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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下农村群众文化的新形式——文化大院
■纪玉石

地理位置决定了我省冬季长、夏季短，
故广大农民历来养成了“猫冬”的习惯。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政府对农村文化的扶持和广大农民一致
“猫冬”的老习惯，一种自发的群众文化新

形式——文化大院，悄然形成。

一、文化大院的作用及意义

文化存在于农民朋友生活的点滴之中。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以前有庙会、堂会、
还有走村串屯的说书、唱戏的艺人，更有人
人都能唱上几口的二人转。如今农村发展了，

农民富裕了，文化下乡，更是丰富了农村文
化生活，也让农民朋友开阔了视野，他们也

有参与其中的冲动，文化大院就这样形成了。

1．文化大院让农民朋友的潜能得到释
放。农民朋友的文化质素不是很高，但是他

们不缺乏热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

的思想，创作出的作品更加贴近自己的生活。
2．文化大院是对社会文化的重要补充。

虽然我省已有90％的村建起文化室、图书室

等，但是漫长的冬季，家闲的季节，文化大

院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它能调节生活、丰富
生活、更主要的是，它就在身边。所以他们

更喜欢这种文化新形式。

二、影响和制约文化大院发展的因素

文化大院的构成主体是人才与活动，只
有不断发展人才、培养人才，并开展经常性

的活动，才能发展文化大院这种文化形式。
1．信心不足，产生来自偏见的威协性。

信心是前提。由于多年来农村文化落后，农
民朋友的文化基础薄弱，使得文化大院的组

织者、参与者信心不足，这将直接影响文化
大院的发展。

2．人才短缺，造成队伍不稳定。文化大

院是由家庭为主，全村参与的文化形式，主要

内容是歌曲、地方戏。例如：我县的花园镇胜
利村的刘彦坤文化院，一家四口人，个个是好
歌手——女儿是音乐老师，他本人经常在县里

获奖。但是其他参与人员水平较差，缺少培训，
这就成为文化大院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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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问题突出，来源单一。资金来

源大体是一个模式——就是该大院的组织者

会出本大院活动的大部分资金，其他的由参
与者分担，这就需要大院的组织者经济状况

比较好，而且愿意为全村文化做出奉献。所

以农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状况如何决定文化
大院的发展。

三、巩固发展文化大院必要因素

1．引起政府部门重视，切实加强引导

和领导。这些年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说给予文
化大院一定的支持，但是还是不够，特别是
缺乏正确的引导，领导上更显不利。这些年

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但

是农民更喜欢自娱自乐的文化大院，所以一

定要重视、引导，并加强领导，使其健康发展。
2．以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群众文化

的发展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包括经

济基础。经济状态好的村屯、文化大院的活
动也就活跃，反之就会差一些，这样就造成

了文化大院发展的不均衡。这就需文化部门
加以引导，文化大院不要搞攀比，有条件的

大院，可以买器材服装等，没有条件的大院，
要量力而行，必竞文化大院主要是为农民朋

友提高文化生活，因地制宜还是要坚持的原

则，当然也需要一些部门有倾向的扶持，以

此促进文化大院的发展和提高。

四、采取各种形式。扩大文化大院的影
响力

例如：举办“农民春晚”以及“才艺汇”

为文化大院搭起展示农村、农民文化的平台，
他们展示了自己，这也必将促进文化大院的

发展。

综上所述，当下农村群众文化的新形
式——文化大院，在其前景的展望来看，是

有发展、壮大的土壤，只要各级政府部门，

特别是文化部门重视并加以引导、指导和领
导，文化大院这一农村群众文化新品种，必
将在广阔的黑土地上扎根，并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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