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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博物馆：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的载体与实践
周毓

中共武义县委党校，浙江金华，321200；

摘要：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乡村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对增强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起到了显

著作用。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武义县乡村博物馆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乡村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方面的积极

作用。研究发现，乡村博物馆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构建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的基石；通过在博物馆的参观与互

动，增强了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同时，青年群体在文化认知、情感共鸣和行为实践三个层面上展现了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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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冲突并存，

文化认同成为了构建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核心要素。它不

仅反映了个体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同和归属感，更是社

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基石。在这样的背景下，

乡村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场所，不仅

是文化自信的源泉，也是青年群体中构建文化认同的关

键平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乡村博物馆如何在青年中培

养和强化文化认同感，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成效。

本文将通过分析乡村博物馆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探

讨乡村博物馆在青年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并结合实

践分析青年文化认同构建的具体影响和机制。通过研究，

我们期望为乡村博物馆在青年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文化认同概念的梳理

1.1 认同的概念

1897 年弗洛伊德提到了认同这个概念，认为其有 4

个含义：身份确认、合并、内心投射和内化，即认同是

在身份上对外界对象的认可与同化的内在过程。随后，

弗洛伊德的学生埃里克森进一步强调了自我意识和社

会文化对认同的影响，认为个人经历和社会体验塑造自

我认同。

在汉语中，认同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它源于个体

间相似性所激发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它涉及对他人或

群体的认可与肯定。“认同”是一个逐步内化的心理过

程。认同并非与生俱来或固定不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环境中，通过交流互动而构建的过程及其成

果。

1.2 文化认同的的概念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国家文化的认同感。从实际

角度看，这种认同既是一个将民族精神、情感、规范和

目标内化为个体内在本质的过程，也是个体基于内在道

德本性和特殊需求对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

文化认同理论是一个探讨文化共识、文化交流和融

合的复杂理论体系。文化认同理论主要两种主张：第一

种原生论，认为个体的文化认同是先天赋予的，与原生

家庭的语言、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有情感联系。

第二种是构建论：认为文化认同是后天构建的，个体在

社会活动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群体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

择。文化认同理论强调认同的根源包含对所受文化影响

的认同与接收，涉及认知、情感、行为即身份等多个层

面，影响个体、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等多个层次，并在

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广泛存在。

2 乡村博物馆与文化认同

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

收藏和传承地域 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

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

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学者对乡村博物馆的研

究多从其定义、性质和现状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初乡村

博物馆的概念与地理、经济、政治学科紧密相连，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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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区域博物馆的一个具体类别。乡

村博物馆之所以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

它与乡村文化的核心——乡村性及其遗产话语紧密相

关。郭佳提到“越来越多的乡村博物馆，发展成为收藏

过去也面向当下，基于文化也服务社会，沉入乡土也链

接都市的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纪云飞、王静提到

“乡村博物馆更长远的发展还与国家城乡发展战略、地

区乡村振兴战略息息相关。”

乡村博物馆最重要的作用是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

得以延续。“建好乡村博物馆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

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走进乡村博物馆”，重要的是如

何重新激活传统中的文化精髓，重新确立地方感和文化

认同。

乡村博物馆在文化认同构建中不仅是文化保存的

场所，更是人们特别是青年群体进行文化交流和认同感

构建的平台，对于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乡村博物馆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体现在三

方面：第一，乡村博物馆是文化传承与认同的纽带。它

们不仅保存了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髓，而且通过各

种展览和教育活动，使得这些文化财富得以生动展现，

让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乡土文化的

魅力。第二，乡村博物馆是文化自信的推动力。它们通

过保护和活化乡村的文化遗产，不仅为青年群体提供了

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本土文化价值

的自豪感，激发了青年群体对乡村文化的热情。第三，

乡村博物馆是文化价值的传播者。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

和互动体验，乡村博物馆将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给

青年群体。这种文化展示不仅让乡村文化得到更广泛的

认可和尊重，而且有助于加深青年群体对乡村文化价值

的理解，从而巩固和加强文化认同。

3 乡村博物馆对文化认同的实践

3.1 研究方法

浙江省在“十四五”期间提出了建设 1000 家乡村

博物馆的目标，截止 2023 年 9 月第，已建成乡村博物

馆 692 家。本文选择武义乡村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是因

为其创建实践早，创建数量较多。截止 2024 年，武义

县已成功创建 39 家省级乡村博物馆，涵盖了民俗、历

史、艺术等多种类型，覆盖全县 80%以上的乡镇和街道。

作者实地走访调研了其中 24 家武义县省级乡村博

物馆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古迹和民风民俗。同时作

者对来访青年群体进行观察记录，并对其进行了访谈，

了解参观者的生活学习或工作经历、参观博物馆的原因，

还访谈了相关博物馆的负责人，了解该乡村博物馆的建

设及运营状况等。

3.2 乡村博物馆对文化认同的作用

3.2.1文化传承与认同的纽带

乡村博物馆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根基，更是连接历史

与未来的桥梁。朱志强民俗画馆，坐落在武义县履坦镇

坛头村，其中陈列的 110 幅画作是朱志强用时十年时间

创作的，记录了武义民风民俗故事，涉及婚嫁、娱乐、

农事等十个方面。

展馆负责人朱志强说：“在以前，很多民俗民风，

都没有照片的。所以我想通过画画把武义的民俗民风保

存下来，让其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传承下去。”

青年群体在参观了朱志强民俗馆表示“很多场景，

是我们父母小时候所经历的，但我们没见过。今天看着

这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作，我们也感受到了父辈童年自

由快乐的时光，对农村的认识也更深刻了些。”

同时位于坛头村的婺瓷展示馆，馆内收藏了上千件

各式各样的婺瓷藏品。在馆中，除了可以欣赏婺瓷，还

可以亲手拉坯、体验古法烧窑，聆听讲座，深入了解婺

州窑的历史文化。通过展示，让青年群体深入了解婺州

窑的传统烧制技艺，通过互动体验，让他们亲手体验制

陶过程，这种实践性的文化体验加深了青年群体对乡土

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3.2.2文化自信的推动力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从明朝

末年到解放前夕，畲族祖先的后代陆续迁入武义县，武

义县南部山区乡镇是畲族主要聚居地。武义县畲族风情

民间展示馆位于柳城畲族镇车门村，收集红色展品、经

典刺绣、铜器、瓷器、老家具、竹编、农耕用品、日常

用品以及畲族契约等共 5000 余件，展示了畲族人日常

劳作和琐碎的生活。

“现在畲族文化能够流传下来的越来越少了，等到

畲族老人走后，畲族文化的传承就更难了。在这个畲族

展示馆里，我们看到了畲族精美的刺绣、还有老物件，

有时候展馆负责人还会给我们唱畲族山歌，这个山歌也

是很有讲究的。”

“我只知道我是畲族的，但从没有了解过更多。畲

语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别的就不了解了。通过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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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了解到畲族人都是唱山歌的高手，畲族的头饰也很

漂亮，我是畲族人，还是挺自豪的。”

乡村博物馆在话语的表达中塑造的是一种能够让

个体产生自豪感的集体认知，继而让参观者获得了文化

上的自信。这种认知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博物馆的期望，

它也是个体对于自己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体面并

且美好的，使自己产生自豪感，并对其祖辈产生了强烈

的身份认同。

3.2.3文化价值的传播者

牛头山植物标本馆，坐落于武义县西联乡大溪口村

的雅溪居民宿内，占地面积逾 400 平方米。馆内陈列着

370 余种武义本土植物的珍贵标本。展馆四周，是一座

生机勃勃的“百草园”，园内生长着 500 余种植物，以

及一片占地 35 亩的生态古树林，为青年群体提供一个

亲身体验和学习的植物教学基地。

“参观了标本馆，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植物世界的

精彩，并且学会了通过形状、颜色、气味等方法来辨别

不同的植物，太有趣了。大自然很奇妙，同时我们也要

学会保护植物。”

标本馆的负责人表示：“我们致力于为年轻一代打

开一扇通往自然世界的大门，让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

有机会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体验自然的奇妙与乐

趣。”

4 乡村博物馆促进青年群体文化认同的机制

4.1 文化认同的基础——集体记忆的培育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们通过日常的口头交流

和面对面的互动，传承着当地的习俗、礼仪、技艺以及

戏曲传说等文化形式。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后者

在话语领域中逐渐失去优势。通过口头交流传承的代际

记忆具有时效性，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

层的困境。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记忆的延续依赖于媒介及其再

生产。文化记忆的媒介载体被称为“记忆场所”，包括

节日、建筑、礼仪等。通过这些媒介，集体成员能够建

立和培养共同的身份感和归属感。乡村博物馆作为文化

记忆的载体，通过展示物质和非物质的记忆媒介，传递

村庄的共同文化记忆，使得没有共同经历的群体成员也

能记忆和传承。博物馆内营造的乡村特定生活实践场景，

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记忆唤醒的条件。在这个“记忆场所”

的构建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为文

化认同提供了基础。

4.2 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自信的培养

文化自信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在青年群体

参观乡村博物馆的体验中生根发芽。在乡村博物馆中，

青年们不仅目睹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更深刻感

受到了其独有的韵味和深邃。这种体验也促使他们认识

到，文化自信并非一种天赋，而是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

和碰撞中逐渐塑造。

文化自信的构建，一方面植根于民族历史长河中积

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它也依赖于跨文化的

比较和反思，通过这种比较，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

的独特之处和无可比拟的价值。在与乡村博物馆的互动

中，许多青年在访谈里表达了他们的新发现：他们惊讶

于传统文化的趣味性和深邃性，这种认识不仅拓宽了他

们的视野，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的

理解。这一认识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情

感的共鸣和身份的确认。它强化了青年群体对自身文化

根源的自豪感，为他们的文化认同打下了坚实的自信基

础。

4.3 文化认同的表现——三个方面

4.3.1.文化认知

在武义县的 39 家省级乡村博物馆中，参观者不仅

能够直观地感受文化的深厚魅力，还能获得丰富的知识。

博物馆不仅提供了知识的窗口，更激发了人们对更深层

次知识的挖掘和探索欲望。

4.3.2情感共鸣

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主要体

现在两个层面：感知情绪和身份认同。乡村博物馆中那

些展现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元素，为青年带来了熟悉和亲

切的感觉，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自己族群归属和身份定

位的认识。

有青年表示：“当我看到那些熟悉的物品在博物馆

中展出，让更多人了解时，我感到非常自豪。”还有青

年说：“在馆内发现我熟悉的物件，我意识到这是因为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所以我能够理解它

们。”

这些体验不仅增强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也强

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4.3.3行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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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在乡村博物馆中经历的认知与情感变化，

最终会转化为实际行动，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这种文

化认同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种行为：打卡和分享。在访

谈中我们发现，许多青年会选择前往热门展馆进行“拍

照打卡”，而另一些则会在社交媒体上向他人推荐或分

享他们的研学经历，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些打卡和分享的行为不仅增强了青年群体对传统文

化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将博物馆中静态的文化符号转

化为他们个人的认知与情感输出，进而构建起对文化的

全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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