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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uses scene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tool, and takes the objective composition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system of scene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arry 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sample of Tonglu construction practic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objectively coordinate multiple forc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do a good job 
in talent cultivation, enhance the main force, improv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form a long-term mechanism; in the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system, the character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a unique, popular, and practical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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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路径思考——以桐
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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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本研究以场景理论为理论工具，以场景的客观构成和
主观认识体系为分析框架开展质性研究。通过对桐庐建设实践为观察样本，本研究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在客观构
成上统筹多方力量、优化资源分配，做好人才引育、增强主体力量，完善机制构建、形成长效机制；在主观认识体系上应
突显“真”“善”“美”的品格，打造独具特色的、群众喜爱的、具有现实效用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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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目前，中国在公共文化空间

方面的布局不断深化。2021 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

2023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指出将围绕全面贯彻落

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一系列创新

举措，“公共文化新空间行动计划”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2023 年度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流展示活动的开展，旨

在引领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构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

2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浙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但在

实际投入使用的过程中，高运营成本、低参与率等多种因素

导致的空间空壳化、悬浮化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效能的发挥及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如

何破解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后续成长困境成为一项重要议题。

3 理论基础

3.1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开展参与文化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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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文化生产生活的公共性场所，是凝聚价值认识、承载公共

意志的空间载体，其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

哈贝马斯的影响下，公共空间理论早期更多地聚焦于对城市

公共空间的探讨 [1]。但是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城乡

融合进程的加速，对公共空间的探讨边界逐渐由城市公共空

间扩大至农村公共空间，演变为“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

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2]。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原本以宗族、儒学、礼教为主流

的农村共性文化符号受到冲击。传统文化的逐渐离场、多元

价值观的迅速入侵、农村人口流失等问题使现今的乡村社会

秩序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调”和“失控”，给农村基层治理

带来阻力，农村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布局

虽日趋完善，但也逐步暴露出“空心化”“格式化”等问题 [3]。

如何摆脱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困境、推动乡村发展模式转

型升级，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解读。笔者认为场景理论可

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为这个问题提供新的发展路

径参考。

3.2 场景理论
场景理论由新芝加哥城市学派提出，以美国特里·N·克

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和丹尼尔·西尔佛（Daniel Aaron  

Silver）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场景是由各种消费实践所形成

的具有符号意义的空间，涵盖了五个要素：邻里或社区；物

质结构或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前三个元素及活动的组合；

场景孕育的价值观。对场景的认识主要有客观结构和主观认

知两方面，即场景不仅是各类设施的物理堆积，更是作为一

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彰显符号，可对在空间内开展活动的个体

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里· N·克拉克指出场景理论

为研究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化驱动作用提供了新的综

合性视角。基于对多国的研究，他认为场景理论也为阐释中

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

3.3 耦合性论证
近年来，场景理论在城市发展实践中不断迸发新的生

命力。随着城乡融合步伐的逐步加快，部分国内学者开始逐

步将该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与发展

实践中。

场景理论兼顾了本土性和普适性，能够为乡村公共文

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因此基于

对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当下建设现状的现实观察，场景理论与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领域的研究具有耦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一是基于消费与生产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场景理论特

点之一是立足于生产与消费发展现状下引入美学概念。它如

黏合剂一般将一个空间内具象的物理设施与抽象的文化价

值观念进行有机连接。当前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城市对于乡

村旅游的需求十分旺盛。市场在嗅到这一点之后迅速投入资

金开发乡村旅游，各类“网红”乡村图书馆、咖啡店、博物

馆层出不穷。一个成功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能够拉动

当地旅游消费，还能成为联结村民和游客之间的纽带，为当

地文化和创意产业布局增添色彩。因此，场景理论的运用可

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当前城乡融合进程下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的需求。

二是重视文化在区域发展的作用。人口和经济增长是

一个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场景理论认为文化活动与区域

人口、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即场景理论高度肯定文化活

动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当前的不协调现象表明，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脚步存在不一致、不协调等问题，

文化建设急需赶上经济建设步伐。场景理论的运用既可加快

乡村文化建设进程，还能在吸引人才回归、资源要素流入等

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步

伐、推动区域发展。

三是对于地方性政策研究的参考意义。场景理论中，

邻里或者说社区是一个场景的客观构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于

农村而言，邻里或社区可类比不同的村落。鉴于不同村落的

区域差别，不同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充分考虑到本村

传统文化、村民文化需求、现有基础设施等各类要素，避免

出现“千村一面”现象。场景理论有较为完善的主客观构成

体系，因此其运用结果对于区域公共文化的政策制定具有较

高的参考意义 [5]。

论文将以桐庐县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实践为研究样

本，以场景理论客观构成体系和主观认识体系作为分析框

架，排摸阻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主要问题线索，从而

提出进一步建设策略。

4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桐庐实践

4.1 客观构成体系

4.1.1 邻里或社区
桐庐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全县辖 4 个街道、6 个镇、4

个乡、181 个行政村，多山丘陵地形。地形的阻隔使得村与

村之间的民风民俗不尽相同。如江南镇片区的江南古村落，

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既有各类古建筑、桥梁、

庙宇、祠堂、水系、名木古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各类民

风习俗、传统节日、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富春江

镇片区因独到的自然风光自古以来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喜

爱，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诗句，也因东汉高士严光在此地

隐居垂钓而成为东亚隐逸文化的发源地。

4.1.2 物质结构或基础设施
桐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基础较好，主要分为自

然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建设。自然形成主要包括顺应农民

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形成的空间，如祠堂、宗庙或房前

屋后集会交流的空地等。政府主导主要包括乡村书吧、文化

礼堂、文化站等。市场建设主要包括乡村咖啡馆、乡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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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设施等。总体而言，桐庐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基础设施虽

较为完善，但不同力量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呈现出传统公

共文化空间能量日渐式微，其他公共文化空间中政府力量突

出、市场力量相较薄弱的态势。

4.1.3 多样性人群
桐庐在人才引进农村、人才回归农村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例如，深入推进“青年、乡贤回村”行动、深化千万农

民素质提升工程等。创意阶层是推动区域发展转型的重要力

量，桐庐高度重视对这一人群的引育。深澳村“百匠艺术街

区”成立百匠服务中心为匠人提供服务，确保名匠名人“引

得来、留得住”，建立“以匠引匠”模式，发挥优质人才综

合示范带动作用。依托较为发达的乡村旅游产业，外来游客

也是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人群之一。在“以文塑旅”

理念下，桐庐以 5A 级景区创建、艺术村镇建设、文旅 IP

打造为抓手，积极建设乡村博物馆、改造原有空间、提升老

旧公共文化空间。

4.1.4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联结了前三个要素，对于吸引人们进入公共

文化空间具有重要吸引力。2022 年，桐庐充分利用欢乐大

舞台、书画桐城、文化下乡等活动为载体，持续推进“礼堂

服务综合体”建设工作，优化文化礼堂服务供给，丰富拓展

“文明礼仪、志愿服务、电影下乡、‘我们的村晚’、文化

下乡、体育赛事下乡”六类活动形式，实现文化礼堂利用效

能的提升。此外，桐庐在策划文化活动时注重现代与传统的

充分结合。如翙岗古村开展“喜街”（通“洗街”）活动。 

“喜街”有祛灾纳福、平平安安的寓意，是翙岗村特有的传

统民俗文化，至今已延续三百多年。2023 年的“喜街”活

动结合当下“音乐 + 烧烤 + 啤酒”最流行的生活娱乐元素，

举办了翙岗喜街音乐啤酒狂欢趴，获得村民与游客的广泛

好评。

4.1.5 文化价值观
桐庐是历史文化名城，坐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传

统文化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以药祖文化诗词文化隐逸文

化为特色；在现代文化方面，桐庐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

南堡精神、梅蓉精神、快递精神。依托区位和自然条件优势，

桐庐被誉为江浙沪“后花园”。发达的旅游业带来了各类文

化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开放与包容是桐庐不断适应新时代

的方式。如在江南古村举办的动漫艺术节，使现代艺术元素

注入古色古香的村落中，见证了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与融合。

4.2 主观认识构成分析
场景理论主观认识体系分为三个主维度和十五个子维

度。三个主要维度指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在三个主维

度下，场景理论从文学、宗教、艺术等文化范畴中的关键性

要素提取了十五个子维度，对三个主维度进行具体细分。

4.2.1 真实性
真实性是对真”的识别，是识别个体身份内涵和意义

的依据。古建筑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即可识别特定区域身份

的特殊符号，如“徽派建筑”“北京四合院”。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桐庐高度重视对古建筑的保护，秉持“修旧如旧”“以

新补新”理念实施古建筑修缮工程，用以保留古建筑本有的

独特气质、展现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实施“微改造精提升”

工程，在老街古堂小弄设置艺术景观小品等乡村艺术装置，

既增强村民自豪感认同感，也为外来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乡村

体验。

4.2.2 戏剧性
戏剧性是对“美”的感知，是人们观看别人以及被别

人观看的方式。2020 年以来，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为出

发点，桐庐围绕村庄建设、品牌打造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三

个方面全面开展艺术乡村建设。在村庄建设方面，加快实施

艺术村镇创建工程，打造文化艺术街区、艺术村落；在品牌

打造方面，举办各类活动提升文旅 IP 知名度影响力，如在

梅蓉村举办山水艺术节，与中国美院合作开展艺术乡村建

设；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方面，鼓励群众开展艺术创作，如

打造“美丽庭院”“美丽菜园”等生活场景，充分调动村民

参与积极性。2023 年《艺术乡村建设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

桐庐实践》入选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4.2.3 合法性
合法性是对“善”的认知，是对某些社会存在所进行

的对或错的判断。在桐庐的实践中，不断提高空间综合运用

效能是重要原则之一。以文化礼堂为例，为提升礼堂利用效

能，桐庐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县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

建设的实施意见》，以“资源共享、驻堂共建”为指导原则，

实现县级部门和村级礼堂间的资源互通，率先推行“礼堂 +

各类服务”运行模式，持续优化文化礼堂服务供给。在“浙

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数据管理平台”中的累计指数排名中，桐

庐位列全省前茅。

4.3 主要问题

4.3.1 客观结构体系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失衡。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多由当地

党委政府主导，对于全县各村而言资源分配难以做到均等

化，从而造成村落间发展情况失衡现象。二是多样性人群缺

失。根据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显示，桐庐农村

人口减少 43206 人，农村实用人才 40 周岁以下占 14.98%，

61 周岁以上占 42.11%。“空心村”现象较为普遍，人才队

伍面临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严重制约农村

公共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三是村级层面活动常态化尚未实

现。部分山区村落仅凭自身能力难以实现常态化利用文化礼

堂、文化站等空间开展活动，且活动形式内容大多较为枯燥，

开展效果不佳。

4.3.2 主观认识体系方面
村内文化礼堂、文化站等公共文化空间由于多为政府

为主导建设，内容严肃，表现形式单一，多以村规、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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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貌为主要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进程呈现，政治属性在空间

中较为突显。对于本村风土人情、传统文化、民俗风貌等通

俗化艺术化表达的缺少，易造成村民对该空间的疏离，及认

同感归属感的缺失 [6]。

总之，目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在“真实性”“戏剧性”“合

法性”三个维度的塑造和平衡上有待加强。

5 场景营造策略

5.1 客体构成层面
统筹优化资源分配。因发展规划、自身基础等多方面

原因，实现资源分配的完全均衡是不现实不科学的。政府应

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群众等多方力量，根据实际进行科学

规划，对于建设基础较好的村落引导其着力发挥群众力量，

对于建设基础较差的村落应多给予帮扶，同时应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通过引入市场力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应大力支持青年和乡贤回乡创业

兴业，为人才回归培育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以“人的回归”

带动资金、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入；提升村民文化素养

和专业能力，对本村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使其与文化站管

理员、博物馆讲解员等岗位进行适配，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着力完善机制构建。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

实现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地传达与落实。县级层面政策的制定

需给乡镇和村级层面一定灵活性，避免机械式下发任务传导

压力；乡镇层面和村级层面应根据本地实际和上级政策因地

制宜；构建强村帮弱村、周边村落联动等文化交流机制，减

轻部分小村自行组织文化活动的压力，使文化在交流中碰撞

出新的火花。

5.2 主观认识层面
突显“真”的品格，展现传统文化与本土特色。当地

传统文化是村民对自我乡土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也是外来

游客对这一地区特点认识的重要符号。因此在进行场景构建

时，要充分结合传统文化和本地特色。从先锋书店这一成功

案例可知，只有充分尊重和承认本地文化，才能塑造出可识

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场景。如若脱离当地传统文化而进行，

则易出现“同质化”“格式化”等问题。

突显“美”的品格，坚持艺术乡建和美学表达。将艺

术融入乡村可提高人们对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从

而在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农村居民的情操，提升其文化素养，

乃至于改善村风民风。美学表达的包容性也可联结农村与城

市、传统与现代，加快两者的融合步伐。

突显“善”的品格，注重科学规划和综合运用。文化

场景的构建不能脱离当地村民文化生活需求进行空想，否则

易出现空间闲置、活动流于形式等问题。前期详尽的调研

和科学的规划可最大限度保证场景落地后的应用效果，避免

“造了不用”的情况发生。对于空间的综合运用可提升资源

利用效率，一方面便于综合管理和整体运营，另一方面也避

免功能较为单一的不同空间开展“多头建设”的浪费现象。

6 结语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建设脚步应

随之逐步加快。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已取得一定

成效，但问题与困境也逐步显露。解决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

展矛盾的过程，也是探寻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过程。在城乡融

合的背景下，希望未来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成为城市与

农村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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