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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思路构建

◎陈蓉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群众文化已

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替代

的一个部分，我国的群众文化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也使

得群众文化的地位不断提高，进一步扩大

了群众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力。信息时代的

发展使得文化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群众

文化也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作为媒介更快

普及，使得更多的群众融入到群众文化的

发展之中。

一、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优势

（一）组织结构的优势

群众文化覆盖的面积较广，囊括了各

个村镇，在乡镇之中建立了相应的文化广

电服务中心，在省市之中还有相关的文化

馆，群众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

不同的部分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责任，共

同推动群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因此，在

群众文化传播过程中，会有独立的人员来

进行群众文艺创作、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传

播活动，还能够及时地进行信息的收集和

整理，针对不同的活动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来进行资料的储存。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播和保护时，也能够结合相关人员

的活动创办经验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展示和传承，还可以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

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管理方式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提供物力、人力方面的支持。

（二）沟通渠道的优势

群众文化是直接和百姓的生活相互

关联起来的，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交流

和沟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也促进了

群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各个地方文化馆

的建立，虽然是由普通百姓自发组织的，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文化之中占据着较高的

地位。群众文化是从群众中诞生的，那么

最终也应当回归到群众之中。需要群众能

够积极地向上级部门进行问题的反馈，及

时地解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上级部门才能够采取相应

的决策，将文化传承的精神贯彻落实到群

众之中。因此，群众文化也为百姓和上级

领导的交流之间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沟通渠

道，促进了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保护方式的优势

非物质文化的种类繁多，代表着不同

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更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群众文化来进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能够选择更加多样的保护方式。非物质文

化遗产蕴含的价值，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都

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肩负起保护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群众文化

作为和百姓生活相互结合起来的重要文化，

更是需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能够使得人

们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是通过

非遗展示、开展活动、举办讲座等方式来

引导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转变人们思想观念，鼓励人们积极地投入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

二、群众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意义

（一）群众文化的功能

群众文化具有广泛性、社会性的功能，

还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以及信息

传递的需求。群众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

1. 娱乐功能，娱乐功能是现阶段的群

众文化的最主要功能之一，人们能够通过

娱乐功能感受到群众文化中存在的乐趣，

从而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提升了生活

的质量。

2. 宣传功能，群众文化还能够实现

信息的迅速传播，这也使得群众文化具

有了一定的宣传功能。宣传功能主要是

通过群众文化中的各种实践活动实现的，

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宣传活动

之中，以便更好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发展。

3. 启迪功能，由于现阶段人们的生活

节奏不断加快，使得人们在精神上相对贫

乏。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绝大多数

的百姓都会参与到群众文化之中。群众文

化丰富人们的内在精神涵养，也能够使得

社会更加和谐。

（二）群众文化能够更好地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群众文化的功能对人们具有一定的教

化作用，能够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从

文化的角度而言，群众文化的质量直接决

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程度。通过建

设良好的群众文化，能够使得居民之间的

关系更加和谐，还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生活

环境，有助于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从而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奠定扎实的

基础。群众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开展，

积极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到群众文化之中，

亲身感受的方式，增强了百姓的情感体验，

使得群众文化更加具有意义，也能够更好

地进行非物质遗产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文

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群众文化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更能够

代表新时代人们的思想。

（三）充分利用群众文化的特点来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群众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的特点。

群众文化也是面向百姓的文化，受到百姓

青睐，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之

中的一种文化实践。群众文化覆盖了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的传统乐器演奏、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传统工艺等等，都能够很好地和群众文

化相互融合，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适度

地进行创新，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

更好地 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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