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5期 2020 年

民俗文化由民间产生，于民间流传，主要内容包括具有共同文
化脉络的民族、聚落、全体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地域建筑、民族服
饰等。文学作品创作始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因此通过细致研究民
俗文化，找寻到民俗文化中生活经验以及生活脉络，能够为文学作
品创造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

纵观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作品的创作无一不汲取了民俗
文化土壤养分。受外来文化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面临更多难
题，因此重新审视继承与发扬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出民俗
文化积极作用，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
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方面：

第一，民俗文化与文学起源的关系。虽然当前关于文学起源的
问题依然众说纷纭，但得到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是，文学起源与民俗
文化密不可分，文学的发展定不可离开民俗文化的土壤 [3]。从最早
的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祖先就表现出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然
规律的向往，创造出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宗教活
动。其中，《周易》的诞生就标志着民俗文化与文学作品深刻结合
在了一起；

第二，民俗文化与文学发展过程的关系。民俗文化在文学的发
展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民俗文化主要是由长期民俗情景语境
下形成的生活状态，由长期提炼并演化出的文化语境具有一定的文
化排他性，为文学作品的发展与创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同时，
民俗文化所展现出的文学意境也无一不影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文化审美，使得通过再次通过艺术加工的民俗文化，能够最大限
度增强文学作品的深度及广度。举例而言，在民俗文化中，各地区
都表现出了对月亮的崇拜，并由此形成了传统节日中秋节。而纵观
优秀中国现当文学作品，关于月亮的描写数量众多，深刻体现出了
民俗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2.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民俗文化的重要意义
民俗文化是一个时代与地域共同体现出的生活习惯与风俗，民

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联系密切 [4]。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
现出的民俗文化主要包括乡土民俗、居住民俗、生活民俗、种类民
俗等。通过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民俗文化，对促进文学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我国为数不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莫
言，其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均蕴含了深刻的民俗文化。通过将民
俗文化内容进行艺术再加工，使中国发展历史与乡土人情获得到更
多国家的关注与认可，确实提升了我国文化竞争软实力。同时，由
于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描写丰富，读者在阅读期间能够产生更多
的共鸣，肯定文学作品质量。由此可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
深刻体现出民俗文化，对促进现当代文化发展、继承与发扬优秀民
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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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俗文化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积淀，受地域、民族、
宗教、习俗等因素影响，民俗文化种类多样，特征各异。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同民俗文化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在继承
与发扬优秀民俗文化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就目前来看，越来越
多的文学创造者愿意将民俗文化内容融入到作品内，以期通过展
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民俗文化特征，推动现当代文学事业长久
发展。

一、概述民俗文化

1. 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又被称之为传统文化，主要包含民间风土人情与风俗

文化。从广义上来讲，民俗文化主要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长
久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并有由此些生活习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独特的民俗活动。

能够深刻体现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又被称之为民俗文学，主要
为专门研究某一地区民众生活特征、地方风土人情创作。

在民俗文化研究以及将其融入到文学作品过程中，需要创作者
以科学认真的态度全面调查与收集地区各类信息，深入到地区民众
实际生活中，了解真实民众意愿以及生活习惯 [1]。将调查所得的资
料进行全面整理，并用文学修饰方式加以提炼，确保所创作出的文
学作品能够深刻揭示地区发展与演变过程，充分发挥出宣传地区民
俗文化、增强大众民族文化继承与发扬意识的积极作用。
2. 民俗文化现状
我国民俗文化主要包括人民信仰、口传文学、民族文化、地区

历史文化等。就目前来看，我国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以及民族文化资
源的开发利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关注重点多局限在非物质文化保
护工作中，开展表面学术性调查，对民俗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在
民俗文化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缺陷。因此为实现
全面继承及发扬优秀民俗文化的目标，确保民俗文化能够在构建社
会文明主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还应充分研究民俗文化利用价值，
通过不同方式深刻体现出民俗文化特征。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

1.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就是指 1971 年以后的作品，由五四

文学革命运动开始，标志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 [2]。随着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崛起，自然与技术、文学与科学之间形成了明
显对立面，文学作品内容多定位于民俗文化，具备深厚民俗文化的
优秀作品数量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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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

1. 鲁迅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

人。通过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发现，其作品无一不展示出了当时独
特的民俗文化，并使得当地民俗文化到现在依然深入人心 [5]。在其
创作的《朝花夕拾》一小说中，通过回忆自己青少年时的往事，侧
面反映出了当时与绍兴当地民俗文化特征，运用抒情、议论、叙事
于一体的表现手法，使得民俗文化生动形象，是民俗文化与民俗创
作的优秀作品。
2. 陈忠实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
陈忠实先生创作的《白鹿原》一小说当前被翻拍成各类电影、

电视剧，所获得的社会影响空前。《白鹿原》属于一部具有浓重北
方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与其子女生活环境、成长
经历，完整还原出了当地民俗文化，并展现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美德。
3. 莫言作品中的民俗文化
莫言先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

位。其大部分文学作品均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如《红高粱》一小
说中，运用了较为质朴的语言描绘方式，深刻展现出西北人民鲜明
的性格特征。在作品中曾经对九儿出嫁之前的情景进行了细致描写，
通过此些描写，读者能够较为系统的了解到当地女子出嫁时的流程
以及习俗。同时，本作品也基于抗日年代视角，展现出了当时人民
大众的思想、心态等，通过将民俗文化、地域风土面貌、时代特征、
主人公性格及心理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使读者对当地民俗文化产
生了更多的遐想与向往。

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仅要充分融合民俗文化，还需要
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具有正面引导作用与推动文明社会主义构建的
价值。而在《红高粱》中，作者描绘了男主余占鳌从一个土匪转变
为抗日积极分子的历程，为当代青少年树立起了优秀的榜样。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体现出的民俗文化种类

1.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建筑
我国地域广阔，在不同地理特征与气候条件下，诞生出了诸多

民俗建筑。此些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韵味，通过描绘民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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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读者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当地民俗文化特征 [6]。例如，在汪曾
祺的《桥边小说三篇》中，细致描绘除了其家乡承天寺的外貌，利
用文字引发出了读者对承天寺的遐想。在沈从文所创作《边城》中，
也重点描写了吊脚楼、水磨房的形态。通过将此些民俗建筑利用优
美的语言娓娓道来，使作品具有更加深厚的民俗情怀。
2.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节日
民俗节日是我国民俗文化重要体现，也是细致了解一个地区风

土人情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优秀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节日占据
的篇幅较多，所展现出的各地风土人情存在较大差异。如鲁迅先生
在《社戏》中就细致描写了当地古老的社日节，当地民众在节日当
天通过组织大规模社戏表演，表现出自己对土地的崇敬。同时，小
说内还重点刻画出了具体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存在的淳朴、善良、无
私等品质，使该小说成为歌颂劳动人民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一。
3.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服饰
民俗服饰也是民俗文化基本形式之一，不同民俗服饰能够体现

出的人民性格以及文化特征不同。例如在沈从文先生的《长河》中，
就细致描写了湘西苗族少女服饰，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其对民族
文化的真挚情感。同时，民俗服饰的描绘还能够起到烘托人物形象、
体现地域风情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中，作者对
民族服饰的描绘占据篇幅较大。
4.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礼仪
民俗礼仪可深刻展现出当地人民生活习惯与文化信仰，在体现

个人言谈举止的同时，也使文学作品内容层次更加深厚。如《白鹿原》
一小说中，就充分描写出了主人公以及其家庭对礼制、礼仪、礼节
等方面的追崇，深刻诠释了人生礼仪文化，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五、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等继承及发扬工作
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外来文化
逐渐充斥着国内文学市场，而通过在文学作品中描绘民俗文化，不
仅能够展现出特征各异的家乡文化，还能够帮助当前民众重新审视
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重新肩负起发扬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职责，
平稳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