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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
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
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
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
、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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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
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
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
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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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导论　　浙江村庄的大转犁　　一、村庄转型：一个观察农村变迁的视角　　中国农村改
革与转型的30年实践，正在冲击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农业与农民理论。
有些冲击显在而有趣，足以直接改变成见。
例如，通常认为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时代的国家或地区，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改造会充满经济、
政治与社会的震荡，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瓶颈；基本结局则是农村衰落，大批农民转
移为城市人口，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减少并经历现代化改造。
但是，中国农村改革却是整个国家改革中最活跃的部分，农村30年间的进步总体上也并没有伴生农村
衰落现象，反而有可能趋向于2004年联合国治理理事会“人类居住项目”第19次会议所期望的城乡联
结模式；通过农业耕作、非农经济以及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继续成为国
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尽管大量人口还在农村，但是贫困人口却急速减少。
为此，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把中国视为全球减贫最成功的国家，认为“过去十年，农村地区的贫
困率得到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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