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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祠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核心载体，在增强家族与社区认同的同时，亦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情感支持。本文以广州天
河区渔沙坦村为例，探讨地方文化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构建机制。通过分析宗祠文化、社区生活及现代化发展的互
动，揭示地方文化如何在国家认同框架下实现创新发展，如何通过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在保护地方文化的同时推动民族认同感
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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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渔沙坦村客家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一）渔沙坦村的文化背景
渔沙坦村位于广州天河区凤凰街道，是广州近郊保存较

为完整的客家村落之一，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作为典型
的客家聚居地，渔沙坦村的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建筑、语言、
宗祠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

1.村落布局与建筑特色
渔沙坦村的布局呈现典型的客家文化特征。村中心设有

宗祠，周围分布着家族住宅。传统客家民居多采用夯土墙和
青瓦顶结构，既经济实用又能抵御潮湿炎热的气候。此建筑
风格不仅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智慧，也展示了客家文化的凝
聚力。

2.宗祠文化
宗祠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渔沙坦村文化认同和

传承的核心。宗祠不仅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还承担着族
人会议、婚丧嫁娶等功能，是联系家族成员情感和文化的重
要纽带。

3.语言与民俗
客家话是村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是身份认同和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村内的节庆活动如春节、元宵节等，通常
伴随着舞龙舞狮、民间歌谣等传统民俗表演，丰富了村民的
精神生活，并成为展示客家文化的重要窗口。

（二）客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
随着广州都市化的快速推进，渔沙坦村的传统文化不可

避免地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和挑战。
1.家族文化的弱化
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和外出务工的增多，使得传统的家族

关系逐渐被淡化。年轻一代在外工作和生活，与家族的联系
日益稀疏，导致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许多年轻
人对宗祠文化和家族传统的认知也日渐模糊。

2.宗祠文化的边缘化
作为客家文化的象征，宗祠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

变化。它现在更多作为历史遗迹或旅游资源使用，而传统的
祭祀仪式也已逐步简化，现代化庆祝活动逐渐取代了许多传
统仪式。

3.节庆活动的形式化
渔沙坦村的节庆活动在现代化背景下也面临着形式化的

风险。虽然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仍在村内广泛庆祝，但
许多传统习俗因资源匮乏或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而逐渐消失。
此外，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兴趣的减
弱，传统节庆的核心文化内涵也在弱化。

4.土地利用与村落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渔沙坦村的土地资源和空间结构发生

了显著变化。一些传统民居被改建为现代住宅或商业设施，
虽然提升了生活水平，但也破坏了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

5.文化传承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主要依赖于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

但现代社会中，这种方式正面临挑战。教育体制的现代化、
数字媒体的普及，以及年轻人对外来文化的接触，使得渔沙

坦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需要重新调整。
（三）客家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渔沙坦村的客家文化仍在努力适应

现代化背景，通过创新与多样化的方式实现文化的延续与发
展。

1.社区的文化自觉与行动
村民和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采取措

施保护和传承客家文化。例如，定期举办文化活动、修缮宗
祠等，都是文化保护的重要举措。

2.数字化手段的应用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客家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机遇。渔

沙坦村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记录传统节庆、宗祠活动等，制作
宣传片并通过互联网向外界推广客家文化。

3.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文化旅游已成为保护和推广地方文化的重要方式。渔沙

坦村可以通过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相
结合，使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互为促进。

二、地方文化与民族认同感的双向构建
（一）文化传承与认同
1. 传统文化活动与地方认同的构建
渔沙坦村作为典型的客家聚居地，其文化传承以宗祠、

家族祭祀和节庆活动为核心，这些活动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重要途径。

宗祠文化的核心地位：宗祠不仅是村民祭祖的重要场所，
还承载着村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在宗祠内举行的祭祀
活动，如春秋两祭和清明祭祖，强化了村民对家族和社区的
归属感。

家族祭祀的仪式感：家族祭祀活动通过庄重和规范的仪
式，增强了村民的集体记忆。例如，渔沙坦村的祭祖仪式融
合了传统礼仪与地方特色，通过仪式性的行为将祖先的精神
遗产传递给后代，强化了家族纽带并提升了村民对传统的认
同。

节庆活动的文化表达：渔沙坦村的传统节庆活动，如春
节、元宵节和端午节，不仅体现了客家文化的民俗特色，还
成为村民情感交流和文化认同的载体。这些节庆活动通过共
同参与、集体庆祝的形式，增强了村民的凝聚力和地方认同
感。

2.地方文化活动与国家认同的结合
渔沙坦村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地方文化与国

家认同的结合。祭祀活动传承家族记忆的同时，也与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帮助村民理解和认同国家
文化。（二）媒介与现代认同

1.媒介在传播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
媒介作为连接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桥梁，在渔沙坦村

的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村民了
解国家政策和文化提供了有效渠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
帮助村民了解国家政策和民族文化，如央视播放的中华传统
文化纪录片在村民中获得广泛关注。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
体的普及，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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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信息，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2.媒介在调和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角色
媒介不仅传播国家认同的价值观，还通过文化再现的方

式，帮助渔沙坦村调和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媒介通过纪录
片、短视频等形式记录渔沙坦村的传统文化，既强化了地方
认同，也使地方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媒介将地方文
化与国家叙事结合，使村民在认同地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
国家认同的价值观。

3.媒介传播的局限与改进
尽管媒介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仍

需关注。部分媒体在传播地方文化时倾向于简化和同质化，
忽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可能影响其原汁原味的传承。有些
文化活动的传播过于注重形式，缺乏深度和多样性表达，容
易让受众忽略文化的深层内涵。

针对以上局限性，可以加强地方文化的深度传播，通过
纪录片和专题节目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层内涵，展示其与中华
文化的联系。推动地方文化与新媒体的结合，利用社交媒体
平台，鼓励村民自主制作内容，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渔沙坦村的文化适应性与国家认同
（一）文化适应性分析
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村落的文化适应性提出了巨大挑战，

渔沙坦村作为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典型客家村落，其文化适应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适应的关键领域。

随着教育的普及，渔沙坦村年轻一代掌握了现代知识体系，
但对传统客家文化的认知逐渐弱化。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挑
战，需要在现代教育中融入更多本土文化元素。

2.政策传播对文化适应性的促进
政府政策在推动地方文化保护和国家认同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客家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如渔沙坦村的宗祠文化和节庆活动被纳入地方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并通过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确保这些文化活动
得以延续，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保护和适应。

3.媒体互动的双向传播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媒体成为文化适应性的重要平台。

渔沙坦村居民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展示传统文化，如宗祠
祭祀、客家美食和传统建筑等，吸引外界关注的同时，也让
村民重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媒体通过播放民族团结和
文化保护的纪录片，加强了村民对国家认同的理解。

（二）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
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的融合是现代化背景下文化适应的

重要课题。渔沙坦村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文化自觉与自知实
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促进。

1.文化自觉与地方认同的强化
文化自觉是文化适应的基础，也是地方认同的重要体现。

在渔沙坦村，宗祠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载体，在地方认同构
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村民通过修缮宗祠和恢复传统祭祖仪
式，重新激活了家族文化的功能，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为
地方认同提供了基础。

2.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的相互促进
地方文化通过与国家政策和文化叙事的结合，实现了地

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步提升。渔沙坦村将爱国主义教育融
入传统文化活动中，增强了村民的国家认同感。在参与地方
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村民对国家认同感得到了加强。国家政
策为地方文化认同提供支持。例如，设立文化传承基金支持
文化保护工作，并在文化活动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

3.融合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
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可能因经济利益优先

化而逐渐边缘化。村民可能在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
矛盾，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

四、结论与发展建议
（一）总结渔沙坦村在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感构建中的

经验与挑战
1. 主要经验
渔沙坦村作为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其在文化传承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保护：村落以宗祠文化、节庆活
动和客家语言为核心，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传承体系。这
种传统文化不仅为地方认同提供了基础，也为国家认同的构
建提供了切入点。

地方文化与国家政策的融合：渔沙坦村通过将爱国主义
教育融入传统文化活动，成功实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的
结合。

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村民通过数字媒体展示村庄
文化，使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同时也让更多人理解
民族认同的内涵。

2.主要挑战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渔沙坦村在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

构建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弱化：随着外出务工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年轻一代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有所减弱。由于
代际间文化传递的断层，传统文化面临着逐步被遗忘的风险。

地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
过程中，传统文化活动面临被简化或形式化的风险，宗祠文
化和传统节庆的内涵可能逐渐被削弱。

政策支持与地方执行的衔接不足：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
出台了许多文化保护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突发
情况仍会影响文化保护的效果。

（二）政策建议：文化创新与教育传播
1. 加强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和传播传统文化，建立数字化档案，

完整记录渔沙坦村的宗祠文化、节庆活动和民俗表演，并通
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传播。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
文创产品，如宗祠元素的家居用品、节庆主题的手工艺品等，
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定期组织多样化的文化活
动，如客家文化展览、讲座和表演等，吸引年轻人参与，激
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

2. 加强文化教育，提升居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地方教育中，深化客家文化的教学内容，建议在学校

课程中增加客家语言课程，组织学生参观宗祠和参与节庆活
动，从小培养学生的地方文化认同感。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
可以开展文化培训班，邀请文化学者讲解客家文化的历史与
价值，并鼓励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文化保护和传承中来，
增强其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3.优化政策支持，推动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深度融合
为推动文化保护与传承，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设

立专项基金，用于渔沙坦村的文化保护项目。加强地方与国
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客家文化展览，
展示地方文化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为确保政策的落地
效果，可建立文化监测与评估机制，定期对文化保护项目进
行评估，并根据实际需求对政策进行调整，确保文化保护项
目的可持续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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