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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的 

历史、现状及建设规划 

曹红亮 

长三角地区是一块地缘相近，经济和文化联系较紧密的区域。根据 2016 年 5 月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的确定，长三角地区涉及到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具体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

肥、蚌璋、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7个城市所辖区域。 

长三角地区虽然经济发达、城市密集，但乡村区域依旧广大，乡村文化既各具特色，又有一定的共性。在国家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目标,需要三省一市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协同发展。 

一、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的历史特点、发展现状及建设规划 

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的本质是江南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该区域山水相依，经济相连，风俗相近。特别是江河纵横

以及滨江靠海的相似自然环境，造就了该地区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江南农耕文化。从耕作方式来看,江

南乡村文化主要以稻棉耕作文化与渔耕文化并存为主。从村落布局来看，乡村的房屋、农田、河浜、堤岸、道路、坟地、庙宇、

祠堂等自然和人文景观错落有致，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的水乡生态图景。这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而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

现实淬炼，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江南文化，沉淀形成了勤勉、机敏、敦行、坚韧、崇文、重商、开放、进取、精致、雅逸等

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精进图强的区域精神。这种基因和精神是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根基。当然，在整体文

化相近的文化共同体内，该区域内还有明显的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地方文化特色。这些文化各具历史脉息、

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体现了长三角地区整体一致性之下的多元性。 

（一）上海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及近期建设规划 

上海作为今天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总面积 6340.5平方公里，如以外环线为界,中心城区面积为 663.5

平方公里。尽管各郊区行政中心所在镇也有不小的面积，但总体来说，乡村地区面积依然占了大半。 

从乡村肌理角度来看，随着上海中心城区以及其他副中心新城外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的商品房制度的

实施，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传统的乡村房屋、农田、河浜、堤岸、道路、庙宇、祠堂的格局发生巨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

新式居民小区、一幢幢高楼大厦。只有在城市触角一时难以企及的远郊地区，尚能保留部分传统江南民居和农村格局。农耕文

化由此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物理载体和空间布局。其次，从农村人口状况来说，城市化的推进对农村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或者通过动拆迁和城市中购房转变为城市居民，村庄以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传统农耕文化时代

的“熟人社会”走向瓦解。上海农耕文化在失去了存在的物理空间的同时，又渐渐失去了“人”这一最核心的要素。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看，历经城市化、工业化洗礼后的上海农村，多数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已逐渐“去农村化”而与

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以及重利重商思想深入人心，独立自我意识以及契约精神、规矩意识等城市商业文明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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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有很大影响。传统农耕文化社会的“熟人社会”已经向“半熟人社会”转变。 

从民俗节庆角度来看，上海城乡各地依旧过着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等传统节日，有时候在官方或一些

组织的倡导下会按照传统举办一些庙会、灯会、舞龙舞狮之类的活动。但这些节日和活动已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新的意义，

很多往往具有明显的城市化的特征，而非传统农耕社会的自发形成。不少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项

目因失去发展的内生动力而走向衰落甚至消亡。一些新的农耕文化项目在时代的召唤下也应运而生。 

总体来说，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直以来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去改造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不是以农村为中心

去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随着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的提出，上海充分认识到乡村对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的重要意

义，出台了《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及《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提出了上海乡村振兴

的重大抓手是“363”工程，即打造“三园”工程(“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实施六大行动计划、落实三大保障

机制，强调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必须是“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使乡村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战略空间，成为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 

如何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提出了五项基础性工作:一是要加强规划设计，加

强风貌保护和引导，注重乡村自然肌理，优化乡村空间布局，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农村建筑风貌与乡村色彩的协调

统一，体现乡村韵味，彰显时代特征，展示地域特色。二是要实施农居相对集中行动计划，继续加大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

的力度。在加快编制各类农村规划的同时，积极推进村落散户向保留村平移集中居住。三是要实施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行动

计划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行动计划。四是要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和设施装备水

平。五是要实施农民长效增收行动计划以及农民美好生活提升行动计划。 

(二)江苏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及近期建设规划 

长三角地区江苏区域内有着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等众多城市，但区域内更广阔的腹

地是乡村。 

从乡村肌理角度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扩张，这些城市也同上海一样，近郊的乡村肌理遭受破坏，乡村文

化正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物理空间。但由于农村腹地广大，城市远郊和农村的乡村肌理还是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只不过由于不

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一些条件差的农村在城市的虹吸效应之下，逐渐变成空心村。而一些村庄有良好的产业支撑，村

庄还保留着较为旺盛的人气,像江阴的华西村更是全国知名，成为农村建设的典范。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说，该区域内城市密集，经济发达，乡村在历经城市化、工业化洗礼后，多数乡村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

意识上都认同城市文化，向往城市生活方式，乡村文化在无形中渐渐冷落。但是，由于广阔农村的村庄，城市的影响力有限，

多数乡村依旧能保持其传统的“熟人社会”，很多人即使在城市打工甚至居住，乡村依然有他们的家，其思想行为意识依然保

持传统乡村文化特色。 

从民俗节庆角度来看，一些传统民俗项目因乡村的衰落自然也走向衰落，但多数乡村文化传统还得以保存和延续。 

总体来说，江苏长三角区域虽然城市众多，经济发达，但乡村与城市一直并存发展，乡村文化虽然因城镇化受到一定的冲

击，但乡村及其文化一直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随着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的提出，江苏省也出台了《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及《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规划提出在做好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对乡村

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举措。在积极实施的十项重点工程中，其中一项就是“乡风文明提升工程”，并在“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篇章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要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倡导文明道德风尚，切实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社会文明



 

 3 

程度，以此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二是要推进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挖掘各地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价值观念、人文

精神和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潜移默化地凝聚人心、陶冶情操、淳化民风的精神价值。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选取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具备农村传统文化特征的民居、村落、街巷进行保留、保护和维修，保持原生态景观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

扶持发展民间工艺和文化产品,挖掘培养乡村文化本土人才,建设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群，

以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三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丰富群众文化活动，以此加强农村公共文化

建设。 

(三)浙江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及近期建设规划 

浙江长三角区域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同样有着广阔的乡村。 

从乡村肌理角度来说，虽然城镇化的进程对乡村肌理有一定的破坏，特别是城郊接合部。但这一区域拥有较为优越的山水

湖海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发达的乡镇经济，除偏远地区的乡村之外，多数乡村还保持活力，乡村肌理得到较好的保存。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看，该区域内多数乡村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受现代城市文化影响很大,商业意识强。但在广阔农村，

人口流失不严重，故而依旧能保持其传统的“熟人社会”,传统乡土社会得以延续。 

从民俗节庆角度来看，同江苏长三角地区一样,一些传统民俗项目因随着时代的发展走向衰落，但多数乡村文化传统还得以

保存和延续。 

总体来说，浙江长三角区域如同江苏一样，虽然城市发达，但乡村也发展较好。乡村文化虽然因城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一直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特别是浙江境内山多水多，自然地理的分割使得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得到更好的保存。随着国家乡

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的提出,浙江省也出台了《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及《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2018—2022)》，规划对乡村振兴的实施作了全面部署，并在“全面繁荣乡村文化”中对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举措。主要

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通过倡导现代文明新风、开展移风易俗革旧弊、

深化“最美浙江人”主题实践活动、深化精神文明创建、重塑新乡贤文化等，以此来培育新时代农村新风尚。三是通过建设乡

村文化记忆库、传承发展乡村文化、发展壮大乡愁产业等，以此来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村传统文化。四是通过完善乡村文化设

施、加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升乡村文化队伍、增加乡村文化供给等,以此来繁荣乡村文化生活。 

(四)安徽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及近期建设规划 

安徽省长三角区域包括合肥、蚌埠、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城市及其区域内的农村。这一区域

相比较苏浙沪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略逊一筹,且从地理环境上来看，除了合肥之外，域内以山地为主，兼有部分沿江平原。

特别是长江以南的皖南地区，岭谷交错，溪水回环，地理上具有较高的封闭性与原生态性，较少遭受外部世界的滋扰，涵育著

名的徽州文化。 

从乡村肌理角度来看，由于较为特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该区域除城市之外，乡村空心化较为突出，多数人外出谋生或搬

入附近城市，也正因为如此，乡村肌理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看，该区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直崇尚耕读传家的传统农耕文化，但在城市化浪潮和经济利益驱

动面前，多数乡村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受现代城市文化影响，认为乡村是落后的代名词，“去农”倾向突出，农村空心

化导致乡村文化后继乏力。人口较为稳定的村落依旧能保持其传统的“熟人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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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节庆角度来看，同江苏、浙江一样，因为乡村腹地广阔，一些传统民俗项目因随着时代的发展走向衰落，但多数乡

村文化传统还得以保存和延续。 

总体来说，安徽长三角区域地处皖南，虽然经济原因导致很多乡村人外出谋生，但该地区是传统徽派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且得到较好的保存和传承。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安徽也及时推出了《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提出要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具体举措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采用

民间艺术、地方戏曲、板报墙报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深入开展“践行核心

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挖掘农村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二是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

传统文化。加大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大力弘扬安徽红色文化。深入挖掘安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推动实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一批文

化保护工程。推动地方戏剧发展,深入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

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四是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二、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状况的异同 

长三角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整体表现为在城镇化浪潮下的相对萎缩，在城市文化面前处于明显的劣

势。同时，不同地区又表现出很多差异。比如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虽然还有一半以上的郊区面积，但城市文化成为社会

的主流，过去生活在乡村的人，多数已经“离乡离土”变成城市人，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乡村及其文化的影响力

微弱。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地区，在城市经济非常发达的同时，很多乡村经济也发展得很好，过去生活在乡村的人“不离乡不

离土”也可以过上较好的生活，乡村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长三角的皖南地区，虽然很多人就近搬迁入城市或者到大城市

打工就业，但该地区农村腹地广,且多数人暂时外出打工属于“离乡不离土”的状态，乡村依然是他们根，故而乡村文化依然得

以较好的保存和发展。 

三、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乡村文化建设举措的异同 

针对各地社会、经济等实际情况，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其举措也体现出整体相似性下的不同。 

从三省一市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省市的总体建设思路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摈弃乡

村陈规陋习，加强当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二是弘扬红色文化。三是挖掘、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打造特色鲜明的乡

村传统文化产业。四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但是，我们也可发现三省一市在乡村文化建设上的不同特色。上海的规划对乡村文化建设着墨不多，而苏浙皖三省都参照

国务院的相关战略规划，有专门的篇章，并结合本省实际作了详细阐述，可见其在各省市受重视的程度之轻重。在上海，在上

述共性之内，强调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文化输出以及村级多功能活动中心建设;在浙江，突出村农村文化礼堂、乡镇综合文化站、

县级新时代文明传习所三级联动的文化载体建设，注重乡贤文化;在江苏，重点在最美乡村创建，农村文化保护、传承和提升，

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农家书屋建设和提升等；在安徽，特别注重的是徽州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和

民俗文化，重视乡村的移风易俗建设。这些侧重点都与当地独特的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有关。在未来的乡村文化建设

中，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应该相互取长补短，走联动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