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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渗透分析 
宗佩佩 

（长葛市文化馆  河南省长葛市  461500） 

摘要：在现阶段的群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在其中的渗透。传统文化对于群众的发展来说十分关键，对

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群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离不开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实际群众文化活动开展

的过程中就需要尤其重视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让群众在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宝贵和丰富，以此不断提升群众的创造

力和思想道德，让群众的社会生产生活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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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ss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culture infilt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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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ge Cultural Centre，Changge，Henan province  461500） 

ABSRTACT：in the current stage of the mass culture construction process，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

ional folk culture in which the infiltr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es，and 

has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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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是

社会主义改革项目的骨干力量。文化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群众文化亦是如此，群众文化建设的目的是服务于群众。在实施开

展群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根据群众对现有文化的基本需求，让

文化更加有意义，更具味儿。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发展

传统民间文化，还得将民间技艺得以弘扬和传承。 

一、群众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群众文化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其特点和内涵比较丰富。基于这

一视角，人们要想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就可以多多参与群众文化活

动，这一活动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国也在

不断强调文化的建设，对群众文化工作也越发关注，使其成为文化

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内容，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

群众文化建设主要是利用活动来呈现的，这一过程既有群众自发组

织的活动，又有政府组织的活动，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人们展示自我

提供舞台，强化人员之间的交流[1]。 

二、我国群众文化工作及发展现状 
（一）群众文化工作没有得到重视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到现在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许多年来，为了推进经济建设，忽视了对群众文化的建设力度，使

得群众文化工作发展比较缓慢，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

很多地方只是定期的开展几次群众文化活动就算完成这一工作。群

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往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群众不能够参加，

因此难以提高整个工作的广泛性[2]。 

（二）群众文化种类单一，急需开展多种文化活动 

近几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就这样一种现状来看，

文化种类的单一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在城市建设的

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城市开展最多的文娱活动便是广场舞。

但是这类活动涉及最多的是中老年女性，主要由群众自发组织来开

展的，不会涉及到政府干预。然而，对于读书、绘画、书法等文化

活动的开展比较少，在农村中由于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群众文化

工作基础较差，设备也不是很完善，因此导致活动开展的种类十分

单一[3]。主要是以参加庙会或打麻将来开展文娱活动，难以满足人们

的需求。 

（三）广大群众对群众文化工作了解较少 

近几年来，我国在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

升，但是人们对于群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比较少。因此，也不能积

极参与其中开展群众文化，不利于工作的创新开展。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很多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借助于群

众文化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也不会追求更多更广的文化[4]。虽然

相关部门在地区开展了群众文化活动，但是人们的关注度较低，不

会引起很大的反响。长此以往，工作人员就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和

信心，难以推进群众文化的高效开展。 

三、群众文化建设渗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一）丰富形式和内容 

中国五千年来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体系，每个地方

都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中华文化因独特的地区传统民俗特点而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针对现阶段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地方传统民俗已

经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之一。以饮食为例子，各种传统节日期间南

北方饮食的差别就足以证明传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例如，在端午

时节，甜粽和咸粽之争通常变成南北端午节民俗文化的趣谈内容。

在春节期间，华北地区挂灯笼、贴福、吃饺子，南方点鱼灯、跳舞、

吃饺子充分展现了南北方差异所呈现的不一样民俗文化[5]。除此之

外，各个地区的文化宫、活动中心、艺术馆愈来愈意识到传统民俗

的重要性，并利用传统节假日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一同围绕民俗

文化开展的相关活动。由此可见，群众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渗入传

统民俗文化最为明显的意义在于以多样化的传统民俗活动丰富当地

的群众文化建设内容与形式。 

（二）巩固群众基础 

除了形式多种多样，传统民俗文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决定了

它拥有非常稳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一些相对性特殊的时间点，

如新春佳节各地会有不同形式的节日民俗文化，但其共性在于和亲

人团聚享用美食，共同庆贺美好生活。地方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渗

入传统民俗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巩固群众基础[6]。经济是基础，文化决

定了一个地区的上层建筑。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一样，这也决定

了各个地方的群众文化建设有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实力较为

扎实地区的群众文化建设水平相对较高、发展趋向相对较快。反过

来，相对落后或欠繁华地区的受众基础相对较弱，群众文化建设缓

慢、品质低、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因此，群众文化建设在

渗入传统民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巩固群众基础。基于传统民

俗文化的丰富和悠久提高地方群文建设的吸引力，从而逐渐增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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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群数量，以达到夯实群众文化事业的效果[7]。 

（三）有利于提高群众社会道德素养 

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不但要借助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快速

发展，更应借助人民群众的总体素质。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

和群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他们思想文化的转型，有益于群体思想素质的提升。群众文

化活动的开展有益于团结群众，凝聚力量，提高群众的互帮互助意

识，培养集体荣誉感，从而增强他们的国家集体荣誉感。积极主动

开展群众文化建设活动提升群众思想素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群众身体素质，为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8]。 

（四）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群众文化建设活动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

要，群众在文化活动中会获得愉快的心情，进一步减轻人们的工作

压力，思想获得了指导和启发，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群众文

化艺术活动一般以社区为载体开展，规模较小，以群众为基础，确

保便捷群众，立足于群众，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群众文化艺术活

动中，让每个人都可在集体活动中感受传统民俗艺术的传承发展。 

四、群众文化建设中渗透传统民俗文化的措施 
（一）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现阶段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很多优秀的文

化种类，其中以其以多彩多样化的美术形式呈现，包括陶艺、篆刻、

书法、剪纸、雕刻、草编等，这都是传统艺术形式。但是，很多年

轻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不足，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这些都

是过时的艺术形式，更倾向于现阶段流行的文化。为了能够更好地

促进青年人传承，传统文化需要结合于当地的特色，将传统文化与

流行文化充分融合起来，在满足青年人兴趣的同时让他们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相关文化馆就需要构建平台开展

有趣的艺术互动。例如，将卡通艺术形象融入到传统文化，宣传的

过程中吸引年轻人，弘扬艺术[9]。 

（二）加大资金投入以及场地建设的力度 

在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确保经费预算的充足，以便更好地进行民俗文化渗入。群众文

化建设场所包括历史博物馆、艺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活动室及表演

场地。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为了能更好地满足传统民俗

文化渗入的实际需求，应积极引进相关设备和有关器材，包含桌椅、

书桌等基础设施，为群众参与民俗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场地和设备。

为了确保民俗文化活动的品质，有关部门以及政府部门需要相互配

合，拨付项目资金引导企业投入资金，使得民俗文化活动的整体规

划得到进一步强化，逐步完善市场化运作方式。除此之外，在具体

筹集资金环节中，应该积极推进多种方式，包含社会捐赠、持股投

入以及有偿社会资本的使用等。规范使用资产，贯彻落实群众文化

活动网络体系的构建任务，从而推动民俗文化获得更好的宣传，将

这些内容传递给群众，真正达到发扬和传承民俗文化的效果[10]。政

府还可以制订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推动民俗文化活动

的成功开展，灵活运用民俗文化活动在推动群众文化建设中意义。 

（三）突出活动的地方特色 

为确保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中民俗文化项目的开展效果，使地区

民俗文化得以充分展现，不断加强观念指导作用，合理安排，统筹

协调，密切结合当地的传统民俗特点。这类活动开展方法既可以有

效地激发群众的共鸣，又可充分满足群众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需要。

除此之外，在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和地方民俗文化结合的情况下还需

在活动中突显趣味性和独创性的特征，使群众文化活动更具吸引力。

例如，在某省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中，为了促进该市更好地展示，

在活动中开展民俗表演，邀约游客参与体验民俗文化。此外，群众

文化活动还需要与当地生态旅游紧密结合，既能满足当地群众的文

化要求，还能吸引游客参与，充实非遗民俗文化表演的项目。这些

活动都表现出了浓烈的地方文化，也能让游客有机会感受当地民俗

文化。举办群众文化展览活动搜集民间特色的艺术形式，如装饰元

素等，加入到活动的过程中积极组织群众创作和展示。通过这样一

种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效普及群众文化知识，并以举办讲座的形式更

好地让群众了解到艺术展览活动。除此之外，活动还呈现出了当地

特色美食。通过建设相对健全文化活动团队，建立能够体现当地特

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体系。 

（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模式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若想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有一个良好的气氛，需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方法。为了更好

地将民俗文化渗入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可以试着将线上线

下相结合，实现高效的宣传推广推动我国传统民俗文化获得真正意

义上的传承和发扬。例如，某地在民俗文化活动过程中，可以借助

网络对外宣传，开展策划方案活动。为了让更多人对民俗文化活动

的内容与形式拥有更深入的了解，就需要灵活运用网络平台有效解

决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群众能通过在线报名、买票等形式参与对应

的活动。在开展多姿多彩的群众性民俗文化活动中，需要结合线上

与线下活动，包含各种类型线上表演，运用线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对文化活动的需要，有效扩大活动

的实际参与面。基于线上直播平台日益完善的环节，相关部门还可

以构建线上直播平台，融合线下活动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活

动中。例如，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中，群

众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实时线上直播，线下群众也能够亲自体验

非遗项目，买自己喜欢的创意产品。这样一来，群众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得到了有效强化，活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有效提

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群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关

注将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重要性。根据现阶段出现的群众文化

工作没有得到重视、群众文化种类单一、群众对群众文化工作了解

较少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加大

资金投入以及场地建设的力度、突出活动的地方特色、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活动模式等让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更具吸引力，让群众

积极参与其中发挥活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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