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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性 发 展 ， 以 时 代 精 神 激 活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生 命

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 发 展 要 与 时 俱 进 ， 不 仅 要 保 护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优 秀 成

分，还要坚持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

乡村生产、群众生活的社会实践中，有利于不断丰富和

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固

本培元、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不断迸发新活力。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

（一）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存在

被边缘化的危险

由于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普及，

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乡村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部分群众出现了“喜新

厌旧”的心理，认为“传统”就意味着落后，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吸引力正在不断减弱，乡村传统文化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青壮年人口外流，传统文化传承后继无人

农村青壮年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据调查统计，目

前农村85%以上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不愿意留在农村

发展。这一现象导致农村出现了许多“空心村”，留守农

村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儿童。留在农村发展的青壮年少，尤

其是有能力有想法的青壮年更少，导致许多传统技艺和文

化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也导致农村发展乏力。

（三）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不足，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由于农民群众知识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对传统文化

的价值认识不足，或者“敝帚自珍”，未能进行有效挖

掘、保护和整体开发利用。再加上由于缺乏政府的整体

规划和指导，导致乡村传统文化特色提炼不明显，项目

单一，未能形成产业链。而另一些乡村在开发传统文化

资源时，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商业味过重，忽视了对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3]

高校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高校集人才、科技、文化、教育资源于一体，与其

他社会主体相比，在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是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参与乡村振兴中，高校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和功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以中国传统文化提振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促进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加强校地协同，建立发展共同体

地方政府作为属地管理部门，掌握着地方资源的分

配权，是乡村振兴的组织和实施的管理机构。乡村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高校在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必须充分依托当地政府的力

量，建立良好的校地合作关系。通过校地协同，充分发

挥各自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

同频共振。

一 是 高 校 与 地 方 政 府 建 立 地 方 产 教 融 合 共 同 体 、

协同发展中心，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可由地方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信贷支持和土地支持，整合优化调

整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布局，高校则可以提供科技研发服

务、教育资源支持和人才智力支持。通过资源和优势整

合，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开发，有

利于提炼打造乡村传统文化品牌，形成文化旅游产业。[4]

当前，部分高校与地方政府签订校地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协议，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就是很好的合作形式。

二是高校统筹利用校企合作资源，引企入村，与村

委、社会组织、合作社等合作，建立“高校+企业+村委+

合作社”“高校+企业+支部+农户”等合作模式，搭建互

通互联的合作平台，实现资金、资源、人才的整合，共

同开发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实现共赢发展。

（二）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凝练特

色文化品牌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机构，对当地的传统

文化资源禀赋情况相对比较熟悉，这就为组织挖掘和开

发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一 是 组 织 挖 掘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 高 校 可 以 组 织

“专家教授团”“师生田野调查队”“传统文化研究课

题组”等团队赴乡村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乡村的历

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风光等，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

进行普查和挖掘，包括民俗庆典、古建筑、传统技艺、

革命文化等。通过普查，列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清单，

对濒危文物、传统技艺等开展抢救性保护，对现存的文

物、传统技艺进行预防性保护、创造性开发，让文物活起

来。如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对帮扶村天峨县岜暮乡拥里

村“筒噔”乐器（一种铜鼓乐器）进行抢救性保护，使

“筒噔”重新登上表演舞台，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

二是要对当地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高校

要组织人员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开发具

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创意产品，如手工艺

品、纪念品等。通过加工、设计和包装，提升其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挖掘产品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激发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文化情怀。在设计包装上，要鼓励传

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