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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
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随着我国文化传承工作的大力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逐渐进入大众生活。非遗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非遗与现代社会的多元
领域相结合能有效实现非遗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也是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
理原则》明确了社区、群体及个人在认定和保护非遗中应
发挥的主要作用。与文物、典籍、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不
同，非遗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化活动。非遗包含从文学艺术到
各种技艺、知识、民俗、信仰等宽泛的文化概念[1]，彰显了
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人文风俗、历史文化、思想理念。将非
遗与社区美育相结合，让社区自觉担当起活化传统、建构
认同、表征自信的文化传承责任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一个
文化群体特有的意象符号、地方性知识、民俗文化等的感
知、体验与叙述。其中蕴含着最朴素的审美经验，是以非
遗美学的话语形态致力于从历史活化层面对非遗进行记忆
复刻、保护和重构文化氛围空间、情感参与传递等[2]。探究
社区治理、美育教育、非遗的多维互动，分析其实践特征与
现实困境，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提供借鉴。

一、非遗融入社区美育的独特价值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
元。非遗融入社区美育，既是“活态遗产”的生存土壤，又
是艺术赋能社区基层治理的一种形式。将传统文化、教育创
新和社区治理优化融合推进，这对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循环具
有重要意义。

1.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社区作为城市或农村治理的最小单位以及人际关系的纽
带，以非遗资源为纽带，以社区为艺术创造平台，推动非遗
资源与美育的互动与融合，借助社区自身的场域优势引导激
发居民对非遗资源进行艺术传播和再创造，以适合群众心
理、满足群众需要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并融入现代文创产
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比如，从非遗中提取关键元素，
融合现代审美理念，运用到城乡规划、产品设计等方面，将
非遗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促进区域非遗文化繁荣发展；借助
生产、流通等环节，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商品，
增强了非遗资源品牌空间传播的广延性和黏合度，从而实现
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促进价值体系的完善与升华

非遗文化是当地群众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
载体[3]，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族精神。在社区开展加
强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活用非遗资源，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深度挖掘其背后包含的中华历
史、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实践性、创意性、感染力强，其
实质是对非遗创新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升华的民族文化精髓
的营造与传导，弥补了社区教育的针对性不强、互动性不
高、共享性不足的缺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也
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改变社区教育单
纯理论灌输形式，提升对真善美的引导，是一种进行思想
优化、精神激励、文化传承、产生心理认同的实践教育，
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输入的渗透率、到达率、覆盖
率，符合社区居民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心理，形塑了社区
居民的价值观。

3.拓展社区治理路径与服务创新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机构，本身具有传播范围广、
渗透性强的自然属性，是弘扬传播文化的基础单位，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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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代际间的非遗资源，多维度、创造性的衍生艺术传承载
体才能有效地激活。手工技艺、民俗活动、书法剪纸等非遗
具有良好的审美价值，社区通过有组织的运行模式策划丰富
多彩的非遗美育项目，以新颖的文化资源滋养人们的心灵，
不仅能够带给人们愉悦的审美体验，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形
式，还使非遗资源逐渐平民化、生活化，也调动公众个体
“沉浸式”参与文化体验，在有效感知、理解、接受、认同
和内化中不断净化心灵、升华情操，形成一种无形的“邻里
味”与归属感，从根本上影响社区居民的思维方式、观念立
场、行为模式，达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拉近了社区群众
距离，促进了邻里交流，真正解决居民对地方乡土的亲切
感、安全感的诉求，提升社区整体文化品位和社区文明建设
水平，有效实现社区的“软治理”，系统长远地推动和谐社
会进程。

二、推进非遗融入社区美育的现实困境

推进非遗融入社区美育，是对在地文化的多角度探索，
也是将具有地域性、乡土性的文化带到城市，以实现城乡之
间的文化双向交流与融合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以非遗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成为社区教育的热点之一，但在社区中系统而
全面地开展却是刚刚起步，且美育融入社区治理还仅限于探
索和起步阶段，普适性还不强。

1.美育建设社区融入度低

社区顶层设计重视不够，在许多地区，非遗融入社区美
育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
上，对社区美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学校美育等领域。制定专
门针对社区美育政策文件的城市并不多，且这些政策文件大
多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和长期规划。这导致社区在开展非遗融
入美育活动时，缺乏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活动难以持续、
深入开展。一方面，社区的“谋生”与“乐生”没有统一。
大多数的社区治理还未意识到繁荣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社区
发展的重要性，仅仅把它看作是与“谋生”相对应的“乐
生”[4]。

2024年《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居民用
于工作、家务等维持生计的活动时间远高于参与文化艺术等 
“乐生” 活动的时间。这种生存导向的时间分配模式客观
上削弱了社区居民参与非遗美育的持续动力，使得非遗融入
社区美育缺乏群众基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
社区的“送文化”与“种文化”没有转化[5]，缺少系统根植
文化的意识。实地考察进一步揭示，当前社区文化活动多
以 “送文化” 为主，如邀请外部团队进行文艺演出等，绝
大部分社区没有将 “送文化” 转化为社区内部自我生长的 
“种文化” 模式。非遗传承活动往往是一次性的表演或讲
座，没有在社区生根发芽，形成常态化的传承机制。

2.美育实践覆盖面窄

社区教育参与社区治理程度不高，一方面，社区教育在
社区治理的定位不明。社区工作人员并未做到全员明确知晓
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和职责。这导致社区教育在开
展非遗融入美育活动时，无法与社区其他工作有效协同，难
以整合社区资源，活动影响力有限。现行社区教育立法对社

区教育职能规制较多，对社区教育组织、人事、经费等保障
机制政策法规还不完善，较难为社区教育实践提供方向和保
障。目前，社区存在公共区域与活动空间、人才、资源、经
费等不足的发展瓶颈，教学硬件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社区工
作者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等现状，特别是缺乏艺术类专业人
才支撑，社区美育活动不能满足社区美育建设的需求，共驻
共建美育社区无法规范性、持续性推广。另一方面，社区教
育缺乏与社会关系的建设与交流。社区教育与外部社会机
构、企业等联系不够紧密。这使社区美育缺乏多元资源支
持，无法引入更专业的非遗传承人和更丰富的教学资源，限
制了美育实践的覆盖面。

3.美育路径畅通度低

社区文化治理主体和设施不全，一方面，社区参与对象
的“主体性”和“共同性”相互剥离。在社区文化活动决策
过程中，仅有部分的居民表示有机会参与，大部分活动由社
区少数工作人员决定。这导致非遗融入社区美育活动不能
充分满足居民需求，居民参与热情不高。且社区居民日常
生活、审美相关的艺术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少，社区共同
体精神缺失，难以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大多数社区居民
认为，社区的功能更多的是管理、协调和解决相关问题，
美学文化与社区治理不关联。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治理的
“硬元素”与“软元素”没有融合。社区普遍存在文化治
理路径缺失、文化融合没有创新性发展、文化凝聚力不够
的现象。大部分社区不仅仅存在物理空间的“硬元素”配
置不够齐全，急需完善社区讲堂、文化欣赏长廊等场所的
硬件设施配备。同时，文化创意、空间美学等“软元素”也
相对滞后，缺少一种常态化、浸润式、特色化的群众文化服
务社区环境。

三、非遗赋能社区美育治理新路径

毋庸置疑，非遗形态万千、种类繁多，在赋能社区美育
治理上无法做到直接嫁接，在具体的内容融入和社会工作实
践层面，可谓任重道远。应当在机制保障、平台载体、构建
场景上实现多重推动、多元供给，合力探索推动社区发展治
理、非遗传承保护和美育实践服务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构
建文化、艺术赋能社区治理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长效模式。

1.增强机制引领，构建非遗美育生态圈 

推广和发展非遗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整体布局与筹划，
更需要对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实现公共资源同社会、学校，
以及社区形成更好的互动。

一是建立政府搭台，多方协作的机制。一方面，政府建
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重点做好方向引领、资
源协调和专业指导等方面工作，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加大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资源整合力度，促进公共
文化服务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通过有规划、有侧重的政策
引导、经费支持和调整优化，推动文化部门、文化团体和有
资质的社会机构与社区开展合作，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等模式[6]，如定期组织开展非遗传承人技艺研修培训，
筛选和培养优秀手工艺工作者和青年人才，积极寻找家门口
的“非遗接班人”。从顶层设计上规划好非遗美育生态圈。



2025年第04期（2025年04月） No.04 2025

177

历史文化研究

另一方面，优化完善社区人、财、物等方面管理与保障。
进一步完善社区各类人才的引进培育、选拔任用和激励保
障机制，健全相关督察反馈制度、细化职责，促进社区干
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7]；积极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发展中来，做好对非遗传承人艺术信息库的搜集、整
理、记录工作，构建一套长效机制系统。制定符合当地非
遗的传习政策，组建“非遗文化宣讲队”，定期组织引导
社区大学、老年大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开展非遗文化
活动，在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为社区美育活
动、项目、人才和资金等方面提供保障，推动社区美育持
续、稳定发展。

二是推行馆区结合、社校共建模式。通过整合社会各类
资源，形成政府引领、社会参与、多元供给的社区服务新模
式。一方面，推动艺术类公共资源与社区合作，加强与博物
馆、非遗馆、书画院、艺术馆等公共资源形成良好互动。完
善非遗馆、艺术馆等文化事业单位流动服务制度，让非遗
定期进入社区，走进大众。创造性地开展手工艺制作、技
艺传授、学习交流等体验活动，通过社区居民亲身参与、
互动体验等方式，沉浸体验非遗的独特魅力，常态化开展
皮影剪纸、歌舞曲艺、雕刻绘画等各类非遗文化主题教育
剧场，跨界融合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回味”的社区
非遗小剧场。另一方面，打通学校美育与全民美育之间的
“围墙”。充分调动高等美术院校的人文、美术、建筑、
设计等学科专业资源，形成学、研、产结合机制，推动社
区与高校签署校地合作协议，以项目带动、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等方式，在传承非遗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将非遗技艺与
现代审美相结合，进行创新和产品开发，服务社区内旅游文
创产业，实现社区美育与高校美育相互赋能，使非遗的传承
更有生命力。

2.建立平台共享，打造美育传播新模式  

“云”概念的诞生为美育内容增添新样态，创新推进云
教育、云展览、云体验进社区，实现非遗的数字化、网络
化，丰富美育资源。

一是加强云端教育，打造非遗美育传播平台。一方面，
积极搭建社区线上教育平台系统，完善社区终身教育网络，
整合非遗资源相关的知识技能、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传承人资料等，纳入高校、社区大学的远程教育资
源[8]，形成终身学习“网上超市”，推进社区教育网上学习
“共同体”建设，帮助居民实现“自助式”学习，充分利用
信息化终端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例如，贵州
对苗绣数字化保护、开发、应用进行研究，统筹搭建“苗绣
素材库、苗绣绣娘数据库和全球设计师开放平台”。另一方
面，强化新媒体传播力度，发挥线上互联网美育功能，充分
利用三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全方位传播非遗文化，为非遗资
源的开发拓展提供“源头活水”。将非遗传承故事、非遗文
化内涵、非遗制作过程制作成在社区智能电梯广告屏、公告
栏、社区APP等多媒体传播与互动的文化内容。以直播、短
视频、剧本杀、社区频道等活泼、年轻态的新形式“破壁”
传播，重构非遗文化所处的文化生态空间。以网络优质资源
提升社区美育活动水平，实现非遗多形态走进社区，在家门
口服务群众、引导群众。

二是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数字化非遗交互体验平台。一
方面，基于地域非遗资源基础上融合艺术、科技、剧情、
表演等多项元素，应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3D影像、投
影沙盘等技术，将活态的、历史的、抽象的非遗资源进行
重新解构、创设情境、二次加工，通过声、荧、电、光等
现代化的科学手段、技术包装，全方位立体式重现非遗文
化，创造灵活性、沉浸式、体验式的场域，在虚拟空间里
跨越时空的限制重现文化遗产的原貌，在虚拟环境中体验
和学习传统手工艺制作，参与民俗活动的过程，让科技化
的非遗之美更加贴近生活、亲近民众。另一方面，积极推
进线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非遗文化线上研习馆、
非遗VR展馆的建设，以多终端的广泛传播增强非遗文化服
务可及性和覆盖面，达到非遗文化资源“走出”馆藏与社
区居民零距离互动，实现在地非遗资源与社区共建共享、互
联互通。

3.突出创新融合，营造社区立体化美育空间

在新环境下，非遗要注重保留、维持原有的地方意义，
更要探寻非遗的“再地方化”或多维地方化路径。即拓展、
再造生存空间的过程[9]。

一是强化社区外围空间特色元素。一方面，从社区历史
记忆的时间维度中找寻在地“文化”的发生源头，通过社区
场所的空间维度建立可维系个体与群体的依存关系。让人、
空间、时间、情感相互交融。通过艺术为社区空间赋能，将
非遗的图案、壁画、雕刻以公共艺术的形式介入社区的景观
营造，通过空间改造、艺术创意、社区互动有机融合，激发
建筑活力、提升社区品质，同时在促进非遗在地化的传承发
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结合城市的街道、公园、
生活圈，在公共空间内植入、设置、还原非遗文化元素。或
是精心设计配置体现人文价值、非遗美学体验、生活服务的
功能设施，或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植入非遗元素景观小
品、建设回忆墙等，打造较高的辨识度，又或是结合非遗资
源，以书画、剪纸等元素融入社区、门廊、楼道，突出艺术
审美观的亲民化。

二是打造社区非遗美育实践中心。利用社区公共空间，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美育实践。一方面，以投资或捐助设
施设备、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等方式[10]，
围绕人的生活体验，大力发展跨界融合的复合型社区业态，
打造丰富多元的时尚美学消费场景。通过还原非遗传承场
所、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建设如社区美育中心、体验式非
遗艺术实践工作坊等，实现社区美育与社会美育机构互助，
通过场景营造赋能社区美好生活，把社区美育实践中心作为
开展社区美育实践服务、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增进群众情感
认同的“集聚空间”，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社区美育
实践服务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11]。另一方面，综合非遗资源效
能转化阵地资源，以实现高品质、高赋能、高价值为目标，
融合重塑社区空间、场景、产业、生态、文化等要素激发社
区内生动能，推动非遗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儿童教育、
养老产业等多方融合，定期开展以社区居民为受众的非遗文
化培训和体验活动，实现社区美育与社会美育机构互助，形

( 下转第 181 页 )



2025年第04期（2025年04月） No.04 2025

181

历史文化研究

关联。

四、结语

综上，在王德威基于“抒情现代性”范式对沈从文的
诠释中，对沈从文文论思想的创造性重构构成了其不可或
缺的一环。王德威的沈从文批评并不只是简单的作家个案
研究，也非只是对一种新型“沈从文形象”的建构，相反
他将沈从文塑造为了“抒情现代性”的功能枢纽和范式担
纲者，从沈从文的思想遗产中构造了一套学理范式。这种
源自沈从文的以“抒情现代性”为观念的历史叙事构想，
或多或少落实到其近年来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
史》中：“《文学史》选择的是沈从文的路数。必须再次
引用他的那句话：‘伟大的历史必先是伟大的“文学”
史。’”[17]它既展现出海外汉学研究独有的特色，也为批评
者理解沈从文的文学史价值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我的文学研究之路[J].长江学术,2014(1):5-10.
[2]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北京:三联书店,2018.
[3]陈世骧.陈世骧文存[M].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34.
[4]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M].北京:三联书店,2019.
[5]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J].美育学刊,2013(3):35-40.
[6]张冠梓.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3.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4.
[9]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104.
[10]王德威,陈国球,陈晓明,等.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北

京大学座谈会[J].文艺争鸣,2018(10):89-106.
[11]肖伊绯.中国现代木刻应取法古典——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一通“佚信”[J].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20(3):22-25.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0-232.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17-318.
[1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3.
[15]汤拥华.再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J].华文文学,2013(5):95-103.
[16]张森.沈从文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2-223.
[17]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J].现代中文学刊,2019(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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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vid Wang’s paradigm of “lyrical modernity”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tension of three historical views: lyricism,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by exploring lyrical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David Wang’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Shen Congw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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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paradigm of literary history from lyr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David Wang; lyrical modernity; Shen Congwen;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师清芳]

The Unique Value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Wang Ting1  Lu Meifeng2

(1. Of  ce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0, China; 2. Sanming Education College, Sanming 365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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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引领、社会参与、多元供给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综上所述，以非遗融入社区并以美育这一创新形式开展

社区教育与治理，是一种新探索、新构想。通过挖掘非遗的
精神内涵，将非遗以教育形式创新、平台搭建、数字技术衍
生、设计赋能以及公共空间建构等形式进行开发利用，在社
区开展互动式、沉浸式的在地非遗资源的美学实践探索，有
助于推动艺术与社区的互动参与，实现全民美育的目标，真
正做到沁润社区、融入社区、共建社区，为社区居民创造高
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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