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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与群众文化的发展研究
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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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在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但在我国文化体系方面，并非必

须是现代科技型文化才存在价值，在民间所流传的传统民俗文化拥有的地位也很高，优质的社会文化需要是群众所钟爱的文

化，想要确保我国较好地发展群众文化，我国文化部门应该不断加大发展和研究民间民俗文化的力度，利用群众所喜爱的民

俗文化提升文化水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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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变化，也已逐步演变成了

当前五十六个中华民族的泱泱国家，而经过发展的历史，人

们似乎有着愈来愈好的生存水平，人们提高了幸福感，但是

似乎却产生了越来越无趣味的生活。在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

发展当中民俗就是重要的见证，随着历史沉淀的历程，也使

得族群民俗有着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虽然达到了

科技发展最稳定的阶段，但是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当中族群民

俗文化却在慢慢消失。

1 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

术的传承

中华文化建设在人类经济社会建设中占有了十分重要

的地位，它真实的反应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1]。同时伴随

着不断变化的国际时期，人类社会越来越频繁地开展国际社

会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建设中必须注重中华

文化建设，并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历史时代文化精神和特

色。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众艺术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途

径便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播，它在社会文明的总体发展和传

播过程中，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社会文明新时代的发

展趋势来看，人们使之融合在民族艺术文化之中，充分体现

了民众文化的多元性和特点。

关于传统的民族民俗文化艺术，首先需要深入分析中华

文化的基本概念，可以看作是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产

物，能充分反映政治形式和社会经济形式，所以长期发展与

生存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必须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功

能充分关注[2]。而传统民族的民俗文化艺术明显地烙印了中

华民族浓厚的历史神秘色彩，也反映着非常明显的民族特点

与时代特征，比如传统的民谣传唱、忠孝观念、服装特色、

民族风俗艺术等等。但由于历史的逐步推进，不少民族民俗

文化艺术只不过是固化为昨日黄花或者昙花一现，还有的则

不断创新其表现形式与其共荣。但是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

历史价值存在，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尤其对一些传

统历史文化传承至今，还能够为当前的我国社会发展文化艺

术事业形成深远影响。

2 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重要功能是民族民间民俗文

化艺术的传承

群众思想文化建设一直以来普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

泛关注与认同，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关键因素之一就

是群众思想文化，不管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或

者内涵，都可以利用开展群众活动使之得以创新和发扬[3]。

从中国现今传统的许多固定形态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得知，即便是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后的基本特点上，中国传统

民俗文化活动仍然可以保留原有样貌，在中国不少地方传统

的赛龙舟活动一直沿袭至今，可以说就是呈现了中华文化的

例子之一。而在历史发展当中，有不少其他少数民族的优秀

传统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已经成为了人们最喜爱的中国传统

民俗文化，不仅全面展示着我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明，也

同时呈现了给世人中华民族最古老而宝贵的中国传统民俗

文化与艺术。

3 群众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因，是在相互继承中创造

3.1发展群众文化的继承性

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发展与民众文化发展之间有着相互

继承的历史文化关联，因此发展社会群众民间风俗文化发展

也存在着历史文化传承性，关键在于民众民俗文化发展一直

受限于社会经济条件，并且有着相当的历史文化独特性，它

并非伴随着改变老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消失殆尽，还有不少

内容继续被传播和保存。但是，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历史

充分尊敬，而不能把文化历史完全割断。民众思想文化运动

所继承的民众文学艺术遗产不仅包括形态，也同时包括精神

内涵[4]。在组织形式方面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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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具有历史文化继承意义。从内涵上来说，在民众思想文

化实践活动中具备的思想内涵还有对伟大祖国的喜爱、对纯

洁爱情的讴歌、对民众自由劳动精神的歌颂等等，进一步地

丰富、发展、传承；从文艺实践活动形态上来说，这些民族

民间民俗传统的文艺形态都属于勤劳民众的历史文化传统

艺术思想智慧成就，比如短篇小说、戏曲、古诗等等，从它

正式形成以来，其在体制方面为社会产生了太大的变化；一

些群众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在许多方面或某些实质上仍然

保留了原貌，比如传统民间棋艺、拳术、山歌、文艺等等。

而诸如猜灯谜语、悬彩灯、画龙舟、戏剧、舞狮、舞龙、杂

耍等等民俗文化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从活动方法上来说，从前人类开展的群体活动主要是在不同

民族的传统节日中，但现阶段这些方式仍然属于对各族人民

关键性的群体，而这些节日文化活动代代相传并且持续发

展；从群体文化的类型上来说，形成出新的艺术品种和类型

不仅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在对先辈成果传承的前提下发展、

变通的新成果。

3.2 群众文化的创造性

社会生活就是通过群众文化最真实的表现，再经过劳动

人民代代相传，逐渐地积淀、创造、改革、传承发展而成的

[5]。从群众文化发展中逐渐保留、克服困难、除旧布新，虽

然不同时期拥有的群众文化不尽相同，但产生的社会影响总

是很大的。而创造和更新群众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就是表

现形式和内涵。表现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因

此比较表现形式来说，内容更加多样、活泼；相比于内容领

域方面，在表现形式领域方面则更具有稳定性，相对保守性。

如划彩龙舟、打地花鼓、舞蚌、跳龙、舞狮等等的中国民族

传统民众社会文化活动方式，虽然从古迄今都未在意识形态

上显示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却在思想内涵领域方面体现的大

有差别。原来的跳龙舞狮活动属于宗教娱神的活动方式，崇

拜神明、驱邪驱恶，迷信思想神秘色彩非常明显；而当前的

跳龙舞狮活动方式多为娱人的活动方式，或以展示战士英勇

顽强，或预祝吉祥如意，表示农业丰收快乐。首先，人们必

须注意改变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使之将新的思想内涵

更好的表达；其次，为了使新思想内容一定程度的得到表达，

人们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将新的思想表现形式重新创

作起来[6]。辩证地统一的思想进行了创造和继承，而创造的

前提就是继承，是新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结束语：

总之，在发展建设的现代化社会群众文化过程中，传承

传统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有

机融合了传统群众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并且使发展

建设的现代化社会文明的有关要求得到了实现。伴随着日益

发达的社会经济，人们逐渐地把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型色彩在

其中运用，令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展示出了多样化、多

元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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