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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 内 涵 、特征及传播创新研究
’

张寒梅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摘 要 ：
红 色文化是一个有特定的 主体 、产生发展的历 史背景和政治 内 涵 的概念 。 正确理

解红色文化的 内涵和精神 实质 ，澄清其与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 、极左路线等概念的 区 别和联

系
，并在传播过程 中 ，

从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予以传承与创新 ，对于推进 中 国特 色社会主 义文

化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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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
一

个产生于革命年代 又在新 征 。 红色 本是 自 然界的一种颜色 但在政治学领

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到不断传承和创新的 带有鲜 域中
，
红色经常用来象征先进 、进步 、革命以及左

明个性色彩的文化概念 ，
正确理解其内涵 解读其 派 。 马克思早年曾在被 问及

“

最喜爱的颜色
”

时 ，

精神实质 ，并澄清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革 明确 回答为
“

红色
”

。 年 共产主义第一 国际

命文化 、

“

极左
”

路线等概念的 区别和联系 ， 并在 成立 ，
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 。 《 国 际歌 》中这样唱

此基础上 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提出 到
“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

相应的传承和传播策略 这对于推进中 国特色社 从此
“

红 成为政治色彩浓烈 的
一

个词 ，社会主义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国家用来表示其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

践意义 。 念 。 年 俄国十月 革命的炮声给中 国送来了

一

、红色文化是一个有历史深度和特 红色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 象征着革命与进步 的

定政治内涵的概念
“

红色
”

理论 在中 国这片 自古以来就对红色赋予

荷兰社会学家霍夫斯泰德说 ：

“

文化是我们 诸多美好象征的土壤里 生根发芽并融为一体 红

思想中集体的 能够把
一

类人与另
一

类人区别开 色的文化应运而生 。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

来的思考程序 。

”

红色文化 即具有这样鲜明 的个 命 、打天下的光辉历程 与红息息相关 ， 时时刻刻

性特点 。 红色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一种
“

红色
”

的 从未分离过 。 例如 组建的第
一

支军队命名为红

文化
“

红色
”

就是刻在其身上 的深深的烙印 ， 是 军 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还

把它同其他文化现象区别开来的最鲜明的个性特 有南湖的红船 井冈山 的红旗 长征的铁流 抗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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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烽火
⋯⋯

中国革命胜利后 ，我们 的文艺工作者 先进文化本质上是
一

致的 ，
但红色文化不能代替

和人民群众总以 写红 、唱红 、演红而感 到 无 比光 先进文化 。 红色文化有着鲜 明 的意识形态特征 ，

荣 。 诸如 《红旗飘飘 》 《红旗谱》 《红灯记 》 《红色 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 。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娘子军》 《红岩 》 《红梅赞》 《红星照我去战斗 》等 。 是包括红色文化在内 的 并吸纳古今 中外
一

切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 进文化在内 的文化 。 曾经有人在 回应
“

红色文化

中 ，使红色进
一

步概念化 、鲜明化 、神圣化 成为其 传播是
‘

极左
’

思潮的复辟
”

时谈到 ，

“

红色文化 ，

独具特色的旗帜和方向 。 从此 在西方人眼中 红 是包括古今 中外
一

切励志建新 ，有利于人们健康

色即是中 国的
“

国色
”

。 由此可见 ，红色文化的产 向上发展 的都是红色
”

。 表 面看起来 ， 这种说法

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红色文化
一

词是 比喻象 对于 回应那些指责传播红色文化是
‘

极左
’

思潮

征革命或无产 阶级政治信念的色彩鲜明 的意思 ，
的 回归具有合理性 但 由此把红色文化笼而统之

是一个有历史深度和特定政治内涵的概念 。 概括为古往今来
一

切优 秀文化的 集合也有失偏

从红色文化产生的源头来看 ， 中 国共产党 的 颇 容易引起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误读 。 这种概括

诞生及在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的 主导作用 构成红 既不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 也不利于今天中 国特

色文化的主体力量 从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 和大发展 。 世纪的

史进程看 ，
红色文化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 世界 已经是全球化 、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时代 同时

的广泛传播 、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中国革命和建设 也是文化和文明不断创新的时代 。 如果我们让意

的每
一

个脚印应运而生的 。 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 识形态浓烈 的
“

红色文化
”

来垄 断我们 的价值体

涵看 ，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 国共产党领导 、 中国 系 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 。 我们对待红色文化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实践 都会凝聚在红 的正确做法是 应该让它作为社会 主义先进 文化

色文化中 ，
反映在红色文化中 。 红色文化具有特 中的组成部分 在起主导作用 的 同时和其他先进

定的政治内涵 ：
红色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 ，

不同历 文化共 繁荣和创新 。

史环境下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和风格 ，始终如
一

的 （
二

）
红色文化是一种建立在革命文化 的基

是贯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 础上
，
同时又超越 了革命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

念 它是引领 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 任何文化都是对其所承载的各种实践活动的

人根本宗 旨和最高价值观的生动表达 。
反映 。 文化的概念是抽象的 ，

但是决定概念发展

人
变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具体的物质 的 。 因此 只

一 、正确理解红色文化应澄 的几 補概念本身置于特定 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 才

能深入探讨概念的内涵及外延 。 红色文化概念的

当前 红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 存在着
一

些值 产生 ，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重新认识革命 、重新

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 ： 有人认为 红色文化就是中 认识革命文化的背景下实现的 。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传播红色文化就是传播先 革命文化是革命战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是

进文化 ，红色文化有被泛化的倾向 。 有人认为 ，红 建立在对旧的落后制度的批判和破坏的基础上诞
色文化即 为革命文化 忽略文化的与时俱进特征 。 生的概念 ；

而红色文化是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是

同时又有人认为传播红 色文化就是
‘

文化大革 顺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命
’

时期
“

全国山河一片红
”

的那种极左思潮下运 的构建产生和发展的 。 革命文化强调的是破坏后

动的复辟 借此反对红色文化的传播 。 因此 澄清 的建设 首先强调的是破坏 ，然后才是建设
；
而红

红色文化的内 涵和外延 对于红色文化的有效传 色文化则注重建设 ，
而摈弃了破坏 。 从这个 意义

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上说
“

红色文化是一种建立在革命文化 的基础
一

）
红 色文 化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上的 ， 同时随者时代 主题 的变迁超越 了革命文化

霣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 的新的文化形态

红色文化是
一

种具有鲜明 个性特点 的文化 ，
（
三

） 新形势下红色文化传播应旗帜鲜 明地

是一个有特定的 主体 、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政 划清与极左路线的界限

治内 涵的概念 虽然它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 同 新时期 ， 当我们传承和传播红色文化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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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愿望肯定是继承和发扬 ，但不能忽略的是 ， 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 从不停止对更美好生活 的

在十年
“

文革
”

时期 极左
”
一套意识形态也分享 憧憬 、对于合理 的制度的构建 对公平正义 的追

了
“

红色
”

的符号 ，

“

红
”

卫兵 、

“

红
”

宝书 、

“

红
”

色 求 。 换言之 ，
红色文化的永恒魅力正在于它彰显

的
“

忠
”

字舞以及由此形成的
“

全国 山河
一

片红
”

了这样
一种核心价值理念 没有什么 比为广大人

的氛围 ，给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 特别是付出惨 民群众谋幸福更为重要 。 因此传播红色文化就是

痛代价的人们极为深刻的 印象 。 因此 ，我们在宣 提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传播红色文化就是要坚

扬红色文化时 ，特别是在
一

些地方 由政府主导 的 持不懈地追求共同富裕 。 只有改变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文化传播过程 中 ，如果采用 的形式 、 内容 、手 的理念 ，真正取得人们 的认同 ，
红色文化的生命力

段不适当
一种可能是会不 自 觉地激活人们潜意 才会长久 。 因此 ，

红色文化的传播 ，
不能只去追求

识中 的
“

极左
”

的价值观 、
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 ，

轰轰烈烈的视觉效应 、不能只停留在热热闹 闹的

从而引起极左思潮 的复辟 。 另一种可能是 ，

“

文 宏大场景 应主动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应在传播

革
”

中经历苦难的那些人 ， 由于对
“

文革
”

时期
“

全 过程中注重彰显革命时代和今天的人们都认同的

国山河
一

片红
”

的极其深刻 的印象 会在心 目 中 核心价值理念 ：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对新时期红色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 越性 ，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幸

主导的传播产生
一

种反感情绪 ，这种反感情绪极 福 、就是始终如
一地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

易导致对政府的疏离感 甚至有可能造成对执政 （

二 红色文化传播应通过执政 为 民 的施政

党的信任危机。 从红色文化特定的内涵我们应该 实践来相互呼应

知道 红色文化不包括
“

文化大革命
”

中种种左倾 红色文化是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 。

和错误的东西 。 因此 我们在理直气壮地传播红 但 目前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 ，

色文化的过程 中 ，对于红色文化的 内涵要有 明确 如果仅把传播作为
一

种
“

政治秀
”

， 政府在政策导

的界定 要旗帜鲜明地划清与
“

文革
”

和极左思潮 向 、行为上与红色文化蕴含的理念相左 ，
实际的施

政过程 中不能始终做到代表中 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
的根本利益 ，不仅红色文化传播的效力会大打折

二 、新形势下红色文化传播应从社 扣 而且还会使政府的公信力 降低 。 假如一些地

发展和时代需要予以传承与创新 方政府在倡导唱红歌 、颂红色经典的 同时 ， 对普通
红色文化传播应 注重凝练红色文化 中 百姓的疾苦熟视无睹 ，

对老百姓希望解决的问题

的核心价值理念 漠不关心 ，而热衷于搞一些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

今天 人们面临的文化信息的 内容丰富多彩 ， 甚至
一些政府官员 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的话 这种

面对的各种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和手段 日新月 异 。 做法不仅不能起到正面导 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如果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还是停 留在唱红 价值体系 的作用 ，反而会导致人民群众和政府的

歌 、看红色电影 、颂红色经典等比较传统的表现形 疏离 。

式的话 就必然使红色文化的形式和 内容过于单 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之所 以认同红色文化 是
―

，红色文化的主题会被局限于狭小的时空范围 ， 因为在当初 它是伴随着 中 国共产党人为了 中 国

导致脱离时代 难 以为人们特别是当代青年人所 最广大的人民谋求独立 ， 获得尊严 、追求幸福 ， 奋

接受 。 因此 凝炼红色文化 中的核心价值理念 ，把 斗 、流血 、牺牲的过程中产生 的 。 物质可 以变精

它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 ， 有利于更 神 精神也可 以变物质 。 但不等于说今天 的红色

好地实现红色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 文化所承载的物质力量永远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

红色文化 见证了
“

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 所凝聚的那些东西 中 。 中国共产党在 自 己 的奋斗

国
”

的历史 。 但时代在变迁 社会在发展 对红色 和革命历程中历练的红色文化 ， 同样需要新时期

文化的解读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 。 其实 ，追根溯 通过保持 、发扬在革命战争年代 中的光荣传统 ，始

源 ，红色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是它 自始至终 终如一地坚持
“
一切为 了人民

”

的执政本色 ，
红色

蕴含着这样的利益诉求 ： 即 中 国共产党为了最广 文化才会有生命力 。 红色文化在今天的传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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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多的人认知和认同 ，并转化为内心的信念 ， 需 的角度深思 这些作品的空壳化趋势十分明显 其

要我们的执政党 、政府始终秉承共产主义的理想 最终的 目 的是疯狂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这种

和信念 ，始终从为人民谋利益的角度出发 ，多做实 现象的存在与我们今天传承和传播红色文化的宗

事 做好事 。 红色文化不是空 中 楼阁 ， 不是 口号 ，
旨背道而驰 。 红色文化的传播需要

一个健康的社

而是今天的执政者在踏踏实实的民生实践中体现 会环境 文艺创作提倡百花齐放 ，但红色文化旳传

的最髙精神实质 。 只有这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联 承和传播必须要坚守道德底线 ，并始终 占据道德

动的红色文化传播才会有生命力 。 制高点 。 新时期 红色文化传播的生命力在于创

三
）
红色文化传播应净化其生存和发展的 新 但真正的文化创新 ，是在确立正确的创作原则

社会环境 与基调 、彰显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 ，

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过程 中 ，
各种

“

红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始终符合群众需求 坚持引领

色经典
”

作品无疑承担 了重要的角色 。 随着社会 未来发展方向 。 新时期 红色文化的传播应弘扬社

的发展和时代 的进步 ， 对红色故事 、人物及 已有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出发点 ，
以反映社会现实问

“

红色经典
”

作品 的改编及重新解读 ， 自 世纪 题为切人点 以群众喜闻乐见为落脚点 。 这种适应

八九十年代至今 这
一

文化现象方兴未艾 。 这种 时代特点与群众需求的文化传播 ，才是新时期红色

趋势反映了 当代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渴求 ，又反映 文化传播创新与发展的实践路径和希望所在 。

了人们希望赋予红色文化新的视野的迫切需要 。

在这个过程涌现了
一批受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

秀 的红色经典作 品 ， 然而 繁荣背后亦有隐忧 无 参考文献

论是红色影视作品 、文学读物 、 网络都存在
“

空壳 丨 魏本权 从革命文化 到红 色文 化 项概念 史研

化
”

的倾向 。 所谓红色文化的空壳化
“

是指其被

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的价值范式所左右 被抽空了
文化部 文化科技 司 中 国文化创新报告 社会科学

具体贿神酬 ’成为徒有其形 ，而无其魂的虚无
壳鶴思 〗 人 民论坛

，
腿

的东西
”

。 红色文化被
“

空壳化
”

的表现 ，

一种是
（

以重新解读历史为名 ， 打着创新的旗号 提出所谓 侯惠勤 文化民 生 的 时代解 读 北京 ： 人民 出 版

的
“

消解权威
” “

颠覆传统
” “

解构英雄
”

的 口 号 ， 社

以敢于质疑和重新解释人们心 目 中 的英雄为能 李康平 江西红 色 资源 开发与 教育研究 北京 ： 中

事 随意地凭主观猜想编造和解读 严重误导公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众 导致人们价值判断的扭曲 。

“

空壳化
”

的另
一 李岩 传播与 文化 杭州 ：浙江 大学 出版社

种表现就是用娱乐形式调侃 、恶搞英雄人物 ，致使 朱桂莲 近年来我 国 红色 文化研究文献述评 宁夏

一些巳深入人心的红色艺术形象 ，
红色经典作品

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面 目全非 ，谬误流传 ， 贻害百姓。 从尊重革命史

事 ，传承革命历史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与文化价值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