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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和发展我国民间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

受到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民间传统文化呈现边缘化、娱乐化、工具化的趋势,同时面临能否持续发展的难

题。在加强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大环境和群众对民间传统文化热情回归的背景下,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管

理角色,做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人;通过转变管理方式,培养文化自觉;积极引导市场,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实现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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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农耕时代,是社会底

层的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通俗文化。
从文化形态上分为物质文化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形

态,非物质文化形态,侧重于民间的精神文化、口头

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本文以非物质形态的民间传统

文化为主要分析研究对象,它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最朴素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美德,是中国劳动人民

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民间传

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意义

重大。

  一、民间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问题

  1.民间传统文化的城市化与边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

进程加速推进,民间传统文化也必须适应城市化的

发展要求并有所创新,力图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转型。而现代化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建立,越来越强

调专业分工和职业化,民间传统文化要适应这一要

求,就要被迫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它会逐渐

从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转化为一种被动、消极的文

化意识。
在现代化思潮、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民间传统

文化附庸于时代的潮流,逐渐远离了作为其生存之

本的民间语境,成为脱离了特定文化场域的文化形

态,甚至不再具有原来的形态特征和基本功能,原来

意义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并最终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中。

2.民间传统文化的娱乐化与庸俗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民俗文化和官方典籍,作
为民间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登不了大雅之

堂的东西,它往往得不到官方的保护,常常在民间自

生自灭,生存环境可见一斑。所以相对来讲,民间传

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少,承载其发展的载体也

越来越小,为了寻求自身发展的空间,民间传统文化

不得不进行转型。
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强烈刺激下,为了更好地迎

合观众,民间传统文化不断地彰显它的娱乐功能,使
它的娱乐方式突破了特定的时空限制,把原来群众

“盼着”节日里或者特殊的时候才能表演的民间娱

乐,变成可以天天消遣的家常便饭;把自娱自乐、台
下台上同乐的文化形式,转变成了更加强调“娱乐他

人”,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业表演[1]。比如东北的

“二人转”表演,本来是纯粹的东北民间曲艺形式,具
有浓烈的东北乡土味道,但是经过赵本山的市场推

广,得以进驻各大城市,实现了华丽转型。而转型后

的“二人转”演出,更注重娱乐和票房,在“说头”“插
花”中加入更多的搞笑成分,这些新添加的元素只会

给人们提供新的视觉刺激,却不会给人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呈现出娱乐化与庸俗化的趋向,因为这些刻

意迎合观众的“搞笑”成分离现实生活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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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传统文化的商业化与工具化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使民间传统文化呈现

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巨大的差异性,使民间传统

文化有可能成为商品,尤其是随着民俗旅游业的兴

起,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引起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关注,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民俗

旅游业的发展“没有了民俗,只剩下了商品”[2]。目

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文化的关注更多的偏重

于文化资源、文化产品的初级开发,而缺少关注民间

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开发。对于参观文化景点

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往往只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个

匆匆过客,没有办法和这种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层

次的文化内涵建立起联系。例如,东北的萨满表演,
人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表演过程中的奇装异服、奇
怪舞姿、诡异的氛围和让人匪夷所思的奇功异术。
没有多少人会注意表演背后所蕴含的远古人类在对

自然无知的情况下,所表达出的对生命的渴求和对

神明的敬畏。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传统文化逐渐呈现商

业化和工具化的趋势,甚至沦为经济的附属品,这在

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与经济发展内容上的差异。
经济的发展重点强调数量、消费、市场、利润、生产,
而文化更关注质量、保存和发展人的福利、幸福[3];
文化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不能等同于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商业化与市场化运作所

片面强调的工具理性,最终会削弱文化的传播与福

利功能,也阻碍了民间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二、以政府为主导保护民间传统文
化的现实可能性

  1.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有利背景

20世纪60年代后,在全世界兴起了一股保护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热。保护热的兴起主要是因为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促进

了全世界经济标准化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文化的

标准化,这为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人类口

头及无形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1999年11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设立了人类非物质文

化和口头遗产代表作名录。2000年,在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正式发起设立“代表作名录”,并为会员

国申报工作制订了《申报条例指南》。2001年,随着

我国古琴艺术被列入第一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扬民族

文化,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极大关注。2004年,我
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这意味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了我国

政府的国际义务之一。在国际力量的不断推动下,
我国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并且确定了国家文化遗产

日。这为民间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政

策上的保证,政府部门对其发展也给予了扶持和适

当指导。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发展农村产业

基地,以创新的形式保护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
2.政府有条件开展积极有效的保护

在当前文化自觉保护意识还没有形成的前提

下,加强保护制度建设,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显得

尤为重要。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复

杂工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责任主体为之建立一个

整体性的保护制度。而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最大占

有者,它比其他任何组织都更有优势来综合各种资

源推进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从水平层面

上讲,政府有能力依靠自身的政治动员力量,调动起

有利的行政资源、学术资源、媒体资源等优势资源,
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并提出全面、
综合的保护意见。另一方面,从垂直层面上讲,政府

能够发挥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从保护制度的架构

到制度的执行,充分发挥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影响力

及其辐射效应,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建立一个整

体保护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政府作

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外部推动者,对民间传统文化的

保护应该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不能越俎代庖造成保

护性的破坏。
3.人民群众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光引进了资金、经
济、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也将国外的文化产品引入

进来,如电影、芭蕾、摇滚等等。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出生的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
生代可能对本国的民间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但他们

却是爱国的,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逐渐意识到保护

本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本国的许多民

间传统文化都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这一方面激发

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体会到了中

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民间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

公共文化,它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存在,因
此对于它的公众认同,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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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能否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很多地方,利用

本地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开展旅游线路,取得了很

好的收益。这也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民间传统文

化的热爱有一种回归的热潮,而且这种喜爱也在逐

渐趋于成熟。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将一些

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后,民众感受传统文化的

热情也越来越高,端午节的划龙舟、祭屈原等传统民

间活动又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

  三、保护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中的
政府职能分析

  1.政府管理角色的重新定位

(1)更新政府管理观念。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新时期面临着濒临灭

亡的危险,因此新时期抢救、保护并传承民族民间传

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然而

在这期间我们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保护和发展误

区,一种是国粹主义,唯古就宝;一种是实用主义,认
为能给经济带来增长、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我们就保

护。对这2种错误的、片面的保护态度政府都必须

加以克服。应该辩证唯物地看待每件事物,对于那

些先进的、从科学的角度具有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

新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其地

方特色、轻重缓慢有选择、有先后地加以保护,最大

限度地保护那些具有积极、先进意义的民间传统文

化。因此,在保护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时,就必须更

新其已有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以及保护方法。
民间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

化遗产相比,区别在于它是“活”的,而物质文化遗产

是“死”的。这个区别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民间传统

文化保护时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已有的保护模

式下,政府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基于一种“输
血”机制,致力于为这种脱离时代的传统文化制造一

种原生态隔离区,希望使这种传统的民间传统文化

能尽量避免现代主流文化带来的冲击,继续固守它

们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对于即将濒危的传

统艺术、工艺等则采取资助传承人的形式,进行保

护。这种保护政策,使得这种脱离时代环境的文化,
在当今苟延残喘。因此,要想让民间传统文化真正

活起来,政府就必须转变管理观念,将这种被动的

“输血”机制,转变成“造血”机制,促进民间传统文化

创新发展,将其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子植入当代活动

空间,创造出与时尚文化共生的新的民俗文化活动

形态。
(2)转变政府角色定位。政府在进行民间传统

文化保护工作中,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其实,在民间

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2个主体:一是民间

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他们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主

要载体,比如艺人、工匠等。一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保

护人,他们是处于传承圈外的,是对于民间传统文化

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政府是其中很重要

的力量之一。民间传统文化,来自于人们的现实生

活。长期以来,它的传承依靠的是自身在现实中的

不断磨合、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它的原动

力,并不需要外力的推动和保护。然而在当今现代

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它的生存受到了极

大的威胁。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内因起着主要作用,
外因只是其次,外因通过影响内因起作用。因此,作
为政府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理清自己

在保护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主要角色———民间

传统文化的保护人。
明确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人的角色,首先要对政

府权力加以限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

最大占有者,需要法律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在民间

传统文化保护中,政府是保护的责任主体,由于行政

权力的集中性和膨胀性,加上“权力寻租”行为的影

响,政府可以通过权位职能这一合法手段在民间传

统文化的保护中,从利益群体那里获得“佣金”,而把

公共利益放在次要位置[4]。因此政府要明确自己的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人角色,通过立法来强化政府角

色和职能,使政府坚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违
法必究。同时政府要扮演好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3
种角色:①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基本制度和规则制定

者的角色;②民间传统文化市场化与产业化监督者

的角色;③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社会参与协调者的角

色。这3种角色是由民间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保护体

系决定的,一方面,有利于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创

造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民间

传统文化的保护创造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
2.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

(1)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培养文化自觉。在现代

化浪潮的冲击下,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想适

应环境的变化,就需进行适当的调整。正如梁漱溟

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时所说:“我们一定要融取西洋

东西,变化自己,才能适应新环境,这是没有疑问

的。”[5]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系统,它的传承主要依靠

的是文化自觉,即人们对这种地域文化的认同,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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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价值观念的接受。在乡村文化破坏中,“对于固有

文化之厌弃反抗,是破坏力中最强者”[5]。这种文

化自觉性的培育,主要有2个途径:①依靠圈内的人

自身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自愿为文化的传承保持原

有的习俗;②依靠外力,逐步培育文化自觉。政府作

为外来力量,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中,主要职责在于

帮助圈内人建立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觉中政府主

要职责是,在圈内与圈外欣赏者间建立一种有效的

交换机制,即让圈内人感受到民间传统文化会带给

他们利益,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让圈外人在欣赏这些

传统文化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样才能实现民间

传统文化“活”的传承。但是,这样容易引起民间传

统文化的经济解释,所以政府需要建立和监督这种

有效的交换机制,使二者间达到一种平衡。大型原

生态歌舞集《云南映像》借助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
将最原始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的经典进行了重新

整合,古朴的民族歌舞和现代舞巧妙结合,不仅获得

了巨大的市场效益,而且也将云南美丽的民族风情

推向了全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可见在民间

传统文化保护中寻找到一种有效的交换机制是可能

的。而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寻求到这种交换机制,以利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活”
态保护。

(2)政府需要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在明确

自己的保护责任主体地位的同时,还需要重视社会

力量的参与合作。这主要是由民间传统文化自身的

特点决定的。政府在保证社会参与时:①需要在组

织结构上加以完善,即依靠相应的组织结构,为实现

政府职能提供有效平台,这种组织,一方面包括新建

机构,或者重塑原有的政府机构,理顺各部门间的职

能,充分发挥政府在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决策、指
挥、管理、协调、监督、控制等的一系列职能;另一方

面要广泛吸纳专业人才的加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保

护具有专业性,因此,需要建立专业的咨询机构,需
要学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

的共同参与[6]。②需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做好社会宣传和动员工作,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环

境,将人民群众的文化还给人民,让中国的民间传统

文化重新回到人民中去,继续在生活中汲取养料,不
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活态流变性的民间传

统文化,充满活力地不断发展下去。
(3)政府需要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民间传统

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靠口传心授,所以一项传统的

文化绝活,会随着老一辈艺人的死亡而消失。为了

使民间传统文化、传统技能死而复生,政府不光要制

定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而且要建立科学合理

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机制,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
当前对传承人的保护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好传承人的

认定工作,通过建立合理的传承人名录,完善传承人

申报制度,对符合规定的传承人、传承团体进行科学

的认定,才能做到保护政策有的放矢。对认定的传

承主体,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扶持,要
保证传承主体基本的生计。同时政府要鼓励传承人

打破保守的观念,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绝技”传给

我们的子孙后代。各级政府还可以为传承人举办各

种展现他们绝活和作品的宣传会,让这些传承人的

技能能够传播开,吸引更多的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民间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3.政府积极的市场引导

(1)明晰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方针。要做到传承发展,就涉及到非遗保

护工作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目前,很多民间传统文

化,因为具有广大的市场需求,其娱乐性、消费性成

主流,某些组织和个人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将民族共

同的、大众的、国有的传统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或胡

编乱改、滥竽充数,很多民间传统文化在这期间已是

面目全非或惨遭破坏,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确定或以政府、或以集体、或以个人为民间传统文化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将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样一

来,每一个民间传统文化都能界定明晰的知识产权,
在法律意义上就可以得到保护。另外,因为明晰了

知识产权,相对于这些代表性传承人,如果其他组织

或个人要想消费这些民间传统文化,就必须支付一

定的经济费用,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代表性

传承人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发挥

农民中的很多文艺积极分子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积

极作用有很大帮助。
(2)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民间传统文化不仅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蕴藏着巨大的

商机,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拓展了精神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因此,走文化产业化道

路,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对民间传统文

化实现产业化,有助于对一些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

民间传统文化项目提供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可能,
但是同时对另外一些商业价值较低的项目则会推进

它的边缘化,甚至消亡。而且,产业化的最终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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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利润,这会驱使一些地方在开发民间传统文化

资源和产业化的过程中,过度关注民间传统文化中

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中的精神内涵,使其逐渐商业

化、庸俗化,最终沦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违背了保护

的初衷,对民间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样的

弊端是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必须由政府来加强监

督和引导,因此,政府需要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监管体

系,通过量化其市场化的评估体系、监测体系,对其

开发过程中可能会破坏民间传统文化价值的相关因

素进行评估和监测,并制定出相关的规范来约束过

度的商业化行为,从而推进民间传统文化健康发展。

  四、结 语

总而言之,民间传统文化不可丢,特别是对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民间传

统文化是民族和大众的精神家园,是先进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模式,有可能也

有必要对民间传统文化予以切实的保护,因此,在新

时期加快政府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职能转变,极其

迫切。

参 考 文 献

[1] 陈莉.从民间传统娱乐文化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文艺

研究,2007(2):105-110.
[2] 刘魁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民间文

化论坛,2004(4):51-54.
[3] SCHAFERDP.Culturebeaconofthefuture[M].Beijing:So-

cialSciencesAcademicPress,2008:107.
[4] 王丹亚,张艳萍.全球化视角下中国行政文化精神的重塑[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0-63.
[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2-53.
[6] 何兰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J].农业与

农村问题研究,2008(2):109-112.

FunctionofGovernmentinProtectingand
DevelopingTraditionalFolkCulture

LEIYu-ming,YIWen-jun
(CollegeofHumanitiesandLaw,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ProtectinganddevelopingChina’straditionalfolkcultureiscontributivetobuildharmo-
nioussocialistsociety.Nowadays,withthe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traditionalfolkcultureis
showingthetendencyofmarginalization,vulgarizationandcommercializationowingtotheimpactof
commercialcultureandconsumptioncultureandisconfrontedwiththechallengeofsustainabledevelop-
ment.Underthebackgroundofprotectingtraditionalfolkcultureandpeople’sshowinggreatinterestin
thetraditionalfolkculture,governmentsshouldrelocalizetheirpositionsinmanagementandbecomethe
protectorsoftraditionalfolkculture.Themethodofmanagementshouldbechangedtocultivatecultural
consciousness,andthemarketshouldbeactivelyguidedtoestablishaneffectivesupervisionsystemsoas
toprotectanddevelopthetraditionalfolkcul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folkculture;cultureprotection;functionofgovernment;culturalconscious-
ness;market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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