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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value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ass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eeply interprets the basic concept and unique nature of mass cultur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ss culture since its emergence and expounds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compares and contrasts with 
other cultural forms. Further,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makes a deep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values in the mass cultur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mass cultural values, and also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ainstream 
values and marginal values. It points out that mass cul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mass culture in promoting social identity, and also analyz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culture and social dynamic changes. 
The prism tex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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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群众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意义。论文首先从理论框架出发，深入解读了群众文化的基本概
念和独特性质，探讨了群众文化自产生以来的历史进程并阐述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与其他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和对
比。进一步地，论文以此为基础，对群众文化中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文中明确了群众文化价值观的特点和
成因，同时也探讨了其中主流价值观和边缘价值观的联系和区别。尤其深入了社会意义的分析，指出群众文化在社会构建
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强调了群众文化对社会认同的推动作用，并且还分析了群众文化与社会动态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论
文提供了对群众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意义的全面理解和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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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群众文化，一种源于人民大众，广为流传，富有生活

气息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具有本质的社会变迁内涵和价

值意识。它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群

众生活实践的反映和表达。本研究以群众文化为对象，运用

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尝试深入剖析群众文化中的价值

观，并期望通过分析其社会意义，为我们理解和评价群众文

化，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群众文化，提供新的视

角和思路。

2 群众文化的理论框架与历史演变

2.1 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解读
群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和发

展。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色，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

重要的价值观和社会意义。本章将对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进

行解读，以深入理解群众文化的本质和内涵。

群众文化是指广大群众创造的、具有大众性和普遍性

的文化现象和形式。它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民间

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娱乐消遣等。群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受到大众需求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追

求和审美趣味。

群众文化具有多样性和民主性的特点。在群众文化中，

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传递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不受特定群

体或阶层的控制。

群众文化是群众参与的文化。群众文化强调人民群众

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不同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它是由群众创

造和传播的，群众积极参与其中，通过个体和群体的互动与

交流共同塑造和传承文化。群众文化是群众的文化，也是为

了群众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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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群众文化不仅吸收了

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还能够与其他文化形态相互交流和融

合。它关注社会的多元性和跨文化的交流，提倡包容和相互

尊重，能够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群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自身的基本理论。

它是广大群众创造的、具有大众性和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具

有多样性、民主性、参与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深入

理解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对于认识和推动群众文化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2 群众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群众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早期，

由于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有限性，群众文化主要体现在民

间传统艺术和口头传承的形式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大众传媒和新技术的引入，群众文化逐渐呈现出现代化、市

场化、多样化的特征 [1]。群众文化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

主要文化形态，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参与。

群众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文化

具有大众性和普及性，它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全体成员之

中，而且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和参与。群众文化具有深

入生活、贴近实际的特点，它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

问题和文化需求。群众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它包含了

各种不同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形态，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需

求。群众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它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

影响，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2.3 群众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比较
与精英文化相比，群众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群体的需求

和生活实际，更加普及和具有吸引力。与传统文化相比，群

众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现代化、多样化和市场化。群众

文化与高端文化相比，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娱乐性，能够满足

群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消遣的需求。与流行文化相比，群众

文化更加强调社会公共性和社会参与性，体现了广大群众的

集体意识和文化表达。

群众文化在理论上的探讨和历史演变中的发展都在不

断推动着人们对群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群众文化的

基本理论解读、历史演变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

群众文化的本质和形态，为后续章节对群众文化的价值观进

行分析提供基础。

3 群众文化中的价值观体现

3.1 群众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与特色
群众文化价值观是指在群众文化中所体现的一种对于

美好生活的追求、行为准则和道德理念。与传统文化相比，

群众文化价值观具有以下特点和特色。

群众文化价值观具有大众性与普遍性。群众文化是广

大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在大众生活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在价值观方面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群众文化价值观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群众文化是一

个辽阔而复杂的概念，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观

念。在群众文化中，人们可以追寻不同的兴趣爱好，表达个

人理念和观点，从而形成多样化的价值观体系。群众文化的

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它能够容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和利

益，并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选择。

3.2 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群众文化价值观是指在群众文化中形成并被广大群众

认同和遵循的一系列观念、信仰和行为准则。它是在群众的

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中不断形成和传承的。

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社

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都对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文化价

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密切

相关 [2]。

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还与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和程度有关。群众的参与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关

注和思考，形成了对社会和个人的一种认同和评价标准。例

如，现代社会中，随着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群众更容易获

取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参与促进了群众文化价值观

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流动性和变化性也是群众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之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群众文化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

新的社会问题、新的价值观念会对群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

生影响。例如，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种观念也逐渐渗入到群众文化价值

观中。

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群众生活经验、参与方式和社会变迁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群众文化

价值观的特征和内涵。了解群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机

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群众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3.3 群众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与边缘价值观比照
群众文化中存在着各种主流价值观和边缘价值观，在

这些价值观的比照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群众文化的多元性和

复杂性。

主流价值观是指在群众中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一类价

值观。主流价值观往往与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紧密相连，代

表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群众文化中，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更多是社会认同和社会期待的集中表达，它们往往是积极向

上、符合社会基本原则的价值观。

边缘价值观则是指在群众中相对较小范围内被认同和

接受的一类价值观。边缘价值观往往与特定的群体或者社会

子文化相关，代表了一种具体的、个别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群众文化中，边缘价值观的体现更多是群体认同和个体需

求的体现，它们可能与主流价值观相比较偏离传统的社会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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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价值观和边缘价值观在群众文化中的共存和相互

影响，是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主流价值观与边缘价值

观的比照使得群众文化更加充满活力和创意，也使得社会对

于不同价值观的认同和尊重更加广泛和包容。在群众文化的

价值观体现中，主流价值观和边缘价值观共同构建了一个多

元而丰富的文化景观，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 

能性 [3]。

4 群众文化的社会意义分析

4.1 群众文化在社会构建中的角色与影响
群众文化在社会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深远

的影响。群众文化是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通过参

与和享受群众文化活动，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鸣和认同

感。群众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色彩，通过体

验和传承群众文化，人们更加坚定地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

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群众文化作为一种共享的文化形态，能够凝聚社会力

量，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助。群众文化活动能够让

人们忘却社会的矛盾与分歧，集中在共同喜好和爱好上，从

而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群众文化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群众文化活

动常常涌现出大批具有创造力和才华的人才，推动着文化产

业的发展和创新。群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创意，这

对于推动社会的经济、技术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4.2 群众文化对社会认同的推动作用
群众文化对于社会认同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群众文

化能够强化社会集体记忆，激发对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认

同。通过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人们可以体验到共同的记忆和

文化符号，从而加强了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群众文化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进

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理解。人们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可以结识

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士，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通过互动和交流，消除了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偏见和认知误

区，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和谐。

群众文化对于群众的自我认同和个体的身份认定也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群众文化能够提供各种参与和表达的

机会，让个体能够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并通过

参与和创造群众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这种个体与

集体的互动和交流，有助于形成多元的社会认同，促进了个

体的自我发展和社会的多样性。

4.3 群众文化与社会动态变迁的互动关系
群众文化与社会动态变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群众文化是社会动态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群众文化中常

常涌现出与时代相契合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形态，这些新的文

化元素和观念通过群众文化体系的传播和实践，影响和引领

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社会的动态变迁也在不断塑造和影响着群众文化的发

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了群众文化的产生、传播和表达方式。社会的动态变迁也

促使群众文化不断适应和变革，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文

化表达 [4]。

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的意义和影响不可忽视。它在社会

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强化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凝

聚力和稳定性，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群众文化与社会的

互动关系也为社会的动态变迁提供了参考和指导。应该重视

和尊重群众文化，加强对群众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以推动社

会的和谐与进步。

5 结语

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了群众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意

义，对理解群众文化的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有着

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摸清了群众文化的历史发展脉

络，揭示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功能，特别对主流和

边缘价值观系统的解读，增加了我们对群众文化深度和广度

的理解。同时，论文研究还细致地讨论了群众文化的社会意

义，强调其对社会认同的推动作用以及群众文化与社会动态

变迁之间的深层次关联等，进一步强化了群众文化在社会构

建中的关键角色。然而，论文对于群众文化的研究仍存在一

些局限，如群众文化的地域性差异、群体内部的价值观分歧

等问题，并没有做详尽的研究和阐述。后续的研究方向，可

以进一步挖掘群众文化的地域差异和内在价值观差异，以期

为理解和研究群众文化提供更深刻、更周全的理论框架和研

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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