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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文化领域,人们习惯的将文化划分为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这种划分原本只是基于职业上的考虑，

但是由于体制所限，专业文化从一开始就被人为地注入了高贵的血统，得到了更多的呵护。而群众文化则

被视为群众自娱自乐，可有可无。这是认识上的偏差。 

    （一）在实际工作中，专业文化无论从经费、人员、机构等各个方面得到的保障都远远高于群众文

化，较之群众文化而言，专业文化从形式上一般表现为制作更为精良，包装更为精美，呈现更为精彩。因

此，专业文化得到了一些文化管理部门和文艺家的青睐。在一些地区，已经将专业文化水平的高低，获奖

的多少，作为本地区文化工作是否繁荣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从而忽视了群众文化工作。相形之

下，群众文化则只能游走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间，“土气”、“简陋”、“业余”成为群众文化的代名

词。一些文艺家瞧不起群众文化，将自己同人民群众彻底隔离，醉心于蜗居斗室，闭门造车。且不说这样

的创作是否还符合艺术规律，单就创作的作品而言,由于脱离了生活,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便能在

自己所谓的专业文化的小圈子里得到认可,但是没有群众的基础,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其生命力也必然是短

暂的,更不会成为经典。而那些来自民间的土生土长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专

业的训练，更没有专业的学历，但是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歌曲、舞蹈、文学还是工艺品，

其艺术之美，表达之真，却足以令专业文化工作者所仰止。而且由于来自民间，承接地气，因此群众文化

活动和作品也总是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拥有比专业文化更好的“人缘”。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虽

然在待遇等各方面远远不如专业文化工作者，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执著和热情，承担着传播文化、满足需

求、促进和谐的重任。有人烟的地方就有群众文化，就有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身影。相比之下，群众文化更

应该得到文化管理部门的尊重。 

    （二）遗憾的是,一些文化管理部门和专业文化工作者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反而在“重专业轻群

文”的路上越走越远。照此下去,我们的文化繁荣之路必然越走越窄,党和国家的文化惠民之策必然难以实

现。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关系。 

    群众文化是专业文化的源头。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创造了狩猎舞、击石而舞、祭坛而舞等群众

歌舞形式，这是群众文化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尚没有专业文化这个称谓。专业文化只是在长期的

社会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才逐渐的人为的将专业

人员所从事的称之为专业文化。在中国古代专业文化更多的表现为宫廷文化。但是追根溯源，以宫廷器

乐、歌舞、绘画等为代表的这些古代专业文化无不是脱胎于民间，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中国古代优秀艺术家

更是在民间、在群众文化的浸润成长并脱颖而出的文艺人才。即便是在今天，以“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

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创作和演出也是专业文化一个重要方面。美声、通俗、民族唱法本身就是起源于原生

态的艺术加工。而近几年，“原生态唱法”更是作为一种专门的演唱方法，列入了专业艺术的行列。群众

文化作为文化源头，历久弥新。 

    群众文化是滋养专业艺术创作的土壤。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果把它们比作文

艺百花园中的奇葩，那么群众文化则是滋养这些奇花异草的土壤。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两

群众文化是专业文化的根基 

——群众文化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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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靠的就是群众文化这片沃土的滋养。《诗经》成

为经典，也是历经岁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哼唱中流传、挑选出来的。没有众多的群众自创作品的披沙拣

金，就难有艺术精品的诞生。当下，我们的一些专业文化工作者依然坚持的文化采风，坚持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其实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从群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在最质朴的群众文化艺术中，文

艺家往往会激发前所未有的创作灵感，这样的创作必定为人民所喜闻乐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群众文化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的源泉，是真正的“源头活水”。 

    群众文化是维系专业文化生命力的根本。文艺家的职责是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最终要让广

大观众欣赏。人民群众是文艺工作者的衣食父母。没有了观众，作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艺家也就

只能是孤芳自赏，甚至失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保障。群众文化的一个根本作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进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普遍达到一个较高

水平，品鉴文化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人们才会主动的走进剧场、走进书店去欣赏文艺家的创作成果。也

只有当人民群众通过不断的群众文化的熏陶，对文化艺术有了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追求的时候，人们才会主

动的去接收文艺家的辅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文化是否繁荣直接影响着专业文化的蓬勃发展，甚至影

响着某一个艺术门类的生存和消亡。 

    （三）实际上，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从来都不应该是对立的,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任何割裂群众文

化和专业文化的观点，使之形成对立；任何侧重某一个方面发展，使之形成偏颇，都是极其错误的。群众

文化滋养着专业文化，使专业艺术创作更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

可，使作品能够经久不衰，成为经典。专业文化又反哺着群众文化，帮助群众文化去粗取精,提高水平，

进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二者形成合

力，则推进文化建设的全面繁荣和发展，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促进社会和谐形成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和文化支撑。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也是最能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心灵纽带。而群众文化则守护着民

族文化之魂。群众文化在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过程中，去粗取精，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