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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乡贤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胡彬彬   刘灿姣 
 

  作为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学者，近读光明日报“新乡贤·新乡村”

系列报道，深有感触。这组报道不仅道出了我们心之所想、情之所冀，而且于我国目前正在推进

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传播与滋养国家民族文化主

流价值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报道对“乡贤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具有破题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城市化、城镇化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以“中国传

统文化”作为内核的“中国村落文化”遗存现状令人堪忧。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是：古老的

传统村落遗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传统村落原所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正在发生急剧

裂变，其内在结构也在外来文化的强大攻势下，正在支离瓦解，甚至可以说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

文化已到了“生死存亡之秋”。村落文化的复兴与重构迫在眉睫，将优秀的传统村落文化纳入到

国家主流媒体的视野，纳入到学术研究的殿堂，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构成，亦事关

国家民族文化安全。 
  此时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不仅及时，还颇有深刻内涵。这组报道和评论反映

了中央主流媒体的学术良知，揭示了传承和重塑乡贤文化的必要性和乡贤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对“乡贤文化”这一课题有着重大的破题意义。“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引发了积极热

烈的社会反响，各大媒体和学术期刊上也相继出现了不少相关报道和研究成果，主流媒体的破题

和引导，已起到明显的社会呼应。 
  其次，报道反映了乡贤文化在当地产生的人文道德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主流价

值观。 
  “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虽囿于篇幅，报道的新乡贤只是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域、不同行

业中的一些个案，但这些个案却是富有时代特征和社会阶层特征的典型代表。他们中既有文人学

者，又有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等，可谓知微见著，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报道反映了现时我国新乡贤阶层在重构新乡村文化中不可忽略的重大作用，深刻折射出了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传统文化滋养了新乡贤，而新乡贤又身体力行践行着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可谓代代相继，不断光大创新。 
  最后，乡贤文化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乡贤者，乡野贤良之士也。“乡贤文化”从

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无数地域与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构成。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

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 
  当代乡贤在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他们反哺故乡的种种感

人事迹，昭示的不仅是事关社会个体的事迹，事迹背后所诠释的是主流价值观对这一社会群体所

产生的深刻人文影响。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关乎

个体的高尚人格，更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对自己的乡村家园记忆日趋淡漠。费孝通先生曾主

张“乡土重建”，其实乡贤也可重建。传统中国社会的士绅曾在“国权不下县”的国家体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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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作用。如今，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他们视野开阔，具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有回报家乡的能力，他们中不少人虽然身在他乡，但却从来未曾忘怀哺育自己的

故乡。 
  “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大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所能所有

奉献给家乡，反哺故园，实质上就是奉献国家，反哺国家。他们高尚的品德，彰显了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恪己之责，尽己

之力，这种行为值得每一个国家公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