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问题的提出院乡村文化振兴中的
移风易俗主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

署遥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袁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尧实
施路径尧 未来愿景在党和国家颁布的政策文件与

领导人讲话中日渐明晰淤遥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

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袁亦被置于重要位置遥 2018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
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将野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冶作为达成野繁

荣兴盛农村文化袁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冶的举措之

一[1]遥 2019 年 1 月 3 日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出台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野三农冶工作的若干意见曳遥 该文件第六条从野完善

乡村治理机制袁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冶高度袁提
出要野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冶袁以此野引导和

鼓励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

施袁对婚丧陋习尧天价彩礼尧孝道式微尧老无所养等

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遥 冶[2]

然而移风易俗并非易事袁特别是与民众日常生

活紧密相关的风俗移易行动更加考验政府的治理

水平尧治理能力遥 譬如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强力推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移风易俗
主题与政府角色转换

唐钱华

渊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袁重庆 北碚 400715冤

摘 要院移风易俗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题与难题袁合理定位移风易俗中的政府角色袁关系着乡村文化

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成败遥 以四川凉山彝区的移风易俗运动为案例袁我们可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地方

政府移风易俗运动中的角色主位尧错位与回归本位进行探讨遥 文化管理的国家主位传统袁为移风易俗运动

中的政府角色主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袁是移风易俗运动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遥 主导与主位的文化管理模式

引发的风俗误读袁成为移风易俗运动中政府角色错位的根源遥 乡村文化振兴应以野文化治理冶理念为指引袁
实现由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袁经由新型多元主体关系建构尧社会治理模式革新尧文化变迁主体

文化自觉意识的唤起袁更好地促使地方政府回归移风易俗角色本位遥
关键词院乡村文化振兴曰移风易俗曰文化治理曰彝族曰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院G 127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6-0014-09

收稿日期：2019-07-20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治理院重庆市民族乡村治理机制的新思考冶渊2018

QNSH45冤曰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点项目野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尧进路与中国实践院基于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

调查冶渊SWU1909304冤
作者简介：唐钱华袁人类学博士袁西南大学副教授袁西南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袁重庆文化产业渊西南大学冤

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主要从事人类学尧乡村社会治理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6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6
圆园19 年 11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Nov援 圆园19



行的殡葬改革就极大地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于袁
为移风易俗中政府作为与社会治理提供了诸多可

供思考的空间遥 因而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

时代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袁我
们需要重新审视如何经由更好的移风易俗行动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袁 以满足民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的需要遥 地方政府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实

施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组成力量遥 对乡村文化振

兴战略下的政府移风易俗行动袁 我们需要进一步

厘清如下问题院 政府移风易俗行动的法理性与目

的性何在钥 政府在移风易俗行动中如何定位自身钥
如何从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视角袁 将移风易俗行动

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考量钥 如

何化解地方政府移风易俗行动中的困境与难题钥
本文以 2010 年以来凉山州政府在凉山彝区相继

推行的野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冶尧野四好村冶创建

等移风易俗行动为研究对象袁 基于作者 2010 年 7
月至今在普格尧布拖尧甘洛等县的田野调查袁结合

移风易俗与文化治理的相关理论袁 从历时与共时

维度审视移风易俗行动的政府角色主位传统尧角
色错位根源及回归角色本位的路径袁 从而为化解

当前地方政府移风易俗中的难题与更好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提供可行性建议遥

二尧凉山彝区移风易俗行动院一场
政府主位下的文化管理实践

渊一冤主导移风易俗院一项文化管理的国家主

位传统

风俗因其与时代风习尧社会治乱尧国家兴衰紧

密相关袁古往今来一直备受关注遥 从西周时期建立

观风察俗制度[3]袁到春秋战国时期移风易俗命题确

立尧两汉时期移风易俗命题被确认为野大一统的封

建官方意识形态政策冶[4]袁 至此移风易俗正式成为

国家文化管理传统与文化管理政策的一部分遥 汉

代以来虽历经朝代更迭袁 但此期确立的国家文化

管理传统与文化管理政策却得以代代延续袁 由此

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基本脉络袁即野风俗

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

的思想之中冶[5]遥 民国时期袁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通过

国家强力形式从历法改革尧强制剪辫尧衣食住行的

改造尧 婚嫁礼俗与丧葬礼俗改革等七个方面推进

移风易俗行动[6]遥 中国共产党及其随后建立的新政

权一直以移风易俗作为基本主张与奋斗目标袁并
始终贯穿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尧 社会主义革命到

社会主义建设尧 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之中[7]遥
由是观之袁在中国社会移风易俗进程中袁国家

从未缺位袁而是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遥 移风易俗的

国家主位传统袁 为当今政府介入移风易俗行动的

法理性尧 合理性及其主位角色提供了历史基础与

理论依据遥

渊二冤植入现代文明与变革传统生活方式的凉

山彝区移风易俗行动

1.凉山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

凉山彝区主要指彝族与其他民族共同聚居的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遥 该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的

川滇交界处袁因其相对集中的彝族人口袁从而形成

了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遥 囿于地理环境尧历史文

化尧民族习惯等方面的因素袁凉山彝族的一些文化

形态与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及现代文明相去甚远袁
甚至成为彝区社会发展的阻碍遥 移风易俗与植入

现代文明成为助推彝区发展的重要举措遥
2010 年 3 月袁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第 7

次到凉山调研 [8]袁在调研中刘奇葆反复强调要野移
风易俗袁引导群众树立讲卫生尧爱清洁的意识袁彻
底改掉不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袁丢掉落后袁追求先

进袁追求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冶[9]袁并做出了野推进

凉山跨越式发展袁 必须把提升文明程度作为重要

内容袁高度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冶尧野大力倡导

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袁引导群众转变陈规陋习尧主动

移风易俗冶的指示 [10]遥 2010 年 4 月 20 日袁凉山州

委尧州政府召开动员部署野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

动冶电视电话会议袁标志着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在

彝区全面启动遥
该运动以野板凳工程冶为先导盂袁以移风易俗尧

禁毒防艾尧环境治理尧农村学校教育尧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为主要内容遥 结合野领导挂点尧部门包村尧
干部帮户冶活动袁计划集中 3 年左右时间袁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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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意识尧人居环境尧生活质量尧城乡社会文

明和谐程度等方面袁 将凉山建成民族地区现代生

活方式的示范区遥
2.野四好村冶创建活动

2013 年以来袁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深度

开展袁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凉山调研时袁根
据当地特殊情况提出了野住上好房子尧过上好日子尧
养成好习惯尧形成好风气冶的野四个好冶袁并将其与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与脱贫攻坚结合袁 优先解决贫

困户住房问题[11]遥 2016 年 9 月以来袁以野住上好房

子尧过上好日子尧养成好习惯尧形成好风气冶为主要

内容的野四好冶创建活动在彝区全面展开遥 野三建四

改五洗冶渊即建庭院尧建入户路尧建沼气池曰改水尧改
厨尧改厕尧改圈曰洗脸尧洗手尧洗脚尧洗澡尧洗衣服冤工
程成为引导彝族民众野养成好习惯尧形成好风气冶
的重要举措遥 及至 2019 年袁凉山州政府持续开展

了野文明村冶尧野五好家庭冶和野星级文明户冶创建活

动袁加大对不良行为教育惩戒力度袁积极引导群众

移风易俗袁不断激发脱贫奔康内生动力[12]遥
由是观之袁我们看出无论是野彝区健康文明新

生活运动冶还是野四好村冶创建活动袁其移风易俗实

践的本质都是政府主导遥 以政府强力主导的移风

易俗实践因为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人力尧物力尧财力

及运用多重力量进行思想动员袁 因而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式袁但这恰好亦是问题所在袁成为我们反

思主位视角下政府移风易俗角色错位的起点遥

三尧文化管理模式下的风俗误读院
移风易俗行动中政府角色

错位的根源

风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与民众日

常生活紧密相关遥 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

下袁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地方文化建设如何满足民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遥 作为与风俗紧密相关的文

化管理尧文化政策及文化建设工程袁政府主导的移

风易俗行动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直接相关袁
我们必须予以重新审视遥 在野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

运动冶尧野四好村冶 创建活动等移风易俗行动中袁政
府的主位角色促进了移风易俗实践的顺利开展遥

然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袁 因为过于强

调政府的主导地位袁 致使民众主体地位的缺失与

话语表达的弱化遥 政府与民众在风俗评价中沟通

机制方面的欠缺袁 最终加深了政府与民众在风俗

认知方面的裂痕遥 误读风俗成为文化管理模式下

的直接弊端袁 导致政府移风易俗行动中角色的错

位与偏离袁 一些移风易俗措施遭到彝族民众的抵

制遥 因之在移风易俗行动中袁地方政府应从如下三

方面重新认识风俗遥
首先袁 风俗是表征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特殊

文化形态袁 移风易俗需要认识到其具有的日常生

活与特殊文化形态的特性遥 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

具象化袁风俗是一种集体性尧习惯性的文化模式袁
是一种生活文化袁 体现了日常生活的 野既成性冶尧
野未完成性尧开放性冶尧野自在性尧非反思性冶尧野理所

当然性冶方面的特点[13]遥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袁风
俗的文化特殊性表现为野不普遍的尧传播不广泛的

特点冶袁这种特点野一般只适用于某个地方尧某种文

化或某种社会冶[14]袁野十里不同风袁百里不同俗冶是最

好写照遥 因而在凉山彝区袁我们才会看到义诺尧圣
乍尧所地 3 种亚文化形态袁看到火把节尧彝族年等

岁时节日民俗袁看到独特的成年礼尧火葬尧婚嫁等

人生仪礼民俗袁看到彝族民众做饭用锅庄尧吃饭用

马勺尧喜食酸菜和坨坨肉尧席地而坐与席地而卧尧
不善浣洗与羞用厕所等生活习惯遥 而此类与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的风俗常与不好的习惯尧风气等同袁
成为移风易俗的对象遥 事实上我们发现袁正因为风

俗具有的日常生活属性与地域尧族群文化特性袁因
而很难有一种判断风俗优劣的黄金标准遥 这就要

求地方政府转变对待风俗的态度袁 摒弃简单的以

进化论或现代文明观来衡量一种风俗的话语逻

辑遥 这样就能避免政府在移风易俗行动中简单套

用不同文化的标准袁避免出现将野彝族丧葬期间吃

坨坨肉视为陋俗袁而将吃中餐视为良俗冶这类简单

的错误遥
其次袁重视野辨风正俗冶袁以更合理的方法指导

移风易俗遥 早在东汉时期袁 著名学者应劭就在其

叶风俗通义曳自序中提出野为政之要袁辨风正俗最其

上也冶遥 野辨风正俗冶同样是当今政府移风易俗行动

开展的重要前提与认识论基础遥 经由野移恶风尧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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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俗冶袁达成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善治目标才

是移风易俗的终极目的遥 如何辨恶风识恶俗仍然

是当前横亘在政府移风易俗行动中的一大难题遥
清代黄遵宪的辨风正俗及对策观至今仍具借鉴意

义遥 在叶论礼俗曳中袁他将风俗分为善者尧有弊者尧败
坏者 3 个层次袁并提出野善者导之袁其可用者因之袁
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袁败坏者设法以救之冶的对策[15]遥
因此重视辨风正俗袁明确移风易俗主要是变革野不
合时代要求尧有碍社会秩序稳定尧有悖科学与文明

的不良旧俗尧陋俗和恶俗遥 冶[16]

因而袁 政府在进行移风易俗前一定要重视辨

风正俗遥 一方面对一些真正的陋俗尧恶俗进行坚决

移易遥 如凉山彝区一些地方婚嫁中的天价彩礼尧葬
礼中杀 100 头牛的丧葬浪费习俗榆就是政府移风

易俗的对象遥 另一方面对一些旧俗则应以引导尧劝
诫为主袁避免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滥用袁导致偏离职

能范围遥 如 2019 年 5 月初袁金阳县为大力推动移

风易俗示范创建工程袁 进一步推进健康文明新风

建设袁颁布了叶金阳县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

张浪费之风十不准曳袁其中备受争议的野丧事简办袁
遏制薄养厚葬及丧事大操大办冶条款中袁明确规定

野丧期伙食以中餐为主袁不准吃坨坨肉袁出殡安葬

可分坨坨肉但控制在 3 坨以内冶[17]遥 对当地人饮食

方式的规定与限制袁 明显超出了政府移风易俗的

职能范畴遥 此类超出政府职能范畴的移风易俗行

动袁不仅可能得不到移风易俗行动主体的理解尧支
持袁更有甚者可能将政府推向公众舆论的漩涡袁导
致政府公信力丧失与行政权力受损遥 因此袁唯有重

视辨风正俗袁 地方政府才能避免移风易俗行动中

野该管的不管尧不该管的乱管冶的角色错位遥
第三袁尊重风俗及风俗创造尧享用者的文化权

利遥 作为风俗的创造者尧享用者尧实践者袁政府应当

给予风俗主体以 野文化公民冶渊cultural citizenship冤
的身份遥 该身份能够野保证国民个人尧群体不因性

别尧教育尧贫富尧民族尧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受到

文化上的贬低袁保证国民能够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

获得承认与欣赏的机会遥冶[18]渊P14冤长久以来袁中国主

流观念对民众日常生活一直持否定态度袁 从而导

致他们野通过否定民之俗而否定俗之民冶袁因而形

成野传统的日常生活是由耶陋俗爷所代表的观念 [18]

渊P10冤冶遥 此种权力话语最直接后果是导致政府在移

风易俗行动中忽视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及文化权利袁
最终招致斯科特所说的弱者运用 野弱者的武器冶进
行反抗[19]袁形成多样化的野逃避统治的艺术冶[20]遥

如凉山州 PG 县对民众火把节节期的统一规

定就是对民众野文化权利冶忽视的典型案例遥 PG 县

被誉为火把节发祥地袁2004 年曾被四川省文化厅

授予野中国彝族火把节之乡冶称号遥 近些年为了与

凉山州政府规定的全州火把节节期相统一袁PG 县

强制规定所有村寨只能在每年农历 6 月 24 日开

始过节遥 2018 年凉山州火把节节期定在 8 月 4 日遥
7 月 18 日袁笔者回访曾经的调查点 PG 县大坪村袁
发现虽然有政府的强制性时间规定袁 但是该村民

众仍然按照彝族传统选择在 7 月 19 日过火把节遥
而 PG 县其他一些村寨也按照自己的历法择日偷

偷过火把节遥 该县某乡党委书记 JC 告诉笔者院
现在县政府要求大家按照州上的选的日子在

8 月份过火把节袁昨天有些家庭已经偷偷摸摸过火

把节了遥 县里面要全部规定尧控制所有人是不可能

的袁县里面只能是控制得了乡干部尧村干部遥 现在

真正的火把节只有布拖县和 PG 县了袁都是民间自

发的袁是真正的民间行为袁其他地方的火把节都是

为了旅游发展吹出来的袁是政府行为遥 为什么现在

人们没有选择在农历 6 月 24 日过火把节袁这就跟

地球变化了一样的遥 今年昭觉是 7 月 1 号袁布拖县

是 20 号过火把节遥我们 PG 县去年政府形成共识袁
全县所有人去年必须在 20 号以后过袁20 号以前过

的都要惩罚遥 今年是必须在 8 月 5 号遥 但是老乡这

些全部都在 7 月 19 号过火把节了袁包括干部这些

都偷偷摸摸地过火把节遥 县里面也有督察组袁天天

惩罚我们书记尧乡长尧村长袁天天找我们算账遥 民间

过火把节县里面是控制不下来的袁 因为那些老乡

不可能去抓他袁法律上没有规定抓他袁他们自己过

火把节法律上也不违法虞遥
事实上袁 政府与民间在火把节节期择定方面

的冲突袁 反映的是政府与民间这两套不同话语体

系间在沟通方面的缺失遥 彝族民众按照彝族传统

历法择定吉日过火把节袁 更多是基于生活文化基

础上的民俗心理与民俗情感遥 而地方政府择定每

年农历 6 月 24 日作为全州火把节节期袁考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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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是野文化搭台尧经济唱戏冶的经济发展主题遥 因

而政府择定尧强力推行的火把节节期袁因为与民众

的民俗心理与民俗情感相违背袁必然遭到抵制遥 这

也为我们从尊重民众野文化权利冶视角思考政府角

色错位与回归本位提供了鲜活案例遥

四尧迈向文化治理院政府移风易俗
角色本位回归的新思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袁提出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改革的总目

标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要野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冶遥 反思当前地方政府移风

易俗实践中的角色错位袁 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

于政策制定者尧执行者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文化管

理模式遥 基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政

治治理尧经济治理后袁正在走向文化治理[21]的事实袁
创新移风易俗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迫在眉睫遥
正如 2014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

的那样袁野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袁 体现的是系统治

理尧依法治理尧源头治理尧综合施策遥冶[22]因而我们需

破除移风易俗中传统的文化管理模式袁 树立文化

治理理念袁从新型多元主体关系构建尧社会治理模

式革新尧文化变迁规律把握方面袁更好地促成政府

角色本位回归与乡村文化振兴遥
1.树立文化治理理念遥作为现代治理理念袁野文

化治理冶是一个与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相关联的

一个综合性概念袁野是推动建立由各种利益相关方

组成的共同耶治理爷公共文化事务的制度框架袁以
形成耶渊共同冤治理结构爷袁实现公共文化事务的耶善
治爷遥 冶[23]在新时代治理理念下袁政府主位传统下的

移风易俗行动应当被视为一种公共文化治理与公

共文化建设袁 这就要求政府在移风易俗行动中转

换管理思维尧革新管理方式尧创新治理模式袁以文

化治理理念为引导袁 以为全体民众提供广泛的服

务为重心[24]袁更好地通过移风易俗行动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遥
2.构建新型的多元治理主体关系遥文化治理的

核心理念之一即是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对话尧协
商尧合作共治袁厘清政府尧民众尧各级各类社会组织

的多元治理主体关系遥 厘清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

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袁
促进法治尧德治尧自治野三治融合冶的重要举措袁有
助于政府移风易俗行动的顺利开展遥 总体而言袁这
3 种类型治理主体关系如下院渊1冤政府的主导地位遥
基于中国社会移风易俗的国家主位传统以及政府

在资源调集尧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优势袁政府主导地

位是移风易俗成功的重要保障遥 在凉山彝区移风

易俗行动中袁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各级政府发挥的

主导作用袁野板凳工程冶尧野三建四改五洗工程冶尧野四
好村冶创建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尧广范围地开展袁并
迅速取得成效遥 渊2冤民众的主体地位遥 民众是风俗

直接的创造尧享用尧实践者袁任何移风易俗行动如

果不重视民众的主体地位袁必然招致民众的反感尧
不配合甚至抵制遥如前文提及的凉山州 PG 县统一

全县民众过火把节的节期就是对民众主体地位的

忽视遥 当地人则以偷偷摸摸过节或是减少节日规

模渊如不再举办选美尧斗牛尧赛马等冤等方式袁逃避

地方政府统一节俗日期的强制性规定遥 因而强调

民众的主体地位必须重视民众的文化权利袁 使民

众对自身风俗习惯拥有充分的话语权袁 从而避免

文化主体沦为自身文化旁观者的尴尬局面遥 经由

文化主体文化权利的实现袁 政府移风易俗行动才

能较好地促使民众变文化旁观者为文化参与者[25]袁
以此顺利推进移风易俗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遥 渊3冤
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地位遥 各级各类社会组

织包含以民间习惯形成的组织 渊如凉山彝区的德

古协会冤尧以村规民约形成的社会组织渊如村级红

白理事会冤尧各类企事业单位遥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

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往往能够收到效果遥 如四川

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了治理日益高涨的婚嫁聘金的

行为袁 2015 年 4 月在县委县政府和当地几大家族

的倡议下袁成立了野德古协会冶遥 德古渊德古袁在彝语

中意为民间纠纷的调解人员冤举行了野德古会盟冶袁
并举手誓约野要竭力遏制疯涨的礼金袁倡导文明新

风袁让文明新风吹遍彝乡冶袁由此形成了野树文明新

风尧建和谐彝寨尧奔全面小康冶的野盟约冶袁即婚嫁

野两金冶不得超过 7 万元遥 德古们以片区为单位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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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家支家族大会袁 使德古会盟形成的婚嫁礼金盟

约为大众接受袁 从而峨边的婚嫁礼金从数 10 万元

及以上降至 5 万元[26]遥
3.革新社会治理模式遥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仍

处于从野管制型冶政府向野服务型冶政府理念转变过

程中袁 因而移风易俗行动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文

化管理思维模式遥 革新社会治理模式意味着袁政府

移风易俗行动必须在文化治理理念引导下袁 转变

既往的文化管理方式遥 一是摒弃大包大揽的移风

易俗方式遥 政府在移风易俗行动中应抓大放小袁把
握移风易俗的大政尧方针尧政策即可袁而将具体的

实践行动交由民众及各类社会组织施行遥 二是避

免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方式遥 即是说政府移风易俗

行动野不能用红头文件尧行政命令简单地介入袁不
能生硬地直接对民风民俗的细节做出具体的规

定袁不能对民风民俗进行野行政格式化冶[27]遥 三是要

遵从法治思维的底线遥 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球社

会治理模式革新时代背景下袁 依法行政是政府移

风易俗行动的基础袁 一切移风易俗行动都要做到

有法可依遥 因而袁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政府从

事一切工作的基本方式袁这是前提袁也是底线遥 冶[28]

四是平等对话尧协商民主共治遥 从本质上看袁作为

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强调野以公共利益为取向袁主
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袁明确责任袁进而做出得到普

遍认同的决策遥 冶[29]因而在凉山彝区移风易俗行动

中袁用锅庄还是用灶台煮饭尧丧葬中吃中餐还是吃

坨坨肉尧 火把节节期是彝族民众选择还是全州统

一袁这些都要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遥
4.遵循民俗文化变迁规律遥 从本质上看袁政府

主导的移风易俗行动是一项文化干预行为与指导

文化变迁的实践袁 因而必须遵循民俗文化变迁规

律遥 遵循民俗文化变迁规律关键在于在移风易俗

行动中激发文化变迁的内生动力遥 文化变迁理论

认为袁文化变迁机制包含创新尧传播等自主性变迁

以及涵化尧有指导的变迁等强制性变迁 [30]袁文化变

迁的过程是长期的袁甚至包含着文化的冲突尧抵制尧
甚或反抗遥 在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尧 外部因素

中袁 民族自我意识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所在[31]遥
当前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行动是强制性变迁中的

指导变迁袁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主体的内生

动力遥 对大多数被移风易俗对象而言袁他们更多地

是被卷入到移风易俗行动中袁 成为文化变迁的被

动接受者遥
凉山彝区地方政府推行的改厕工程与五洗工

程遭遇的执行难题就在于袁 民众是移风易俗的被

动接受者袁 民众的自我意识尧 自觉意识并未被唤

醒遥 改厕工程的目的在于让民众养成入厕的好习

惯袁五洗工程的目的则是让民众养成洗脸尧洗手尧
洗脚尧洗澡尧洗衣服的好习惯遥 在田野调查中袁我们

发现地方政府在改厕与五洗方面花费了大量精

力袁但效果并不理想遥 2018 年 7 月 6 日袁在甘洛县

斯觉镇田野调查中袁该镇 L 书记告诉我院当地彝族

不修厕所袁镇里在改厕工程推进中袁为当地人修厕

所后袁他们在家里上厕所觉得不好意思袁所以仍然

在屋外尧田间地头上厕所遥 异地移民村尧彝家新寨

修建后袁对于异地移民袁当地政府强硬要求他们用

厕所袁 而彝家新寨当地政府虽然强硬要求当地人

使用厕所袁但并不能逗硬渊野逗硬冶是四川方言袁意
为坚持原则冤遥 五洗工程也在进行中袁政府一方面

宣传袁 一方面给当地人发五件套袁 教他们盖铺盖

渊野铺盖冶是四川方言袁意为被子冤愚遥 2018 年 7 月 12
日袁在喜德县贺波洛乡田野调查中袁该乡的 LG 书

记告诉我袁他们正在采取激励办法推动五洗工程遥
对于每家人房前屋后的卫生尧洗脸尧刷牙尧漱口袁主
要采用星级家庭评比办法袁并给予物质奖励遥 对做

得好的星级家庭发洗衣机尧 电视机尧 冰箱进行奖

励袁做得中等的家庭发牙膏尧牙刷尧杯子进行奖励袁
做得不好的就不发东西遥 除了激励性的措施袁还有

以强制约束的方式袁说服尧逼着他们去加强清洁舆遥
由是观之袁激发民族的自我意识袁通过唤起民

众对风俗的文化自省[32]袁进而达成移风易俗的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为袁 是政府移风易俗行动顺利推进

的基础性工作遥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著名社会人

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野文化自觉冶的理念遥
他指出野文化自觉冶是身处本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

化有野自知之明冶袁以此加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

力与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遥 野文化自觉冶是一个

经由认识我文化到理解他文化袁 最终建立多元文

化对话机制的艰难过程[33]遥 基于野文化自觉冶理论袁
结合田野调查中的观察袁 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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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唤起彝族民众参与移风易俗的自我意识遥 一

是建立健全基础教育体系袁 经由学校教育唤起学

生移风易俗的文化自觉袁并以每个学生为辐射点袁
带动一个家庭尧一个家族袁甚至一个村落主动参与

到移风易俗行动中遥 二是建立彝族文化与他民族

文化的交往尧交流尧交融机制遥 该机制有助于打破

民族文化的自我封闭意识袁促进文化自省袁增强民

族文化的交流及互动学习遥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

现袁那些接受了较高学校教育尧长年在外学习尧生
活尧工作的彝族民众袁对本民族文化的优劣有较清

晰认识袁亦能够选择性接受他民族文化袁五洗工程

与改厕工程等移风易俗行动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

是问题遥 因此经由彝族民众文化自觉意识的唤起袁
其更有助于地方政府在野教当地人盖铺盖冶尧野强硬

要求当地人用厕所冶尧野逼着当地人加强清洁冶等移

风易俗举措中袁更好地履行职责袁更好地回归本位

角色遥

五尧总结与讨论

作为一项横亘古今的社会尧文化议题袁在社会

主义新时代与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袁 政府移风易

俗行动被赋予了新主题尧新内涵尧新使命遥
本研究简要梳理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

政府文化管理的主位传统袁 指出当今政府介入移

风易俗行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遥 坚持政府

在移风易俗行动中的主位传统与主导地位是乡村

文化振兴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遥 当今地方政

府移风易俗行动需要在 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冶袁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冶等现代治理理念指引下袁转变管理思维尧反
思管理方式尧革新治理模式遥 通过符合现代治理理

念的移风易俗行动袁 更好地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遥
本文在肯定政府主位传统与主导地位前提

下袁 认识到传统移风易俗文化管理模式是导致政

府角色偏离与错位的根源遥 因而政府需要重新认

识风俗的日常生活属性袁重视辨风正俗尧尊重民众

作为风俗实践者的主体地位及其享有的文化权

利遥 针对主位与主导传统下政府移风易俗行动的

角色错位袁政府要以野文化治理冶理念为引导袁从政

府主导地位尧民众主体地位尧社会组织参与地位三

重治理主体关系出发袁 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

作用遥 在多元治理主体中袁要特别重视民众的野主
体能动性冶袁因为民众野既是被治理的客体冶袁又是

野自我治理的主体冶[34]遥同时袁政府要转变大包大揽尧
行政格式化类文化管理模式袁 遵从法治思维与协

商民主袁 在移风易俗行动中真正满足民众的文化

需求袁维护民众的文化权利袁因为野文化权利实现

与否袁在某种程度上袁标志着一个国家尧一个社会

的发展进步与文明程度袁 是国家文化战略人民性

的直接体现遥 冶[35]另外政府移风易俗行动需要遵循

文化变迁规律袁挖掘文化变迁的内生动力袁使民众

由被动文化变迁转向 野文化自觉意义上的主体自

觉参与治理冶[36]遥唯有如此袁政府主导下的移风易俗

行动才能够真正转变治理模式尧体现国家战略尧促
进文化振兴尧满足民众需求尧达致社会善治遥

注院
淤 特别是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乡村文化

振兴袁 并指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与实施路径要要要
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袁 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尧人文精神尧道德规范袁培育挖掘乡土文

化人才袁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袁培育文明乡风尧良好

家风尧淳朴民风袁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袁提高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袁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冶遥 参见院习近平李克强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

团审议袁人民日报袁2018-03-09渊01冤遥
于 如河南周口野平坟复耕冶运动尧江西野集中捣毁棺材事

件冶 是当前国内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政府移风易俗行

动遥 针对此类以政府行政权力推行的移风易俗运动袁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反思遥 如焦长权从野阴宅冶的
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视角袁指出平坟运动是对农民土

地权利的严重损害袁政府需要立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遥 黄家亮从人的视角出发袁指出殡葬改革尧平坟运

动极端行为野伤害了老百姓的朴素情感尧挑战了公众

的价值底线冶袁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是以野人民为中心

的冶尧野力度冶与野温度冶兼具的社会治理遥相关文献参阅院
焦长权院叶魂归何处院野阴宅冶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初

探要要要从周口平坟运动切入曳袁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曳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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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冤袁2013袁渊2冤院59-66曰黄家亮院叶社会治理既要有

野力度冶 更要有 野温度冶曳袁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曳袁2018袁
渊9冤院70-71遥

盂 2010 年 7 月袁笔者进入凉山州普格县雨水乡做田野调

查时袁 就见到一些彝族家庭里面使用的板凳上写着

野凉山百乡板凳工程冶尧野新生活运动要要要普格县公安

局赠冶等字样遥
榆 2010 年 8~11 月尧2011 年 1~8 月袁笔者在普格县田野调

查期间袁 当地彝族就有 3 家在葬礼中杀 100 头牛的盛

况遥 这 3 家在普格县境内被广为谈论袁据说从解放后

直至现在普格县丧葬中从未出现杀 100 头牛的人家遥
虞 此为 2018 年 7 月 22 日笔者在 PG 县城对 JC 的访谈遥
愚 此据 2018 年 7 月 6 日笔者在甘洛县斯觉镇对 L 书记

的访谈整理遥
舆 此据 2018 年 7 月 12 日笔者在喜德县贺波洛乡对 LG

书记的访谈整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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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and Redefining Government Role
in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TANG Qian-hua
(Colleg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is the theme and also a challenge for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The proper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Taking the campaign of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in Liangshan Yi area of Sichuan as an example, we
can discus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ts misplacement and return to its proper place in the campaign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 The tradition that the state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cultural governanc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incipa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campaign of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and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arrying out the campaign smoothly.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customs caused by the dominant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ultural governance is the root cause for the misplacement of the government爷s role
in the campaign of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野cultural
governance冶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management to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o better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to return to its proper role in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ulti-subject
relationship,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s and the awakening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ultural changes.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changing customs and habits; cultural governance; Yi ethnic minorit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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