日渐模糊……”[17]的“文化断裂”悲

观叙事论者，也会看到：生长和生活于文化世界，历

史不止是万千生活世界的星星点缀，历史的沉淀构

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础。乡村社会生活共同

体是在与现代都市文明和城镇文化碰撞、交流和融

合中，通过承继、创新、再生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而生

成的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新文化体系和新

文化圈子。因此，在历史链接现实的价值共同点和

情感共鸣处，建构一种既能保持文化的传统乡土性，

又能促进文化自我更新的“活态化”可持续演化动力

机制，不断拉长后全面小康时代挖掘乡村文化历史

韵味的“历史镜头”，才能展现乡村社会生生不息的

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三)乡村文化的地方性意蕴

乡村社会犹如一个由不同地方化生活方式交织

组成的巨型容器。文化资源作为乡村社会容器中的

重要资源，最能标识出一个地方的自然情境、集体记

忆、地域特色和独特气质。具有地方性代表意义的

文化符号、文化构成或文化地理，为人们辨识乡村、

体味乡情和回味乡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人们

在与乡村地方环境、文化生产体系和社会生活圈之

间的互动中，对乡村地方性文化价值产生的认同感、

归属感、审美感以及仪式感，又建构起植根于“地方

性”文化资源的独特文化形态和文化生活方式。可

见，乡村文化本土性建构的地方性意蕴，呈现出文化

样态的实然差异和文化模式的实践差异。一方面，

人们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紧密相

关的时空范围内，人与地方环境相互塑造，接受着地

域文化的熏陶和教化，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文化圈、文

化区这类具有空间差异的地方性文化样态；另一方

面，面向现代美好生活，创造而建构一个能满足当前

人们对地方本土文化情感化、场景化和体验化所需

的“文化廊道”，也只能通过挖掘文化的本土性和地

方性意蕴，依托地方性的文化符号、文化历史、文化

记忆、文化认同，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应地方性文化气质的乡村文化

振兴之路。同时，地方性文化发展并不是完全封闭

的，城镇与乡村在空间上的贯通和连续为城乡文化

交流和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乡村文化在“去地方

性”与“再地方化”两种作用中得以重塑。事实上，

“由街景、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及建筑背景所代表的

地方环境，以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剧院为标志的社

会和文化基础设施，以及以广告、形象设计、视听

服务、出版或时装界等为骨干的文化产业”[18]构成

的现代城镇文化景观和文化业态，也可以为挖掘

乡村文化的地方性意蕴、促进乡村地方文化资源

的市场化转型、提升乡村文化品质提供更加积极

的方向指引。

(四)乡村文化的生活性意蕴

文化具有生活性，是群体生活共同体得以形成、

维系和规范的社会黏合剂。文化对人类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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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形塑，类似“力场”作用于实物，它可以通

过文化内生力量的自我表达、自我需要来确证人类

自身的生活意义、交往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寄托。

可见，文化的生活性本质上就是文化之于生活“意

义”回归的主体性，“文化从来都是主体的存在”，“主

体的存在也从来是文化的存在”[19]，每一种文化都力

图为生活主体所有的行为活动提供一种指南。因

而，在不同社会的文化系统中，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人

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差异背后的文化作用机

制。就乡村社会来看，乡村文化是源自于乡土社会

人们的生活实践，我们看到“农民这一群体始终能从

生活本身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和对生活的热

忱”[20]。扎根于乡土生活之上的乡村文化，又不断推

动着人们创建美好生活的主体性自觉和自我意识的

现代生成，并时刻调适着自我建构美好生活的进程

和节律。正是文化具有的生活性意蕴与乡村主体自

我意识的结合，才为建构“生活型”乡村提供了可

能。尽管在“城乡中国”时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流动

性不断增强，村社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在空间上发生

了“常态化”的分离和错位，但是“流动的村落”或

“空巢的乡村”终究还是不会把村落带向终结。在

城乡异质空间徘徊的村社居民，同时还是乡村文化

的享有者和创造者，对乡村文化建构美好生活提出

了更高的诉求和期待。因此，乡村地域空间上的文

化发展，要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走向更高层次，

要为建设现代乡村生活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在

确证乡村文化具有生活意蕴的基础上，乡村文化振

兴就要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创造“生活

的艺术”，要把回归人的公共生活和创造人的美好

生活作为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根

本价值主题。

三、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的场景形态：“文

化空间”的类型学解构

通过“空间化”组合，文化总是在不断建构着人

的意义世界、存在方式和生活场景。“文化空间”越来

越成为“人们情感发生、寄予和表达的场所，在其中

人们可以经历并感受到最有意义的文化生活和文化

体验”[21]。这一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空间”，“首先是

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文化场所、

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

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

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

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22]。不同层次

的文化空间“场”叠加在一起总能投射出一个地方的

整体文化风貌，以此构成我们能够识别，且具有不同

审美意义、象征意义、消费意义的文化地理标识。文

化的“空间化”是人、文化、场景、意义和生活等要素

的复合过程，表征着文化空间承载文化场景、文化场

景表达文化意义、文化意义创造文化生活的递进逻

辑。人与文化空间的疏远，人从文化空间中抽离，将

消解人们对特定文化形态、文化景观和文化意义的

可及性。当前，乡村文化已走到了乡村生活前台，对

乡村文化加以“空间化”类型解构，将美好生活的文

化向度嵌入到作为人的生活系统的乡村文化空间生

产和文化场景塑造的框架和过程之中，建立起“人”

“生活”与“文化空间”的联系，对于塑造乡村文化场

景、提升乡村振兴层次和乡村生活品质具有基础性

意义。

(一)物理性或描述性的文化空间场景

从物理性或描述性上来看，文化空间场景包括

物态空间、人文空间和网络空间等基本维度。其中，

物态空间场景是可感知的物质实体文化事物，人文

空间场景则是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

无形文化构成，网络空间场景是物态空间与人文空

间叠加构成的文化界面以及由虚拟网络空间形成的

文化场域。

一是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物态空间是乡村文

化的第一场景，表现为可感知的物化形态，诸如自然

风光、村落形态、村落风貌、村落遗址、文化遗存、乡

村建筑、生产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等构成了乡村社会

独有的古朴和风韵。肇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

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物质文化阶段或塑造物态

文化空间场景阶段。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推进，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

··10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2021.3 文化研究

塑造能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乡村空间建筑结构不断

升级、村落形态不断演化、村落道路不断水泥硬化，

一些古村落和古镇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给人们带

来了强烈的感官体验和视觉效应。物态空间这种显

性的文化场景塑造，一直都是各级地方推进城镇建

设和乡村发展的重点，但过度趋同化的物态空间文

化场景塑造，给人们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体验感

带来了冲击。因此，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物态空

间的文化场景塑造，要把“物”的建设、“文化”的兴盛

以及“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注重赋予物态空间的文

化场景以生活意义和精神内涵。

二是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人文空间是乡村文

化的第二场景，表现为由价值观念、道德传统、习惯

风俗、法律制度以及艺术、宗教、语言等构成的无形

的“知识世界”。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最突出的特点

是有人类行为和意识的参与，时刻凸显人的“在

场”。就乡村来看，构成人文空间文化场景的文化形

态，既包括村社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的价值观念、

道德传统等精神文化，也包括村社成员在日常生活

中形成的习惯风俗等行为文化，以及维护村社系统

稳定、协调村社成员利益形成的正式制度规则和非

正式制度规范等制度文化。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多

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如传统节日、习惯风

俗、族谱家训等，通过口耳相传、文字记录、节庆活

动、纪念仪式等方式进行传承和发扬。同时，人文空

间的文化场景具有差异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乡

村社会文化场景塑造并不相同。人文空间的文化场

景构成了乡村文化的主体内容，是整个乡村文化的

“内核”和“灵魂”，是后全面建成小康时代乡村文化

振兴的重中之重。

三是网络空间的文化场景。网络空间是乡村文

化的第三场景，表现为乡村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

构成的关系网络空间，以及智能时代网络技术向乡

村扩散形成的虚拟化网络空间。由实体空间和虚拟

空间构成的乡村社会网络空间文化场景，既包括了

现实社会的人在物态空间文化场景与人文空间文化

场景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实践，

也包括了现实社会的人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人同时在

虚拟网络空间文化场景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观念和文

化行为。信息时代，“声音和视像、思想和行动，全部

都数字化了”[23]，网络空间文化传播的“去中心”赋予

了每个主体走进网络空间的权利，这对人们的存在

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影

响。乡村文化振兴要适应网络环境等传播媒介的

“数字化”趋势，在利用好“互联网+文化”的新技术优

势和平台优势的同时，要加强乡村社会成员在虚拟

网络空间上的文化阵地建设、思想建设、价值观教

育、信仰教育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等，防范乡村社会

成员的思想、言论、行为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出现的

内容变异、话语变异及行为变异，防止这些变异对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造成冲击。因此，网

络空间的文化场景，特别是虚拟网络空间的文化场

景塑造，既是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乡村社会

治理的新要求，也是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领

域，应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忽视

的重要场域。

(二)功能性或赋能性的文化空间场景

同样，人类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是不断

创造满足其自身功能性需要的文化空间场景，同时

又不断赋予传统型文化空间场景以新的功能性价值

意义。“乡村”作为功能性空间是“融合生产、生活、生

态、生命的整体性地域空间”[24]。从空间的功能异质

性来看，乡村文化空间场景包括生产性、生活性、生

态性和生命性等场景形态。

第一，以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为主导的生产性

文化空间场景。近年来，随着经济产业链条逐渐向

文化产业领域延伸，文化与经济共生融合形成的文

化经济增长效应不断溢出，各级地方政府对以文化

产业市场化发展主导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格外关

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形态，社会文化

生产力所表征的“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而生产精神

文化产品的能力和水平”[25]得到全面提升，文化生产

力逐步转化为促进地方发展的经济增长力。由此，

“人们的精神世界直接以文化产品的形式生产出来，

··10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1.3

并且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由此形

成各种书籍、绘画、电影、动漫、游戏、艺术表演

等”[26]，塑造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生产性空间文化场

景。对乡村来说，这类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是乡村

文化振兴的突出短板，表现为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

消费之间凸显的矛盾。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驱动城

乡融合发展的前景来看，在保护和传承中对乡村文

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以促进其市场化发展方面，

还存在巨大空间。随着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需求增

长，乡村文化、旅游以及生态休闲等产业将会形成巨

大的市场。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发展应通

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嫁接、再生和适度开发，

把以文化产业市场化为导向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

建设作为重点，面向城乡大流通、大循环的巨大消费

市场，实现“文化创造发展”的愿景。

第二，以文化事业公益性发展为主导的生活性

文化空间场景。空间是一个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场

所，是一个可以产生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和幸福

感的场所 [27]。建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越来越成

为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重要任务。随着空间功能逐渐

由生产性功能向生活性功能转型，以公益性文化事

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的

塑造，在城乡发展中日益重要。同时，依托特定文化

空间环境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只有与特定文化活

动、特定人群优化组合，才能体现出由不同文化价

值、文化传统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塑造所产生

的积极意义和吸引力，否则，就像部分中西部地区乡

村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农民夜校等文化空间一

样，只能成为一种“失去生命和生机”的陈设。因此，

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建设，

要以中西部农村地区为重点区域，促进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增强公共

文化设施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衔接度和匹配

度，实现“文化建构生活”的愿景。

第三，以文化发展原生性呈现为主导的生态性

文化空间场景。与其说文化空间场景的建构是一个

文化生产空间化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制造文化地

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自然

生产力禀赋，把保持文化形态原貌和本真作为第一

前提。这种以文化原生性呈现主导的生态性文化空

间场景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夹击

和工业文明的冲击，被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生产性

文化空间场景所挤占。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农耕文明是中国文明体系的根脉，是乡村之为

“乡村”的根本。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的建构，要原

汁原味地呈现乡村文化的“原生态”，保留乡村“泥

土”味道和乡村原貌，记录乡村居民最质朴、最原始、

最纯真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记忆。显然，文化资源如

同自然资源一样具有生态性特质，我们要像对待自

然生态资源一样，对原生性文化生态系统也要怀有

敬畏之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实现乡

村地域空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文化的交相

辉映。只有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始终“在场”，我们

才能“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4]122，为在城乡

之间辗转而“两栖”的人们建立起对故乡最紧密、最

持久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记忆。

第四，以文化发展个体性体验为主导的生命性

文化空间场景。空间作为一种生命自我体验的存

在，首先是作为生命个体直接感知到的“身体”的存

在。文化空间场景的生命体验是文化主体与文化客

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我文化审美、文化认同及文

化感知，这种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的体验是生命个

体最直接的情感体验和文化想象，不仅与文化发展

的个性化呈现相关，也与每个生命主体的文化背景、

文化环境、文化认知紧密相连。建设生命性文化空

间场景，要充分尊重乡村居民个体性对文化的生命

体验，把乡村居民的个体性文化体验建立在生产性

文化空间场景、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和生态性空间

场景塑造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市场化文化产品供

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原生性文化保护传承与生活

于现代社会中现实的人的个体性生命体验的有效对

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随意切断主体与传统

的文化纽带，不要把主体完全置于新的文化空间带

来的精神紧张环境中。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是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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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主体带来生活希望，体验生命意义和确认生命价

值的，旨在实现生命主体健康生活的文化自觉。

四、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集成路径：

从“政治规划”到“审美体验”

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是在

人们日益关切文化对于自身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价

值指引下，对乡村文化进行的“反思”与“重建”。在

揭示乡村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以及对乡村文化场景

形态进行“文化空间”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需要进

一步从“政治规划—理念原则—主体培育—资源整

合—审美体验”的整合维度探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

村文化振兴引领乡村美好生活创造的集成路径。

(一)做好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划

“规划”在本质上“是未来行为的一段有意过程

的表达”[28]，“政治规划”是政党、政府或行政组织机

构为实现整体的或特定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可持续

性发展的公共政策制定、管理、运用和评估的过程。

换句话说，由规划的主体、愿景、技术规程、条件、实

施等构成的“规划的政策体系”和“规划的权力运

作”，早已被内在地政治化，越来越成为引导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综合平衡和塑造区域“经济—文化”地

理空间的重要工具。做好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

划，从根本上说是由乡村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

政治性意蕴所决定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划既

可以直接承载中央和各级地方文化发展的目标愿

景，也可以直接反映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文化实际部

门的政治决策和运行过程，以“政治文件”为载体的

“规划治国”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决策和公共治理的

基本方式。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和后全面小康时

代，依据《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

要》文化建设评估情况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文化发展目标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

要论述和习近平“三农”工作论述为根本指引，以面

向乡村美好生活创造重塑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为导

向，把乡村文化自身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制度性建构，

同新时代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政府主导、政

治规划引导、政策落地实施协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制

度性建构统一和衔接起来，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安排相对应的《乡村

文化振兴规划(2020-2035年)》，便成为乡村文化发展

首要的政治性和制度化安排。

(二)创新乡村文化发展的理念原则

文化具有内生性和自律性，有其自身变迁规

律。但文化并非单纯文化的工作，又必须将其“纳入

社会总体性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中来研究和推进文

化的发展”[29]。因而，在文化“自律”和文化“他律”结

合中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亟须把创

新文化发展理念原则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思维先

导。一方面，要把乡村振兴本身视为一场文化再造

过程，让乡村文化成为统领“创造乡村发展、建构美

好生活、提升乡村品质”的活力源泉和灵魂，激发乡

村文化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

裕的内生创造力，促进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另一

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和坚持文化发

展为人民的工作导向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新理念，实现乡村文化形态从“固态”走向

“活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促进乡村居民从“自

然人”走向“文化人”，营造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圈。一

要遵循“创新”理念，在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和生

命性文化空间场景塑造中，不断赋予乡土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生命生机和现代表达形式，进而实现乡村

文化的“再生”，而不是传统文化样态的简单“复制”；

二要遵循“协调”理念，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互

构中，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同中，在文化与经

济的共生中，不断拓展乡村多元“文化+”新业态，让

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结合点”；

三要遵循“绿色”理念，在敬畏和保护原生性乡土文

化的同时，加强“数字化”时代乡村社会虚拟网络空

间的文化治理和意识形态治理，营造乡村社会风清

气正的网络文化；四要遵循“开放”理念，逐步建立支

撑城乡融合发展的城乡之间开放性文化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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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延伸和拓宽乡村文化发展的市场空间；五要遵

循“共享”理念，构建“以文化人”为主导的乡村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振兴引领

乡村善治的价值功能，重塑乡村生活共同体。

(三)加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培育

人总是在创造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建构着

自己的实践模式”[5]，人的主体性文化自觉是文化再

生产机制中最关键的变量。见“物”而不见“人”的乡

村文化发展，是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受现代物质

主义和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不仅乡村社会呈现出

“空心化”状态，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或乡土文化也

表现出了一种“文化冷漠”和“文化淡忘”。乡村社会

整体出现了人口、人力和人才结构性失衡的“主体危

机”，加强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培育尤为

迫切。因此，在后全面小康时代需要建立一个由基

层党组织领导的乡村居民、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文化振兴联动机

制，使“人”和“文化”这两个核心要素从“疏离”走向

“融合”。一是建立乡村居民文化学习教育体系，通

过“农民上大学转观念”等教育培训，提升乡村居民

的文化感知与文化体验，在文化共享中增强乡村居

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动性；二是加强地方党委

政府及村社两委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规划力、组织

力和执行力建设；三是积极引进文化、旅游投资企业

参与乡村文化产业的市场开发，打造特色乡村文化

产品和文化标识，让“市场”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动

力；四是完善社会文化、文艺扶持机制，强化基层文

化和文艺队伍建设，鼓励文化工作者、离退休人员投

身乡村文化事业。

(四)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资源整合

面向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以及应

对乡村精神文化生产资本化，乡村社会共同价值分

化，乡村文化业态扁平化，乡村不同文化冲突和断裂

等问题，需要以重塑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为载体，以

“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为导向，加快推

进乡村文化发展的四类资源整合，实现历史文化资

源、市场化资源、数字技术资源和政治体制资源的全

面整合。一是在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实施农耕

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乡村

文化符号和乡土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村落”“民

族民俗文化村落”“文化遗址遗产村落”，建设一批具

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农耕文化乡村博物馆和农耕文化

主题公园，重现乡村文明历史图景[30]；二是在激活市

场化资源方面，建立乡村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旅游结

合的共生模式，制定混合型文化经济政策，加强农耕

文化活态化、体验化、节庆化、文创化等市场化旅游

产品开发，打造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品牌和集群，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提升乡村文化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经

济变现能力；三是在激活数字技术资源方面，实施乡

村文化数字工程，促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加强人工

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

中的运用，建立公益性乡村文化数字档案馆，为乡村

文化存储和乡村文化交流提供数字平台；四是在激

活政治体制资源方面，把乡村基层党建优势、行政资

源以及村社自治、德治、法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优势整

合起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持久的组织文化领导

力保障。

(五)聚焦乡村文化发展的审美体验

伴随着人们从文化感性经由文化理性走向文化

生活的最深处，“文化”也随之嵌入到“主体”追求自

然之美、人文之美、心灵之美的生活全过程，人们越

来越多地关注文化消费、文化体验、文化符号、公共

艺术等文化美学意义场景的建构，追求审美体验的

高级化和标识化。人们在赋予文化生产以生活性意

蕴并塑造生活性文化场景时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反馈

机制，内在地要求把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审美体

验作为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及建构美好文化生活的一条主线。尽

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为衡量城乡居民生

活主体审美体验的重要标尺，但生活主体对于“美”

的个体差异性趣味，始终能够超越“强势”资本力量

或政治力量塑造的统一性。“审美体验”是我们对现

实社会“美”的真实感知和具体愉悦。因而，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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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要把不同属性和不同功能文化空间场景的建

构，回归到满足生活主体“个体差异性”审美体验的

需要上，通过不同文化空间场景的组合，创造具有丰

富文化意涵、情感体验和价值共鸣的文化“舒适

物”。未来聚焦乡村文化发展的审美体验要强化三

个方面：一是挖掘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蕴含的文化

美学意义，整合乡村文化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二

是重塑基于主体文化消费的文化场景，让文化的多

样性消费促进乡村振兴，以需求创造供给，而不是乡

村振兴带动文化消费；三是结合地方性文化资源禀

赋，营造能够增强村社居民文化审美感、体验感、归

属感和仪式感的乡村文化社区。

五、结语：创造乡村居民美好生活

乡村振兴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根本价值取

向，从“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走向“生活型

乡村”，是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作

为乡村社会的高级形态，“生活型乡村”将聚焦文化

对于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动力作用和意识形态功

能，把文化再生、文化复兴、文化消费、文化景观以及

文化体验作为乡村居民“美好生活”和“诗意栖居”的

基本面相。同时，乡村社会也只有在与历史、城镇和

全球的文明对话中，找到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

振兴的“存量”“增量”和“变量”，通过乡村既有文化

资源要素存量变革、乡村新型文化形态增量崛起，抓

住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变量机遇，才能创造乡村社

会美好生活。

因此，站在新时代把乡村社会建设成为一种新

型文明形态的高度，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文化振

兴还应重视和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乡村产

业振兴支撑乡村文化复兴的基本进路，把发展作为

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要义，把创新作为乡村文化振

兴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资

源，找准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

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的契合点，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引

领乡村全面振兴，以及统领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内生能力；二是坚持物理属性与功能属性

的文化空间场景相结合，文化场景是乡村文化的空

间载体，塑造文化空间场景就是塑造乡村文化本身，

要更加注重赋予乡村空间场景的文化意义，在“以文

化重塑空间”和“以空间建构文化”相结合的乡村文

化振兴中，不断创造乡村居民通往美好文化生活的

可及性，实现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与乡村居民体验精

准匹配；三是把握乡村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统一性

特点，在注重乡村文化供给主体培育的同时，也要加

强对乡村具有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营造，以农旅融

合、文旅融合等新文化发展业态以及现代农耕文化

主题公园建设等为载体，推动和拓展乡村文化消费

经济的增长；四是乡村全面振兴要超越文化的资本

逻辑，走出诸如城市发展面临的“有技术、没文化；有

形态、没灵魂”[31]的文化困境，注重乡村文化生产力、

文化创造力对建构健康生活方式、提升乡村社会整

体文明程度的价值引导力。

注释：

①作为全球性议题的文化研究，主要形成了以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以戴安娜·克兰、卡

尔·曼海姆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以杜赞奇、约翰·阿米蒂奇为

代表的文化政治学，以驮天井正、浦川康弘为代表的文化经济

学，以迈克·克朗、柏奈马勋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以詹姆斯·

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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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ltural Imaginary”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Overall-Well-Off Era:

Implication, Prospect, and Path

Zhai Kunzhou

Abstract：It is the target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overall-welloff
era to construct a“good life”of rural society from“countryside for producing”towards“countryside for living”via

“cultural countryside”by the“cultural imaginary”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four crises”that rural culture is suffer⁃
ing, i. e. de-politicization, de-historization, de-localization, and de-living-orientation, will become the difficult prob⁃
lems to be solved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post-overall-well-off era.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over⁃
all framework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post-overall-well-off era, i. e.“implication-prospect-path”,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political, historical, local, living, and other implications of the times that rural culture implies,
reshapes the prospect form of the space of rural culture, and reconstructs the integrated path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
ral culture. Thus,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will be activated and rural communities with a good life will be built by
those cultural forces.

Key words：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experience; liv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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