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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振 兴 为 乡 村 铸 魂 。 ” 农 村 民 俗 工 艺 作 为 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态与主要组成，标志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社会底蕴及精神成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

文化自信的关键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大文物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力 度 ， 加 强 城 乡 建 设 中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传

承”，从宏观层面提出强化农村文化传承的顶层设计。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深

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细化了农村文化传承的实施方案。至此，

农村文化传承势在必行。

陕西历史悠久，乡土文化底蕴深厚。其中，陕西民

俗工艺多分布于村落民间，源自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

形成的习俗与技艺，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代表类型。陕西

农村民俗工艺种类繁多，涵盖各类庙会、祭祖祭典、民

间社火、跑螺车、高台芯子、婚嫁习俗、待客礼仪等乡

村民俗，以及富于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例如烧瓷、泥

塑、酿酒、剪纸、核雕、制面、草编、织布工艺等。这

些民俗工艺承载着秦人的生存智慧，是陕西农村社会变

迁的见证与财富，也是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中最易流失的

部分。因而，需深入探索陕西农村民俗工艺传承之道。

陕西农村民俗工艺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陕 西 农 村 民 俗 工 艺 传 承 工 作 在 取 得 持 续 推 进 的 同

时 ， 当 前 仍 面 临 着 一 些 问 题 ，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1、农村民俗工艺传承群体意识淡漠

陕西民俗工艺文化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文化发祥地

的精神符号。但在多元文化的交互冲击下，对传统农村

民俗工艺的重视度也随之淡化，甚至出现农村民俗工艺

无人传承、无意传承、无众传承的“三无”现象。“无

人传承”主要是指农村民俗工艺的出品人及技艺人数量

较少、居住分散、年龄偏大，加之长期缺乏从事相关工

艺的经济来源支撑，逐渐丧失对传统民俗工艺的传播信

心。“无意传承”强调青年群体大多不愿接续从事农村

民 俗 工 艺 活 动 ， 导 致 陕 西 大 型 社 火 项 目 、 皮 影 戏 、 曲

艺杂技难以组织、后继无人。“无众传承”是由于艺术

形式多样化，农村技艺人难以寻求适合的展示平台，观

看、传播、欣赏农村民俗工艺的观众随之缩减。

2、农村民俗工艺传承种类延续性差

陕西民俗工艺文化种类繁多，形式丰富，但伴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进程，大批民间民俗

瑰宝、经典工艺被束之高阁、放之不用、弃之不管。根

陕西农村民俗工艺传承中的问题、影响及对策
 刘　静

农村民俗工艺有序传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陕西农村民俗工艺传承中

存在传承群体意识淡漠、传承种类延续性低、传承途径单一分散等问题。在分析影响农

村民俗工艺传承发展的三重因素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品牌特色、途径创新三个层面提

出促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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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