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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特征及其传承路径研究 

刘书含 单丽*3 
（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3） 

摘  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的经济社会持续进步，文化领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文化事

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文化软实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但目前我国仍面临着对外宣传不足、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辽宁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辽宁文化是辽宁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包括但

不限于绘画、书法、剪纸、年画、曲艺、民间传说、传统节日等等。为了更好地宣传辽宁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本文将从向外宣传的角度，多方面探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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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辽宁省地处东北地区的南部，与黄海、渤海隔海相望，南

边紧邻河北省，西侧紧邻内蒙地区，而北方则是吉林省，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辽宁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

一直是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这

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了辽宁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为

传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辽宁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满族、汉族、蒙古族、回

族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在辽宁地区共同生活、交流、发展，形

成了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为辽宁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从辽宁优秀传统文化中我

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宗教文化和不同时代文化互相

碰撞、互相融合所形成的丰富多元的辽宁文化。这些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辽宁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更

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阶段，作为中国主要的老工业区之一，

辽宁省以其全面的工业结构而著称，包括汽车生产、机械设备

制作、石油化学制品、钢材和煤矿业等等。这种经济上的活跃

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为其本土优秀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坚

实的支持基础。辽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著名的故宫、

东北抗联纪念馆、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辽宁博物馆等。这些具

有代表性的景点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吸引了众多游客。

辽宁政府通过举办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文

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俗表演等，向广大群众宣

传和推广辽宁的传统文化，激发了人们对辽宁文化的热爱和认

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来宣传当地的传统文化，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辽宁优越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民族构成、悠久的历史传统、

经济的繁荣状态使得其孕育了独特且丰富的辽宁优秀传统文

化。这些文化是辽宁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瑰

宝。 

二、辽宁地区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辽宁位于东北的最南边。地处边缘地带，拥有深厚的历史

底蕴，经过了多次交融，塑造出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辽宁的

民间艺术、方言、饮食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辽宁独

特的有地域特性的农耕文化孵化了独特灿烂的辽宁优秀传统文

化，以谭振山民间故事为例。 

谭振山的家在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正是辽河

流域丰富的风土人情资源为谭振山的民间故事提供了肥厚的生

长土壤。谭家祖上曾居住于河北，1799 年迁移到辽河平原定居，

到谭振山这辈已是第七代。谭氏家族素来有善于讲故事的传统，

受到家族讲故事氛围的熏陶，谭振山从小就有着能对听过的故

事过耳不忘的能力。 

谭振山小时候读了几年书后就一直在家务农，他十四岁开

始讲故事，在田间地头给大家讲了几十年。他的故事除家族流

传下来的以外，还有从当地教书先生及乡亲邻居等人那里听来

的。这几十年来，谭振山积累了一千多个故事，不仅故事的数

量可观，其主题也丰富多样。比如辽河流域的风俗传说《柳河

水不淹老爷庙》等等，能生动地反映出辽河平原民众的生活劳

动状态、文化信仰、价值观等等。 

谭振山的民间故事是有地域特性的，他的故事几乎都以辽

宁人民的日常生活或辽河区域的民间传说为背景，可以说辽宁

这片水土承载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和辽宁地域的关系就像树

干和树根，没有树根汲取营养和精华为成长打下基础，就不会

有树干的茁壮生长。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辽宁这

片水土养育了谭家的祖祖代代，孕育出这么多情节曲折、有教

育意义又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 

三、辽宁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辽宁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在辽宁地区，

许多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如萨满教文化、剪纸

艺术、皮影戏、喇叭戏、二人转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得到了

传承，还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使其更具时代感和

生命力。 

以二人转为例。二人转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辽宁的发

展传承和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和代代传承紧密相连。

二人转作为辽宁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表演形式，承载了丰富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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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内涵和地方特色。辽宁二人转传承形式多样，除传统时期的

师徒关系以外还有学习班等形式。 

辽宁也不遗余力的对二人转这项艺术进行保护和传承。政

府设立了专项资金与政策保护，用于支持和推广二人转艺术。

此外，还有许多二人转艺术家和教育机构，通过办班教学、举

办比赛等形式，培养新一代的二人转表演人才，确保这种传统

艺术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一代一代师徒传承，一场一场演出

传唱，代代辽宁人传承千年文化，使辽宁文化这朵鲜花在这里

得以盛开。 

四、辽宁地区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辽宁地区的文化传承受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地

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辽宁地区的文化

传统融合了满族、汉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

也受到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等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

独特的文化特色。辽宁皮影戏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皮

影戏本身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通过光影效果展现

故事情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当皮影戏传入辽宁

后，不仅保持了其原有的艺术特征，还与辽宁地区的民族习俗、

语言特色、历史背景等进行了深入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辽

宁地方特色的皮影戏剧种。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战国时期，

在明朝时期传入辽宁，又在清朝时期发展到了巅峰。但是皮影

戏传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地域、风俗等多方面影响，

发展出了风格迥异的分支。主要分为辽西、辽南两大分支，其

中又能细分成许多小支，例如复州皮影戏、岫岩皮影戏、盖州

皮影戏、凌源皮影戏、锦州皮影戏、庄河皮影戏、海城皮影戏、

鞍山皮影戏、黑山皮影戏、喀左皮影戏、大荒皮影戏等等。这

些流派在保持皮影戏的基本形式及特点的基础上，又与不同地

方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承方式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

不同地区的皮影戏剧种在表演形式、剧目内容、音乐唱腔、影

人制作等方面都各有千秋。同一个皮影戏传入辽宁的不同地方

后发展细分出不同的分支流派，体现出辽宁文化多年发展过程

的多元性。 

五.、结语 

辽宁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

厚的地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有独特的民俗，还有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辽宁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具有丰

富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辽

宁地区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和地域特色。在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辽宁优秀传统文化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辽宁地区积

极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使辽宁的文化更加多元、包容和开放。

同时还加大对青年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鼓励他们创新

传承辽宁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应当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向外宣传，让更多

人了解和认识辽宁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还可以在教

育普及、推动创新、文化旅游、媒体宣传等方面努力。真正做

到向全年龄段辽宁人普及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常识和向非辽宁

人宣传，让大家知道辽宁不仅有先进的现代工业，有美丽的自

然风光，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教育普及方面，我们可以将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融

合进辽宁学校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有机会对传统文化接触

和学习。也可以举办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如非遗展览、民俗表

演等，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感受辽宁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推动创新方面，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历史场景，或者将传统工艺与现代

设计相结合，例如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的簪花、冰箱贴等各类文

创，创作出更具现代感的文创产品。 

在文化旅游方面，我们可以将目前在辽宁最流行的大众旅

游路线与文化元素融合，开发更多以辽宁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旅

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美丽风光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辽宁的

文化。例如近期爆火的哈尔滨文旅，以当地风土人情吸引了许

多游客，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传播。 

在媒体宣传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目前最流行的自媒体平台，

通过拍摄剪辑视频、发布图文等形式来宣传辽宁优秀传统文化

的趣味常识，将辽宁文化向外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让更多

人认识和了解辽宁。 

总之对辽宁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和历史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辽宁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入挖掘其内涵，积极探索有效

的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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