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18 期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9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3 

                            

收稿日期：2016-06-09 

作者简介：侯伟佳（1980—），男，满族，吉林人，硕士，天津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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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民俗艺术变迁路径的源动力，提出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发展的基本对

策，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方法 以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

内外因素对民俗艺术发展的影响力为基础，总结影响民俗艺术发展路径的各个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厘清控制民俗艺术发展的途径的基本方法。结论 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路径变

迁，既是以外因带来的利益来带动内因的不断成长的过程，又是民俗艺术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

要条件。通过对民俗艺术发展中起作用的元素进行不断调控，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和把握民俗艺术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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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Art Vicissitude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HOU Wei-jia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path of folk arts, it proposes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so as to better preserve and inherit folk arts, and 

turn it a significant impetu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path of folk arts ha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it draws a conclusion o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methods to control the develop-

ment path for folk arts. The path evolution of folk a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is a process that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external facto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factors. It is also a requirement for the inher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lk arts. By regulating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it can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to a more efficien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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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血脉，是人

们的精神支柱。我国的民俗艺术，是优秀的中华传

统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

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目前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植根于大众生活的各种民俗艺术也在不断地经受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破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牺

牲品。另外，随着世界各地文化的快速涌入，也对

特有的民俗艺术造成猛烈的冲击，自身的民俗艺术

有些被淡忘，有些甚至被遗弃[1]。新型城镇化，是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各地城市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得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俗艺术

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如何使得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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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能够在各种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得以良

好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而言具有

重要意义。 

 

1  民俗艺术发展的特质 

社会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而发展与转型，文化

随社会不断发展而沉淀与传承。不同文化阶层的载

体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与社会文化形成了制约与

互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进而形成了社会发展的

各种文化规则，并作用于继承此文化内涵的各个社

区群落[2]。在这些社区群落内，在文化沉淀形成的

各种规则影响下不断前进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

特色民俗艺术的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地

从乡村过渡到城镇 终达到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

各方都在为各自文化阶层的代表进行着博弈，也影

响着民俗艺术的发展。 

在民俗艺术发展过程中，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

联系到乡土语境。其实则指出的是民俗文化的历

史生存环境。民俗艺术在乡土语境的作用下具有

一个显著的特质：由各种看似独立又相互联系的

民俗艺术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既有矛

盾又可以共生，这种状态就可以简单勾勒出各种

民俗文化的个性与共性[3]。旧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

看似纷繁复杂，其实而言，不过是各种封建制度

不断沉淀到乡土语境中，影响一个个村落的各种

生活细节而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旧封建等制

度丧失了可以扎根的土壤，民俗艺术旧的传播机

制自然因基础的崩塌而产生了变异。在我国目前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下，乡土语境也在不断变

化。随着民俗艺术的生存空间从乡村向城镇再到

城市的变化过程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民俗文化使

其以适当的形式扎根于新型城市空间中[4]，由此进

一步思考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民俗艺术与社

会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俗艺术路径变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发

展战略，在国家政策、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对城市

进行重点照顾，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受

到了明显影响。随着城市与农村矛盾问题的不断加

剧，国家和政府不断开始关注农村的各种问题，并

同时提出了针对农村发展的各种方略，这就是农村

进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致背景。因国土幅员辽阔，

各类型乡村社区有着不尽相同的生存模式，从而形

成各自独特的民俗艺术生存环境。在各自民俗艺术

生存环境中，多数是以各种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相对

具有一定凝聚力的乡土文化中心。无论地域环境、

发展程度等各方面文化生存条件如何不同，在民

俗艺术发展变化的路径上，其本质无非是民俗艺

术自身内因与外因合力形成的。诸如社会生产力

提高、生产方式的改变、国家政策的促进以及广

泛的社会心理变化等条件，都是民俗艺术变迁的

源动力之一。 

2.1  新城镇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内在因素 

首先，民俗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其通过人这个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载体来实现，载体本身对于本

地区民俗艺术的记忆，则来自于社会居民对当地

民俗艺术的参与、实践、总结与怀念的过程[5]。社

会民众对于当地各种民风民俗的认同，会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发展而减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众

中的老年人一直生活在传统移风易俗当中，对民

俗文化的记忆会尤为深刻，而年轻人对于传统生

活方式的理解和记忆相对会有明显差异。越发达

的地区，社会成员本身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大，

外地民众占基础比重越多，对当地民俗艺术的理

解和记忆则越弱[6]。而这两种情况，对存在于民俗

艺术变化当中的记忆载体，也就是社区民众而言，

对民俗艺术参与度、实践强度和记忆程度，无疑

影响着民俗艺术自身是否能够以潜意识状态得以

保持。其次，各地民俗艺术是以宗亲等传统伦理

道德约束来提升社区中成员的凝聚力的。在传统

社会中，宗族在乡土环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各地村落中，经常能听到诸如“李家坡”、“张

家窝棚”一类的地名。在传统社会的体系里，这样

以宗族亲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形态是具有较高的

地域自治特色的。宗族亲缘关系能够很容易地做

到协调成员矛盾、发展乡土环境、提升村落经济

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功能。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民俗艺术的生存空间随着乡土环境的变化而不断

变化。传统宗亲各种沟通方式被现代化的交往方

式替代，电话、网络等新兴的沟通方式，不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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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传统宗族的消亡，而且把原始宗族关系中带

来的约束力和自豪感一扫而空。人际关系随着城

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淡漠，从而使得继承民俗艺术

的载体之间沟通更匮乏。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水

平的提高，慢慢有些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根，

重拾自己的宗族文化，这样类似的活动会不断加

强民俗艺术在载体中的代际传承。 后，各阶层

的代表性成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来影响民俗艺

术路径的变迁。不同民俗艺术的精英份子，代表

着自身民俗艺术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社会地位，

更是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自身民俗艺术继承者、倡

导者和组织实施者[7]。他们不但可以有效地继承民

俗艺术的精髓，而且可通过自身优势来提高民俗

艺术在整个文化界的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不断推动社会层面上对民俗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由于各种权利的

更迭交替，民俗艺术中精英份子的影响力也不断

弱化了。 

2.2  新城镇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外在因素 

首先，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既是城

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又是民俗艺术不断发展的

动因。随着各种传统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民俗艺术不可避免地有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

化进程中，生产力快速提高，生产方式不断简化，

给社会成员提供各种更有效的生活保障。充分的

物质基础促使人们不断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有

更高要求[8]。加大在民俗文化建设上的物质基础投

入，民俗艺术的生命力就会不断加强。其次，随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策及制

度对于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有着重要作用。通过

各类行政性的手段，乡村改变了传统社会以往以

宗族亲缘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从而完成社会体制

的转型。行政手段对于民俗艺术的干预很少，但

却使原本民俗艺术所依赖的宗亲意识、村落意识

被不断削弱，民俗艺术在发展中缺少了必要的社

会支撑[9]。 后，在新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一

方面能够借助更加丰富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方式来

发展自身；而另一方面，随着主流文化对民俗艺

术的重视和需求，民俗艺术可以更容易进入公众

的视野。民俗艺术自身的传播会随着城市化进程

而不断提高[10]。 

由此可见，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是由社会外部

因素和民俗文化内部因素不断斗争、相互制衡来决

定的，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实际上是这些因素的共

同驱动、相互博弈的结果。 

2.3  新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的基本应对策略 

传统民俗艺术由于乡土语境的改变而逐渐发

展。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民俗艺术变迁路径的影

响因素给予相应的动力，提出针对新城镇化背景下

民俗艺术继承和发展应对的策略，是尤其具有实际

意义和作用的。从宏观角度上，应提升文化建设政

策的执行力，注重民俗艺术与城市化建设的协作发

展，并正确对待城市化进程中民俗艺术保护和开发

的相互关系；从微观角度上，要依靠民俗艺术的精

英继承者，重视民间组织对民俗文化发展的协调作

用，调动民俗艺术载体自身主体意识培养的积极性，

从而更好地解决民俗艺术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11—12]。 

3  结语 

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路径变迁，既是以

外因带来的利益来带动内因的不断成长的过程，又

是民俗艺术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进一

步解读民俗艺术路径变迁背后的因素，明确理解各

因素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明白民俗文化的 终发展

方向。而通过对民俗艺术发展中起作用的元素进行

不断调控，能够有效地引导和把握民俗艺术的发展

方向，促使民俗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继承，并

使之随着社会文化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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