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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 
 

——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本报记者   龙军   光明网记者  禹爱华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

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的趋势。农村空壳化给村落文化带来哪些负面影响？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如何发挥当代乡贤的作用，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日前，记者

专访了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记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1 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 69079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了空壳化趋势。请您谈谈农村空壳化对村落

文化的影响。 
  胡彬彬：好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同时，交通网络的改善、

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种种条件，加剧了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村落传

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淡化，安土重迁的习俗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临

逐渐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究其原因，在于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与媒介。客观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在

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村落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

为落后，甚至可以将其遗弃的对象；同时，乡村文化精英出于仕途、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

家乡，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 
  记者：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 
  胡彬彬：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有一个士绅的阶层，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走出

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大都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

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

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

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

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

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

社会秩序。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的治乱与否与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乡

村乱则国家乱。而任何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人，乡村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乡村社会中，

人的作用不可小觑。 
  记者：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精英士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上的乡贤也只是散落在地方志、

族谱、诗文、地方碑刻等历史文献中。他们对当今社会村落文化重建还有意义吗？ 
  胡彬彬：逝者虽已矣，精神万年传。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

有自己的历史，都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而这些历史记忆，恰恰最能够

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历史上的乡贤，或在本地，或在全国范围内在

传统社会中有所作为。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 
  以湖南为例，在湖湘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的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学子，一个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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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秀才，更有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魏源等将相栋梁，他们无一不是经由湖湘传

统村落文化的熏陶、滋养而成长起来，最终由村落之所走向国家之殿的。今天的湖南人，无论走

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曾经出现过这么一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而一提到他们，湖南

人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就油然而生，都会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请回来”，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

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

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

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 
  记者：当代乡贤在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方面有哪些作用？ 
  胡彬彬：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的悬殊对比，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渐渐地

对自己的乡村老家趋于淡忘，甚至毫无感情。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乡土重建”一样，

乡贤也可重建。传统中国士绅，在“国权不下县”的国家体制下，发挥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

作用，为社会与国家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如今，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

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

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

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

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