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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新型农民的文化诉求与理性导引*

韩美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摘暋要暋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同时,旧式农民的文化传统,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等也逐渐随之消解,开始向现代转型。与此相应,农民的文化诉求,如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科技文

化、与当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贴近农民生活需求的大众休闲文化、保障农民权益与农村稳定的制度文

化等也出现了多方面、多格局和高层次等趋势。有鉴于此,正确引导农民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以先进的主旋律文

化引导农民文化诉求的方向,以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增强农民文化诉求的底蕴,以最新的科技文化提升农民文

化诉求的层次,不仅是农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紧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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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性和初级性,人
们习惯地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生俱来的本

质性的存在方式,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信仰、道
德风俗、思想观念、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
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等,反映了社会基层

最基本的文化形态,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充满原生态

特征的活水源头。这就意味着农民文化是整个社会

文化系统中最具传统色彩、发展最慢、变化最少、需
求最不足的文化形态。但是,农民作为一种对象化

的存在,其不断变化的生存方式不仅包含着文化精

神的创新趋势,而且也内在地孕育了农民多方面的

文化诉求。本文基于新时期农民现代转型的视角,
着重探析新型农民的文化诉求及导向问题。

暋暋一、旧式农民的现代转型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变,旧式农民的文化传统,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等也逐渐随之消解,开始向现代转型[1]。

(1)粗放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市场化、集约

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农民是农业生产行为的主体,
在计划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劳作阶段,农业生产、组
织、分配等行为完全按国家计划执行,农民不仅没有

独立的生产管理权,而且也没有独立的经营和分配

权,农民只是农业产品的单纯生产者。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

和经营权,对农产品有了较大的支配权,农民的生产

活动相对自由。特别是市场经济以来,由于现代化

农业的推广,农产品生产的产业化、集约化、市场化

进程加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农民的生

产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权和选择权,农民不再需要

终日固守在农村土地上,大批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

市,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依然相对较低,交通、

信息闭塞,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消除,农民传

统小农意识仍旧存在等,致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体系

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比如,低价征用甚至无偿征

用农民土地等行为、工农产品的长期"价格差",这些

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限制了农业生产

方式的现代转化。
(2)同质保守的农村生活方式向异质化、开放

化、合作化方向转变。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身份都

是统一的,即公社社员。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农民

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太大差异,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日常消费上,
食物和衣服几乎是传统农民的全部消费支出,人们

的日常交往也多限制于血缘和地缘范围之内,没有

太多、太丰富的闲暇活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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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活上的自主权、政治生活上的自治权、日常生活

上的自由权得以加强。农民的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

一家一户,合作生产、现代机械劳作日渐普遍;农民

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代言人,而且也是工业、商业、
企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从业者;农民的收入不再局

限于农业收入,货币等多种形式的收入使农民的生

活有了更大的自由;农民温饱型消费观念开始转变,
更多的文化型、发展型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日常交往

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跨文化交往变得普遍,闲暇生

活变得丰富多彩[2]。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可以清晰地掌握农民生活方式变化的趋向。而从当

代城乡比较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变化,则能更真实、更
现实地反映农民生活方式的局限和问题。当前,城
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没有彻底改变和废除,农村

和城市的差距仍然存在。在生活方式上,改革开放

以来,许多农民试图离开农村到城市谋求美好的生

活,但由于身份的限制,使得他们缺少市民待遇,生
活很困难。这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农村

生活方式转变的进程很缓慢。
(3)封闭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向开放化、竞争

化、现代化方向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与计划经济相

适应的农村传统文化模式越来越成为农村发展的障

碍,在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农民的

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自然经济时

期,封闭落后、保守排外、自给自足、安贫乐道、平均

主义等观念是传统农民的典型思想特质。随着农村

市场的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当代农民思想开始

解放,求效益、求富裕、重消费、重竞争、平等自主、变
革求新等成为了新时代新农民的主导思想。农村传

统古老凝固的沉闷文化,被当今开放热情活泼的清

新文化取而代之。农民对待新文化、新事物不再去

抵制,而是积极面对,甚至如饥似渴地自觉接受并加

以改造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

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大门,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开辟了中国式农村工

业化的道路,以农民为主体的宝安集团问世开创了

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先河,等。但是,当今农村传统文

化观念的消极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一些旧有的思想

观念、价值观、伦理观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的

发展和农民文化素质的大幅提高。深受传统文化影

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急需对抗旧的制度、习

俗、道德和传统,建构新的文化精神和模式来改变其

弱势地位和尴尬境界。

暋暋二、新型农民的文化诉求

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在人的生存和

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民文化以农民为文化

主体,是农民的内在本质和灵魂,对农民的经济、政
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将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但

是,从我国农民文化的现状来看,农民文化不仅仅是

一种完全“在野暠的文化力量,而且是一种落后、甚至

消解的文化力量。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

生存方式的变迁,新型农民在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

上的自治权和生活上的自由权等得到了较大提升,
与此相应,新型农民文化诉求也出现了多方面、多格

局和高层次等变化趋势。

1.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科技文化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

当地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逐渐被广泛应用现代科学

技术和科学管理作支撑的现代农业所替代。现代农

业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使农业生产技术

由经验转向科学,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

生产,拖拉机、耕耘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农用

飞机等开始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

展,电子、原子能、激光、遥感技术以及人造卫星等也

开始运用于现代农业[3],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劳

动生产率,而且也使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很大

提高,农村风貌、农民精神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现代农业下,农民是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与组

织的主体,因而农民需要具备与其相适应的科技文

化。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

科技知识,如农业生产知识、农业信息知识、农业科

技的应用、农业机械的研发和应用等,这是实现农业

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学化的前

提;二是农业组织管理和市场经济等相关知识,如先

进的和集约的组织管理方式、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国
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相关政策法规等,这是实现农业

生产专业化、市场化、企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农业

科技文化是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和工具,是确立其主体地位的保证。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科技文化普遍落后,农民的

整体素质偏低,农村文化市场发育不足、管理不善,
各类文化服务机构弱化,等。这大大限制了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所以,农村科技文化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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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型农民最重要的文化诉求之一,政府应积极

开展科技、文化下乡活动,加大农村科技文化场所建

设,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科技

文化素质。

2.与当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

思想道德文化属于农民思想层面,支撑着农民的

整个精神大厦。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以农耕

文明为主要特色的农村文化具有较突出的封闭性、落
后性等特征。在当代,农村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部分农民“富了口袋,穷了脑袋暠,出现了价值观

混乱、理想信念迷失、伦理道德匮乏等问题。因此,当
代农民亟待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作精神支撑。

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不仅是培

养和造就新型农民的关键,而且也关系到农村社会

的文明进步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建构与当代文

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应突出两点:一是思想道

德文化本身的创新与发展;二是思想道德文化的推

广与实践。在思想文化创新与发展方面 ,必须与农

民的现实实践相结合,并能不断解决农民的实际问

题。实践无止境,思想文化创新也无止境。农村是

文化的活水源头,伴随着农村实践的发展,农民思想

文化也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焕发出强大的生

命力。在道德文化的推广方面,必须与农民的价值、
信仰相统一,并能切实提高农民的思想信仰。先进

的思想文化理论不可能自然而然内化为农民的思

想,它需要从外部进行教育和灌输。在我国农村,为
了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理论自觉,必须有

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农民推广其能接受、易内

化的先进思想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形成农民社会

思想共识。

3.贴近农民生活需求的大众休闲文化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提升了农村劳动生产率

的同时,也解放了农民的闲暇时间。随着农民闲暇

时间的增多,农民对大众休闲文化的需求日渐增多

和多样化。但是,当前贴近农民生活、为农民喜闻乐

见的休闲文化却极其稀缺,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闲暇

需要,致使部分农村吸毒、赌博、淫秽活动、封建迷信

等丑陋现象死灰复燃,在很大程度上毒害了农民的

心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包括

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院等在内的农村文化主要阵地

名存实亡或荒芜瘫痪;二是农村文化工作人员不专

业,不能深入农民生活,致使休闲文化与农民生活

“两张皮暠,农民无法接受;三是政府重视不够,投入

不足,农村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四是传统民间

文化、民俗文化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引导,未能在新

时期广泛流传;五是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欠佳,不能在

实践中发现、提升和创造属于自己的休闲文化。
事实上,当代农民所需要的休闲文化是一种承

继文化传统、反映时代风尚、弘扬社会正气的健康向

上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要贴近农民的生活实际,
另一方面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应该能激

励和引导农民,并切实提高其素质。

4.保障农民权益与农村稳定的制度文化

当前农村相对独立、松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
农民普遍缺乏组织观念和规范意识。农民在自己的

实践活动中,缺乏对制度性、规范性文件的诉求,口
头约定和协议成为其实践活动唯一的约束。每遇冲

突和纠纷,部分农民也不愿求助于法律,认为“法即

刑暠,而选择了“私了暠,结果自身的权益很难得到保

证。除此以外,当前部分农村一些法律工作人员因

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行使行

政权力,常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知法枉法,在司法

过程中甚至人为干扰、缺乏公正,导致部分农民对法

律产生了排斥和恐惧之感,因而法治文化在部分农

村几乎成为了空白。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法律知识的缺乏和法制

观念的淡薄已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并严重

危及农民阶层的自身利益。为了创造农村稳定的发

展环境,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文化是必不可

少的,特别是针对农民这一缺少法律知识和法制观

念的阶层,包括法律法规知识、村规民约条例、村民

自治观念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已成为其文化诉求的中

心内容之一。

暋暋三、新型农民文化诉求的理性导引

农民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根本问题。研究农民这

一特殊文化主体的文化诉求问题,有助于我们找准

农民根本问题,各攻其坚、各破其障。鉴于当前新型

农民文化诉求的多元、多层次、多格局现状,正确引

导新型农民文化选择的自觉性,逐步提升农民的文

化素质,不仅是农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农

村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

1.以先进的主旋律文化引导农民文化诉求的方向

在当代农村,由于实践交往的普遍化、传播渠道

的多样化和传播工具的现代化,广大农民在社会意识

领域内的思想也逐渐多元化,不仅有本土的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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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苏,而且发达城市、西方社会的很多思想开始传

入。这些文化形态交织、交融甚至交锋而存在着,农
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选择难题。在农村物质文

明繁荣的当前,农民的精神却变得越来越空虚。
要增强农民文化选择的自觉性和促进农村社会

的繁荣与进步,弘扬主旋律、明确文化方向是前提。
而所谓主旋律文化就是与社会发展相一致、反映人

类进步方向的先进文化,它作为征服人内心的力量,
与人征服外在世界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由于农民

整体素质的参差不齐,因而农村主旋律文化的建设

也是极其困难的。在农村弘扬主旋律文化除了应体

现导向意识、精品意识和卓越意识外,更重要的是要

把农民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服务的对象,坚持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从农民生活中挖掘素

材、汲取灵感,讲老百姓能懂的话,唱老百姓能听的

歌。同时,弘扬主旋律还应突出传播的形式和注重

手段的创新,近年来全国各地先后实施的“三下乡暠
活动、“村村通暠工程、“2131暠工程等,以其新颖的手

段和活泼的形式而广受农民欢迎。
以主旋律文化引导农村多样文化的发展,决不

是“高大全暠的政治说教,也不是“假大空暠的形式主

义。长期以来,人们只要提到主旋律文化建设,总会

想到政治教化,认为其服从于政治,带有鲜明的政治

色彩。但事实上,所谓主旋律,就是“坚持以最广大

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

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呼吁。暠[4]主旋律文化的基本原则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因此在农村弘扬主旋律文化,必须首先

把它从“政治暠中解放出来,回归主旋律自身,也就是

农民自身。其次,弘扬主旋律文化决不意味着曲高

和寡与孤芳自赏,相反,它需要多种文化交叉、融合

与互补,并形成“和声暠,促进多种文化和谐发展[5]。
任何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文化发展规律、强求一律的

文化传播只能是空话。

2.以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增强农民文化诉求的

底蕴

民俗文化,即“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

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暠[6]。它发源于民间,是
人们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方式。
我国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群众基础广泛,有的似乎难

登大雅之堂,有的甚至还掺杂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

色彩,但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它与人民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密切相连,具有十分浓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和

浓郁的地方色彩,承载着人们的理想憧憬,维系家庭

亲情,沟通邻里乡亲。因而民俗文化仍然是农村文

化的主流模式,同时也是农村多样文化生长、发展的

重要养分。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民俗文化有诸多偏见。其

一,认为民俗文化是“下里巴人暠的“俗暠文化。这一

观点完全是对民俗文化的一种误读。民俗文化虽然

有一“俗暠字,但它实则“不俗暠。民俗文化所包含的

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暠,是一切文化的本根,也是最鲜

活和最有生命力的。也许从形式上来看,一些民俗

文化“俗不可耐暠,没有任何修饰和提升。但从内容

上来看,它与“高雅暠的精英文化相比,不仅有其独特

的特点,甚至比雅文化更具活力。因此,一些民俗文

化历经风雨,却能延续千年而生生不息。其二,认为

民俗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受“左暠的思想的影响以

及“文革暠“破四旧暠的影响,人们把民俗文化看成是

一种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残渣,认为其境界浅陋、严
重过时,甚至将其视为废物。客观来看,一些民俗文

化的确掺杂了低级庸俗、封建落后的东西,这是我们

必须加以区分、警惕和摒弃的。但是,更多的优秀的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早已超越了人们的文

化生活范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自觉的认同,在
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维系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和

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我们对民俗文化决不可轻言放弃,而应弘扬精华、扬
弃糟粕、批判继承和改造创新,积极引导农村民俗文

化健康发展,以增强农民多样文化诉求的文化底蕴。

3.以最新的科技文化提升农民文化诉求的层次

18世纪英国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引起了整个社

会对科技力量的刮目相看。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和

一种社会事业。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从“小科技暠
发展成“大科技暠,形成国家规模和国际合作事业。
历史地看,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一种巨大的物质

力量。但是,探究科技的本质,它却又是一种强大的

精神力量,科技文化是凝聚在其中的核心。除了科

技文化本身的知识体系外,精神力量即科学精神是

推动科技文化不断进步的关键。实事求是、崇尚理

性、不畏“权势暠、团结协作———这些科技文化,代表

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
科技文化是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形式,对

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

有巨大的影响。对于处在实践一线的农民来说,科
技文化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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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素质的低下,不仅会制约农业科研成果的

有效转化、技术的快速推广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也将最终影响农民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

变。因此,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提升农

民文化层次和水平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视野

下,必须大力开展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和科普宣

传,帮助广大农民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现代意识,弘
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农民适

应现代文明生活的能力,增强其掌握和运用农民科

技文化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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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CulturalDemandandCulturalGuidancefor
ContemporaryNewType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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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Asruralsocietychangesfromtraditionalsocietytomodernsociety,old灢typefarmers暞

culturaltraditions,suchasproductionmethod,lifestyleandideologicalconceptsallfadeawayandstart
thechangestomodernmode.Accordingly,farmers暞newculturaldemandsshowsuchtendencyasmul灢
tiaspect,multi灢patternandhigh灢level,includingcultureforscienceandtechnologyadaptingtomodern
agriculturalproduction,advancedmoralcultureadaptingtocontemporarycivilization,massleisurecul灢
tureclosetofarmer暞sdemandsandinstitutionalcultureprotectingfarmer暞srightsandinterestsandru灢
ralstability.Therefore,itisimportanttoguidefarmerstochooseappropriateculturewithadvanced
consciousness,useadvancedculturetoguidefarmer暞sculturaldemands,u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灢
turetostrengthenthebottomoffarmer暞sculturaldemandsandusethelatestcultureforscienceand
technologytoupgradetheleveloffarmer暞sculturaldemands,whichisnotonlytheintrinsicneedsfor
farmerstodevelopthemselvesbutalsotheurgentdemandtocoordinatethedevelopmentofruralsocie灢
ty.

Keywords暋farmers;moderntransition;culturaldemand;rationalguidance;moralculture;cul灢
tureforscienceandtechnology;institution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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