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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遗保护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来文化遗产的

传承，也是我国当前文化工作的重点内容。将群众文化活动与非遗保护活动进行有机整

合，除了能使群众文化活动具有更高的趣味性，使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得到更高水平的发

展之外，还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基层群众的重视，由此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本

文将对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的有机整合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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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群众文化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落实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

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群众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进文化的

集中体现，同时也在我国当今社会具有高度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迅速，人们

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建设的需求。由于群众文化本身具备较高

的参与度，因此如果能够将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进行有机整合，就能使非遗保护工作得到

相应的落实，从而使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得到进一步保障。

1. 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要将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进行整合，就要先弄明白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2]。

群众文化没有实际的形态，多为某个时代下社会基层群众思想及精神生活的集中体

现，在群众之间具有很高的认可率与流传度，同时也从直接反映了所处时代背景下群众在

精神层面的需求与向往。群众文化本身不受时间束缚，不同时代群众对精神生活的不同追

求，构成了群众文化的形态因时代不同而有着不同表现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非物质，这意味着这种文化遗产并没

有具体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与群众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其次则是文化遗产，遗产指遗

留下来的产物，由此文化遗产就是在文化层面遗留下来的产物。能遗留下来说明该文化遗

产本身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是其历经多次传承的表现之一。尽管不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往往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群众文化同样

拥有这一特点。

综合我国社会实际发展历程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也是某个时代优秀文化的代

表，时代的优秀文化往往脱胎于群众文化，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往群众文化中

最优秀的那部分内容，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过去优秀的群众文化而产生的，两者之间

的关系就像土壤与花朵的关系。

2.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的有机整合

2.1推动群众文化建设以促进非遗保护

非遗的存在形式与群众文化及相关活动的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采取相应措

施发展群众文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非遗的保护。非遗的传播会随着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的密度与范围增大而增大，因此如果使群众文化的开展得到足够的重视，就能够使非

遗传承者的数量增加，从而使非遗保护工作在群众之间打下良好的基础[3]。通过使非遗与

群众文化之间实现有机统一，非遗本身将作为一种优秀的艺术形式受到群众的喜爱，从而

在实现非遗保护的目标之外，还能对非遗的发扬起到相应的积极作用，使非遗免于灭绝。

因此，对群众文化的推广应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强化地方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与特



色，使地方群众文化活动具备相应的丰富性、多样性及代表性，再将非遗融入其中，使非

遗在群众之间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实现非遗在当今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2.2改善文化观念

非遗是我国民族智慧集大成者，但由于时代久远、传承方式具有较高难度、以及过去

的传承者思想观念上比较落后，因而才会在当今社会面临失传的境地。当前社会的飞速发

展为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富足，而物质需求的满足与余裕则反衬出精神文化建设的缺

失，因而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明建设。尽管非遗受时代特性影响，在某些方面较为传统，

但也恰恰是群众改善文化理念的必须条件，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纯手工的制作反而有着

批量生产所不具有的灵性，因此应改善群众面对非遗的老旧观念，启发群众认识到非遗的

艺术魅力与艺术价值，从而自发接受非遗的保护工作；除此之外，还应改善非遗传承者的

传承观念，促使传承者们认识到非遗保护的重要性，使传承者们主动摒弃限制非遗传承的

落后观念，为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扬的相关工作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2.3在群众文化设施中加入非遗活动

非遗保护相关工作在时间上拥有较大跨度，因此也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

源，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实现群众文化与非遗文化之间的有效对接，并为之提供相应

的基础。要将非遗保护与群众文化有机结合，首先就要在物质设施上作出相应保障。现下

用于群众文化活动的设施遍地开花，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但用于非遗保护与传承

的设施则多数偏安一隅。针对这种情况，应在群众文化设施中给予非遗一定的发展与活动

空间，并在所需设备上给予相应的支持。由于非遗拥有其不同于当今群众文化形态的独特

魅力，因此在群众文化设施中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应的活动空间，会使群众自发体会到

非遗的魅力，更有利于群众加入非遗的传承队伍，进一步强化对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工作。

2.4保护民间特色文化

优秀的民间特色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身，因此要实现对非遗的保护，理应重视

对民间特色文化的保护。在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明确非遗能够在何种程度上

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互相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

此推动非遗保护的实际执行者应联系相关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机制，在保

护非遗的同时对民间特色文化也进行保护，并使两者得到相应的传承，促进两种文化甚至

多种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另外，工作人员应加强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在保护非遗的

过程中实现推动地方发展与弘扬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结合，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质量与效率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

2.5鼓励群众文化创新活动

鼓励群众文化创新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融入非遗文化内容，由于文

化创新往往需要吸收新的内容，使之与原有的文化内容产生碰撞，因此非遗在这方面即可

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鼓励群众对文化活动进行创新，能使群众自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

产，并积极将其融入到创新的文化活动中，该过程还能剔除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糟

粕，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产生进一步的推动。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管理部门应

当将群众文化及民族特色作为切入点，并有针对性地展开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要注

意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及内容的丰富性，从而使群众力量能够有效聚集，方便进行非遗保护

的相关工作。

结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脱胎于优秀的群众文化，因此要进行对非遗的保护工作，

必须重视对群众文化的保护。通过对群众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彼此特点的观察与分析，

仔细考量群众的精神需求及思维方式，使群众文化活动的进行与非遗保护工作之间具备高

度的一致性，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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