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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嘉兴传统民俗文化舞起乡村旅游振兴龙头
1
 

姚 文 

(中共衡阳市委党校，湖南 衡阳 421001 ) 

【摘 要】“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民俗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个理念经得住理

论和实践的检验。嘉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有着两千多年的人文历史，自古繁华富庶，素有“鱼米之乡” “丝绸

之府”的美誉，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

程中，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打好民俗文化的这一手好牌，因此，如何深挖嘉兴民俗文化的内在价值，开拓乡村旅游

资源，最终取得乡镇振兴的胜利值得我们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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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俗文化的内涵及时代价值 

1.1民俗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维系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民俗文化在很多学者和专家看来，即传统文化。民俗文

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

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对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

状况的綜合反映，在吸收中有所突破，进而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 

嘉兴在文化位置上，是江南水乡文化之源，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美誉，嘉兴由于位置十分优越，早

期经济一直繁荣发展，并且，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过程中嘉兴以其独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吸引了大批北方文

化精英定居，加速了嘉兴区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纵观嘉兴历史，嘉兴一直是中国最富足的地区之一，经济繁荣之外，嘉兴人

长期以来形成的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风气以及重情讲义、讲秩序、善合作的这种“崇文厚德、求实创新”的人文精神更

是深刻体现在嘉兴民俗文化中。 

1.2挖掘民俗文化的时代价值 

首先，民俗文化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农村越来越兴起的民俗文化，将极大丰富农村人的精神生活。随着

农村越来越兴起的民俗文化，将极大地丰富农村人的精神生活。因为农民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交流与学习，大家一起创

造出新的农村文化，势必改变过去传统落后的形象，将迎来农民精神生活的极大满足，将树立新村风，确立新村貌。而且过去

的传统的习俗再次被人们拾起，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促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农民的精神生活才有可能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中国，更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后，农村生活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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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也焕然一新。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要发展农村的文化。 

嘉兴地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嘉兴更有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和之气。正如《嘉兴日报》阐释嘉兴人

文精神的内涵时所说：就像嘉兴的特产粽子一样，嘉兴人扎实而内敛，不尚空谈，不事张扬，不务虚名，“求实”是嘉兴人长期

形成的一种文化性格。首先，传统民俗文化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美丽乡村建设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条崭新途径，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与发扬。其次，民俗文化需要回归生活，面向现实社会，关注经世济民，最重要

的是要落到实处，让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开花结果，让文化本身主动参与社会的发展。而在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互动过程中，

更加注重了民俗文化的现实性，在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将民俗文化融合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中，

是一项双赢的工程。最后，民俗文化是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内容占据较大篇幅。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強国。当前，中国现代化生产建设中，旅游等第三产业正在迅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期间，民俗

文化焕发青春，正在成为开拓旅游的重要资源。民俗文化旅游，是当今国际旅游业一道绚丽的风景线。民俗本身是一种历史事

实，是一个民族或者地方群体民众传承性的生活文化，经过了反复的沉淀过程。是与一定人群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俗”，也是联

系历史，展示现在，铺垫未来的独特“文物”，这也是民俗文化旅游真正的价值所在。 

民俗文化旅游节应更重“非遗”文化传承。嘉兴地区早在 2012年就通过周边城市旅行商开发嘉兴端午专题产品，通过全方

位的市场营销，全面展示嘉兴端午民俗文化魅力。根据 2012 年 6 月 23 日《南湖晚报》报道，嘉兴市旅游部门还通过《中国旅

游根》、上海电视台、上海旅游网以及嘉兴本地媒体、高速公路大型广告等开展全方位的宣传促销，拓展端午旅游市场。这种端

午文化旅游活动就是以传统端午节为契机，让游客感受中华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体验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精彩与独特。在旅

游中休会文化，感受民俗价值。 

2 加强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2.1加强思想引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在基层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时期，对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要在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对于民俗文化的认同，也需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政治核心、政治引领作用，把群众牢牢凝聚在党的周围。此外，党的基层组织也要转变工作思路，树

立起保护传统民俗文化的思路，更新思想观念，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决抵制腐朽思想和非法组织，

建立保障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长效机制。 

2.2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培育农村文化产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在“富口袋”的同吋，也要“富脑袋”。民俗文化旅游，固然能

增强群众经济收益，但是，一个产业要保证其长期健康的发展，那就需要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在民俗文化产业中，就是需要保

证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并且与地区文化融合，在当地群众中能广泛认知。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投入，通过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现代化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同吋，要注重对民俗文化的“去伪存真”。也就是说要注重倡导“真民俗”而不是“伪民

俗”。 

拒绝“伪民俗”，指的是不能偷梁换柱，不能颠倒历史、篡改历史，要注重保持真民俗的原汁原味，只有民俗文化旅游产业

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具备地方民俗文化产业的旺盛发展。嘉兴在这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每年传统节日端午节嘉兴都会举办

民俗文化活动，向世人展示嘉兴独特的粽子文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起源于嘉兴的“两员”（文化下派员、村（社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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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专职管理员）制度，荣获了第六届“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并人选国家文化蓝皮书。在浙江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评估中，嘉兴已连续 5年排名第一。 

2.3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保护民俗文化 

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以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诠释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嘉兴，

因为端午而承担着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重任，近年来，由国家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文化厅、中共嘉兴市委、嘉兴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在海内外形成了良好的端午文化品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端午民俗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 

3 结语 

乡村文化复兴，需要内外兼修，要重新认识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农村的关系，认识乡村的价值，深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民俗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体说来

是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乡村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加大民俗文化和传统村落的対外宣传力度，加强产业政策扶植，调动农民在民

俗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嘉兴对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工作成绩显著，已经是浙江省甚至全国的榜样，“文化嘉兴”

已嵌入到嘉兴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环节，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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