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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在社会变迁下乡村现存的文化问题，探讨在传统文

化的视野下，如何帮助地方政府转型，如何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创

新可持续发展路径。方法 着眼于当下，以“特色小镇”为例，分析小镇的特色服务模式和发展策略，基

于理性的商业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市场，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结论 只有扎根

于社会的现有资源，才能延续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不断生长，才能使传统文化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

活力。同时，将数字新媒体创新置于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视野下进行分析，将“传统”与“现代”共融合作，

共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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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ultural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ZHU Li-li, LIANG Che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prob-

lems existing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social change, and discuss how to help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and 

how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public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the road to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taking "featured small town" as an example, the characteristic service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small town were analyzed;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ket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rational business perspectiv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sustain only by being rooted in the existing resources of the society, and have internal impetus for sustainable survival 

only by constantly grow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Meanwhile, the digital new media is analyz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

tiv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jointly construct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ntegrate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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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上看，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土是

中国社会赖以生长的基础土壤，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

神内核。就传统文化的氛围来讲，现代都市远不如乡

村，乡村对民俗礼仪、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等文化要素的传承较好，村是传统文化的发生、繁

衍、生息之地。在国家重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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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了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和发展文化创新产业的重要资源，也是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手段之一。在此时代背景下，“特色

小镇”应运而生，其不仅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

区域特征，更具有文化气息且生态环境优美。2016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

知》中明确强调，利用特色资源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通过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发扬与传承具有区域特

色的传统文化。本文以“特色小镇”为例，从个案出

发，在对乡土社会整体语境的阐发中考察传统文化，

探讨如何利用“传统”与“现代”手段，将区域传统

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丰富该体系的服务内容

及范围，在交融中使地方文化和传统艺术更加多元

化，并产生新的活力。 

1  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立足于社会，以实现民众文化

权利为基础，为民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并以

相关制度与系统管理为保障，是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

一般化体现[2]。传统文化的续存和衍变正是认同和再

生的过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随着我国发展文

化强国的总体路线而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其建设目

标是要实现对文化内容的引导型推广，并以一种柔性

手段将传统文化渗透入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进而

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传统意义上的村落都有其社会

秩序，表现为较为稳定的公序良俗，也有一定的灵活

性。以尊重乡民的独具特色的文化需求为立足点，通

过民俗文化、岁时仪礼等文化需求引导乡民的文化需

求趋势，这种自上而下推行于乡土社会的过程可谓 

“顺水推舟”[3]。 

1.1  新时代矛盾下乡村现存的文化问题 

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生活需求和社会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

盾也体现于乡村的现存文化中。从村落的空心化、留

守老龄化与幼龄化，到自然传承序列的割裂，以及乡

村文化观念淡化等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换

过程中，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村落传统文化价

值的丧失，使非遗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4]。

乡民陆续离开，乡土文化后续无人，进入城市的乡民

也并不能够完全实现文化上的“落地生根”，因为大

多数年轻人进城打工大多是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精神

世界与乡村社区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台湾学者林瑞钦

指出：“社区成员对社区认同感的产生与增强，需要

良好的坏境条件作为基础，其主要的环境条件则包括

有效的领导、共乐共享的共识和良好的互动关系，以

及互享的期望动机[5]，因此，重建多元化契约模式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对一元化行政管理模式的

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功能升级，还是对现有文化失落

的一种挽救和重构，让外出的乡民有能够回得来的乡

土，忆得起的乡愁。 

1.2  社会变迁下的乡村公共文化体系 

乡村公共文化体系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乡民

们因其长期相似的生活经历，创造出来的与当地社会

生产、民风习俗、自然环境等因素契合，具有价值生

产能力的文化谱系[6]。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营造不仅

体现在空间上，更体现在时间上，即建设成为一种全

面性、可持续性的在地文化保护工程，使社区文化得

以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城乡

物质生活差别逐步缩小，这使得乡村社会长期以来的

生产方式、思维观念受到强烈碰撞，城乡社会中的人

们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中出现了巨大落差，这种落

差撕裂着乡村的文化体系。梁漱溟曾说：“你且看文

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就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

了[7]。”虽然大家共用同一种传统文化范畴，但生活

在城乡两层区域的社群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同。在

这种社会变迁下的乡村公共文化体系也随之发生着

变化，传统文化贯穿于不同时代和环境而有所损益和

转换，其通过主动吸收和被动植入，实现自我重塑。

乡民从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能够激发其再造传统

文化价值的动力，推进乡村的凝聚力，保证社会结构

稳定发展。 

2  公共文化服务协同特色小镇发展 

2.1  特色小镇发展背景 

在特色小镇的概念萌生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了

类似的开发经验，其发展经历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 2002 年江苏省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小镇，计划确定

100 个中心市镇作为规划重点。2009 年至 2011 年江

西、陕西、河南都提出了类似概念，目标是“以小城

镇的建设为主体，提升城镇风貌，改善民生生活。”

第二阶段是从 2011 年以来，以云南、贵州、海南为

代表建设的旅游型风情小镇，以自然资源推动旅游

业，例如丽江古城、束河古镇、镇远古镇、博鳌镇等。

第三阶段是 2011 年始北京建设产业型小镇，方向是

发达城市周边的小镇，分流和转移城市的过度产业，

辐射周边。2015 年 1 月，在浙江的两会上“特色小

镇”一词被首次提出，随后影响全国，其快速发展顺

应了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2.2  特色小镇发展策略 

根据发展推力的不同，通过对相关案例进行梳

理、归纳、总结，可分为以下 3 种主要类型。 

2.2.1  传统产业小镇专业化策略  

此策略的目的是为该区域产生聚焦效果，通常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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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领域都是该区域已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部分。以文

化、旅游方式进行价值延伸，一方面为传统产业升级

打造优良环境，另一方面对传统产业文化进行深度挖

掘，完成其价值升级。以龙头产业带动整个小镇建设，

例如景德镇瑶里古镇，原称“窑里”，在窑厂外迁后

改成“瑶里”。其核心产业是传统的陶瓷生产制造，

在机械化生产大环境下，景德镇手工艺复兴的优势在

于其独特性和艺术感，这是机械化所代替不了的。

2005 年香港的乐天陶社在景德镇开设分社，把传统

手工艺资源与世界联系起来，在本土手艺人和国内外

艺术从业者以及外来的年轻艺术家、手艺人的共同推

动下，在传承陶瓷生产制造传统的同时又进行了创

新，使小镇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2.2.2  旅游+特色小镇发动机策略 

此类小镇分布在经济发达城市周边，有一定生态

或者旅游的物质基础。服务对象是针对在休闲度假上

有需求和高消费能力的城市人，以旅游产业为核心打

造休闲娱乐和居住配套的“旅游+”小镇。例如北京

郊区的古北水镇，以“长城观光，北方水乡”为卖点，

成为北京乃至更广泛的人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此

策略着重从内部强化文化动能，把焦点放在地方文化

能量的利用和释放上，通常做法是提升地方艺术团体

的地位，并建立多点公共舞台，以进行艺术讯息的交

换与进一步教育，一方面可以强化当地居民在艺术和

文化方面的联合创作能力；另一方面，着重于强化文

化界内部发展，例如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系列，故

事的主线是将地方文化与传统民艺相结合，通过实景

演出让观看者融入当地风情，建立了当地的旅游 IP，

并且在艺术文化和企业社群之间建立起紧密的互动。 

2.2.3  战略新兴产业小镇旗舰型策略 

此类小镇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周边，是其郊区化发

展，承接大城市转移并受益于新兴产业转移。功能组

合以新兴产业为核心，包含相关商业休闲配套设施。

正如其名称所示，旗舰型计划属于一个大规模的计划

和投资方案，预期目标是兼具文化保存、社区发展和

经济提升等多重目的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通过举办

涉及到某产业的重要论坛或会议的各种庆典，吸引业

内人士的目光，同时也能达到传播区域形象的目的。

具代表性的是浙江西湖区的云栖小镇，依托阿里集

团和转塘科技经济园区的国内首个以云计算为核心

科技，形成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硬件产业的产业

小镇。 

3  新媒体技术协同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乡村的新媒体建设与城市相比，存在着

信息服务上的巨大差异。其主要原因是源于乡村家庭

与城市居民在价值观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审美

品味、消费理念等有较大的区别，城乡居民在对现代

信息与新媒体技术等方面接受的广度上以及理解的

深度上存在差距，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设计无法用城市

的现有模式去嵌套[8]。本文根据前期研究，提出符合

乡村发展及居民需求的创新理念，将适用于乡民艺术

的数字新媒体技术运用在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中，力

求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3.1  硬件移动化 

可移动化是信息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必要

选择，利用互联网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整合、

和传播，打破时空局限，打造多元化文化互动平台。

以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导视系统等移

动多媒体形式有效缩短了受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现

代多媒体科技的系统性、动态性更新了以往传统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固定静态的特性，这不仅使传统公共

文化服务空间原本的存在形态和传播媒介发生变化，

还使得传统文化资源更准确、高效地向民众传播。经

过数字化演绎，有助于民众更加全面了解、继承传统

文化，与此同时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3.2  内容精准化 

对传统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分类，在当中发掘

出可以触发民众共鸣的文化符号，把深厚传统文化资

源注入现代的文化产业，再依照现代的审美情趣进行

推陈出新。一座成功的特色小镇往往以开发当地 具

特色的产业为根基，其特色不止体现于外在建筑风格

与街区环境上，更重要的是对产业文化附加值进行了

深入挖掘；开发特色小镇旅游的关键是将地方历史民

俗、文化风貌与地方特色产业融合发展，靠文化元素

提高产业含金量，把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动力[8]。区

域发展 终实现的就是打造文化内核的战略目标[9]，

实现文化保护、地区发展和商业繁荣等多重目标。 

3.3  文化品牌化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新媒体迎来了史无前例

的快速发展期，其标志就是日益庞大的用户群体以及

较高的使用时长。在信息碎片化、传播广域化、文化

快餐化的时代，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而言，有价值的文

化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快速传播，其传播范围及

速度都可以使该文化资源受到关注，进而实现文化凝

聚力，使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成为可能[10]。品牌文

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或者多

种产业的复合体，品牌文化的聚落让文化资产具体化

并提高了文化观光的品质与服务，例如天津杨柳青文

化旅游小镇主打的杨柳青年画、书画、古玩等民间艺

术一条街，丰富的民俗艺术作品是乡民在生产、生活

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民俗文化内涵的文化物

品，是乡民精神内容的物质化表现，是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11]。进行传统民俗用品的再设计是传统与现代

的结合，不仅让杨柳青年画更具传统性和现代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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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创造了更高的品牌文化附加值。 

4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传承的底
色已发生改变，相对稳定的公序良俗正在重构，人们
的文化需求也随之改变。将数字化媒体、产业要素、
文化创意品牌等新技术置入传统乡村、周边市镇，激
发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
传承、区域文化振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
思路。然而，面对乡村文化本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如何避免“造城运动”和“千城一面”也给公共文化
带来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当地居民需要共同参与
社区文化氛围的营造，以传统内生资源为基础，以现
代外在的动能为辅助，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的固本培元
和再生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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