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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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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切入对于中国革命之“红色”叙事缘

起及其隐喻的揭示。狭义的红色文化主要喻指红色革命文化，其精神源流上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接近代

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五四新文化融会，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相贯通，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在四个紧密依存而又各有侧重的面向：

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坚定理想信念，增进

政治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助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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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到西柏坡、延

安、遵义、沂蒙、井冈山、古田等革命圣地和革命老区

考察，指出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构成了我们党在前进道

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

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强调要让红色精神放射

出新的时代光芒。为了坚定新形势下对于红色文化

的自觉和自信，进而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有必要在对中国共产党

奋斗发展史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辨流考源中国革命

的红色隐喻，精微洞烛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核，发掘阐

扬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革命的“红色”叙事隐喻

人类创造的文化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实可谓云

蒸霞蔚，气象万千，但是赋予一种特定文化以色彩的

隐喻，并在叙事中以“红色”代表其独特的精神标志，

昭示其本质内涵的，可能唯有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中

孕育和发展的“红色文化”了。

“红色”和文化的因缘际会，首先源于自古偏爱红

色的中国人赋予“红色”的文化意蕴。“中国红”可追溯

到古代国人对日神的虔诚膜拜。五行中的火对应的

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象征红色，原始人奉红为

上色，周朝人尚红，汉高祖自称“赤帝之子”，南北民俗

中均有在本命年挂红以镇邪避灾的传统，“中国结”富

蕴多重祈福内涵。总之，国人在使用红色标志时，除

了它在特殊的电磁波范围内对视觉产生独特的冲击

之外，均被赋予象征意义，或喜庆，或吉祥，或庄严，或

激昂，或富贵等，其赋义总是与此类语境相关联。

近代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

有之强敌”，“先进的中国人”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之际，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

“革命”渐成继“变法”“改良”之后最引人注目、最具

冲击力的进步话语，以此为志业的志士仁人以“革命

者”自许，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血染大江南

北，为近代中国革命涂上一抹鲜艳、壮烈、激越的红

色印记。“红色是太阳和火的颜色，庄重、激昂，象征

【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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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叛精神。”①

世界范围内红色与革命的相伴而行，一般追溯

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打出红旗象征

“烈士的鲜血”，掌控局势后将红旗作为非正式的国

旗，几与法兰西三色旗并尊。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

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吁请用象征革命的红旗取代

三色旗，这一愿望终在 1871年的巴黎公社得以实

现。红色在斯拉夫文化中含有美好寓意，1917年，列

宁和托洛茨基组建红军赤卫队，1923年苏联将红色

用作第一面国旗的背景色，主要是向巴黎公社致

敬。至此，红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鲜明象征。

20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化发轫于十月革命之后，

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

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带有全局意义

的武装暴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起

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旗帜。同年中共

湖南省委在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之际，认真讨论了革

命旗帜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

白色恐怖的象征，应该抛弃同时打出共产党自己的

旗帜，得到了省委的同意。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

代表中国湖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说：“我们不应

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

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既应把

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

则应立即坚决地树立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

们完全在红旗的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

旗领导之下。”②于是，中国共产党在9月的秋收起义

时举起了用一块红布制作、缝着五角星与镰刀斧头

的工农革命军军旗。自此以后，军旗、党旗的式样虽

有变动，但红旗始终是象征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引军井冈山并创立

了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1928年朱毛会师井冈山，

并把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 25
日，党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

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以“红色政

权”指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此后，革命

根据地由于旗帜的颜色也被称为“红区”，与国民党

统治区的“白区”相对。随着根据政权建设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红区开始了全面“赤化”的过程，

在红区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常以“红色”命名，如红

色歌谣、红色戏剧、红色舞蹈、红色医院、红色学校

等。中央苏区还创办了红色刊物，以报纸和杂志作

为红色文化宣传的喉舌，如《红色中华》《红星》。其

中《红色中华》辟有“红角”“赤焰”“红色小辞典”“赤

色战士”“红色区域建设”等彰显红色特征的栏目。

红区还在每年的5月开展“红五月运动”，以进行革命

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红军长征初期中央机关的两个

编队分别取名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我们今

天回顾这段历史，仍可真切地感受到一幅幅红旗漫

卷西风的画卷。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军队改编伊

始，红军官兵要摘下红军帽时，许多人感情上难以接

受，“红色”向“白色”的转换引起士兵情感上的抵触，

足见红色文化已渗入广大官兵的心灵深处。

中国革命的“红色”叙事隐喻，主要有三重：其一，

暗合了红色自古被赋予的驱邪逐恶功效，而近代中国

革命对象恰是极具侵略性、贪婪性的资本—帝国主

义，以及带有凶神恶煞嘴脸的国内反动力量。其次，

红色象征着投身革命熔炉的革命者，以一念之诚满怀

对于革命理想的一颗赤子之心，以一腔热血恪守忠于

信仰的奋斗精神。“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

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

系。”③其三，红色也预示着革命是一个血与火的洗礼、

淬炼历程，革命者在布满了荆棘和困厄的征途中抛头

颅洒热血，以血染的风采浸红了共和国的旗帜。

二、红色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核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红色文化的概念、核心与

本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成果可观④。综汇和分析多

家观点，我们认为红色文化应有广义和狭义的理

解。广义的红色文化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

和建设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贯通。狭义的红色文化

就是红色革命文化。本文主要是在狭义理解的基础

上探讨红色文化的。

红色文化的原点、核心是革命文化，举凡抗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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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皆与之相会通、

互渗、交叠。革命遗址、革命建筑、革命陵园、革命展

馆、革命武器、革命服饰、革命证章等“器物文化”作

为唤起革命意识、发扬革命精神的手段和载体，为我

们追寻、再现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这些作

为承载红色文化的外在符号而存在，不能直接反映

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那种认为红色文化包

含所谓红色“制度文化”的看法，或者认为红色文化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观点，易导致红色文

化概念的泛化和红色文化研究的“程式化”。有学者

认为红色文化的精髓就是红色精神或革命精神，并

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等列举法来指代、呈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但对于整体意义上的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仍不甚明

了。我们认为，准确把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方能

将红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依循马克思主义所包

含的科学的本质主义理路，从超越具象的层面观照

其整体性，哲学地把握其共通的品性、特质、意蕴和

风貌，才能揭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具体而言，红色文化的精神源流可上溯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近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力行的

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更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的五四新文化融会，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

主义文化相贯通，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

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在四个紧密依存而又各

有侧重的面向：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

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

(一)革命理想主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追

求，这一“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是红色

文化得以孕育并不断成长的精神之源。正如习近平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所指出

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

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

求。”⑤也正是秉持这一初心，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

利，革命者方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方才有“高于

天”的精神维度。

革命理想主义之大本大源，“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

之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

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

和道义的制高点”。⑥这两个制高点，内在地决定了

源自革命理想主义的红色文化的精神维度。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之时，革

命、革命党、革命文化已不是新生事物，为何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

化？说到底要归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的坚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

等革命组织，虽满怀革命热情，但终因思想混乱、组织

不纯而归于解散。而改组之后的国民党也在孙中山

逝世以后背离“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与人民大众渐

行渐远，终被人民所抛弃。所以说一个政党的衰落，

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只有中国共产

党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矢志不渝，前仆

后继，才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孕育了独具特色

的红色文化。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

党，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严峻的形势

下，并非没有人动摇、退缩，然而，那些在白色恐怖中

顽强生存下来并突出重围的革命者，凭着他们对于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决心重新站起来，掩埋同伴的

尸首，揩去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这才有了全国各

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有了第一块农村

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

火，撒下了红色文化的种子——井冈山精神。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是井冈山军民一切革命力量的源泉。在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先后遭受“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之后，红

军和群众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之原因及条

件的条分缕析，拨开了笼罩在根据地军民中的迷雾，

不仅极大地坚定了井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信念，而

且给这一信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他们能够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理想信念化为具体革命行

动。后来，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在敌众我寡的形势

下打破敌人的数次军事“围剿”、在敌强我弱的环境

中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长征之所以成为“一次

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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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抗日

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之所以赢得民心建立全国范围

的无产阶级政权，“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

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著，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二)革命英雄主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历史上不乏为

民请命、忠君爱国的忠臣良将，不乏开疆拓土、收复

失地的英雄豪杰，也不乏浩气文胆、慷慨悲歌的凛然

之士。他们从不同侧面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

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的凛然正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

进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

私”的奉献精神等。

革命英雄主义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基

因，在革命年代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人民军队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

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论述：

“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

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

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⑦

革命英雄主义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

的坚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

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习近平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重述的这些革

命英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革命

英雄主义者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浩然之气，“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坚韧意志力，“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凌云壮志，而这一切，都源自对

于其所投身的革命事业的坚贞。

革命英雄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有着本质的不

同。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坚实地立于唯

物史观及群众史观之上，后者则来自唯心史观和英

雄史观；其次，二者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关系

上截然不同。朱德指出：“革命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

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

性，以革命之忧而忧，以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

生为革命战争事业奋斗，而不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

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

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⑧

这也表明，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不掺杂质、不

含水分、不怀私心、不计私利的，是一种舍弃“小我”

以保全“大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浩气长存的纯然英

雄气概，是红色革命文化中最为摄人魂魄、感天动地

的纯粹精神品质。

(三)革命乐观主义

在艰窘困厄的革命历程中，革命乐观主义往往

体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但其所洋溢

的自信达观和超迈豪放，所展现的不惧艰难和不惧

险阻，所传递的“一不怕苦”和乐于吃苦，所践行的苦

行主义或艰苦奋斗精神，绘就了一幅史诗般瑰丽的

革命长卷，生动而鲜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

坚韧不拔的内在禀赋，成为滋养红色文化盎然生机

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渊薮。

革命乐观主义体现为革命者在逆境下对革命前

途的坚定信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马克思说

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极为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

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积弱积贫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进行的，无论物质条件

还是精神文化条件都远不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想

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提，革命事业的艰难困苦程

度也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就物资匮乏而言，缺衣少

被、缺粮少食、缺医少药、缺枪少炮几成革命时期的常

态。长征途中，红军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渡过

大江急流的生命禁区，冲过重重的敌军封锁线，然而

却时常只能靠挖野菜、吃树皮充饥。延安时期，不少

军队在“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⑩的情况

下，坚持了八年的敌后抗战，面对严酷的经济形势，根

据地发起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军民大规

模开展生产自给运动，三五九旅开发的“陕北的好江

南”正是发扬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典范。根据地没有

基本的医药，就上山采集草药，没有手术刀就用竹片

和剃头刀替代，没有纱布就用白棉布替代，没有武器

弹药就自办兵工厂，用简陋的工具制造土枪、土雷。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始

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抱定必胜信念，渡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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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革命乐观主义对艰难险阻的无惧和超越，源自

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远

见卓识而对革命前途持有正面看法的观念。正如毛

泽东所言：“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

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

据的。”革命年代，物质资料的匮乏已是极度困难，

更遑论精神文化生活了，然而，凭借着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革命期间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革

命官兵苦中作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学习的结合，提高

了知识水平，也激发了民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在这里，革命乐观主义成为抵御逆境的一大

法宝。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的

邹韬奋尚言，“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

直成为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

具是乐观主义”。

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内核是艰苦奋斗。艰苦奋

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

本色，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党正是凭着艰苦

奋斗精神，凝聚起党心军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革命队

伍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

可以说，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也是靠艰苦奋斗发

展壮大、成就伟业的。从井冈山上点起的革命星火到

长征途中生死与共的炼狱，再到延安时期的励精图

治，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一贯的作风，是党和军队的

根本立足点，是红色文化之为“红色”的极好印证。

(四)革命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一，

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

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力量源泉。无产阶级在

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不屈斗争中，正是依靠集

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才使自己本阶级及其先锋队团

结一致，同心同德，英勇顽强，表现了任何反动势力

都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在革命事业暂时处

于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集体主义给人们战胜困难以

无比的勇气、信心和力量。正因为如此，集体主义构

成了红色文化的革命精神内核。

革命集体主义基于我们党的人民立场。“人民立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

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

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革命者正是坚信献身的事

业是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才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

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会在革命征途在不计

“小我”的名利、得失，“小我”与“大我”在阶级和民族

的解放事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革命的集体

主义从而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

革命集体主义集中表现为革命者顾全大局、严

守纪律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

多块红色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

地。在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产生

了狭隘的山头主义。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宗派主义

作为三大内容之一，正是因为革命队伍中突出存在

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外来干部与本

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

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等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在

1942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提出：“要使我们全党的

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还号召全党同志要顾

全大局、严守纪律，“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

义”，有效地制止和克服了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个

人主义、分散主义，确保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确保

全党全军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下行动。

革命集体主义还体现为抱团取暖、同甘共苦、生

死与共的团队精神。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

导下的武装力量，历来重视并保持命运共同体的团

队精神，并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形成了崇尚集体主义

精神的优良传统，以主人翁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服从服务于大局，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时期赋予的艰巨任务。可以说，紧密团

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军事“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在革命年代，置身于

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党领导的

武装斗争的时间之长、条件之差、战况之烈，在世界

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

自为政、内讧不断等乱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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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内部官兵平等、上下齐心、抱团取暖。而团结就是

力量，团结方能胜利。正是靠着这种命运共同体的

团队精神，人民军队才能凝聚起磅礴之力，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

革命集体主义更体现为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

神。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数仁

人志士把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当作其人生至高无上的

志业而上下求索。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

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激励着他未竟事业的继承

者们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不息。无私奉献精神是无产

阶级政党不变的主题和本色，是共产党人人生观、价

值观和名利观的具体体现和永恒追求，是无数革命

先烈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共产党人在锻造红色

文化的革命实践中淬炼出的崇高品质，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伟大胜

利的力量源泉。95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

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靠的正是任何时代、任何政党

中都无法找出的无数个光明磊落、廉洁奉公、淡泊名

利、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

三、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文化乃是人作为

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行之有效的

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人的社会价值，是

人的力量的显现。广义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孕育并创造的

一笔富有丰赡内涵和社会价值的精神资源，这种精

神的力量转化为足以创造史诗般人间奇迹的伟力，

显现出莫大的正能量和软实力。它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志，至今生机盎然。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魅

力，是极具当代价值的文化。在历史新起点上，红色

文化在增进政治认同、凝聚各方共识，增强文化自

信，坚定理想信念、倡扬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增

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在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愈益凸显出重大战略意义。

(一)增进政治认同

人类政治认同的前提，是政治情感认同、政治价

值认同、政治理论认同和政治制度认同，在此前提条

件或基础上，方形成对于现行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

度、忠诚度。当前中国的政治认同，集中体现为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行政治体系和治理模式的认

知、判断、认可、服从和参与度。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软实力较量和国

际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交锋日趋激烈，西方把意识

形态领域作为实施“价值渗透”“颜色革命”的“没有

硝烟的战争”的主要战场，企图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

影响、误导国人的政治认同和价值选择，戕害我国的

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内近年来，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从历史观、方法论到具体研究，都对马克思

主义史学及其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

史和新中国历史话语予以全盘否定，在“理性反思”

“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中表达政治诉

求。他们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质，否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

的脊梁，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

爱国英烈和革命英雄大泼脏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

历史一味抹黑。这一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

基，诋毁、消解红色文化，对国人的历史认知、政治认

同产生了严重误导。

“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

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

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

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

要。”红色文化不仅涵盖了革命历程中形成的共同

的精神内涵，而且铭记和传颂着20世纪中国共同的

民族英雄，因而具有精神感召的力量，是克制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权的一把利器。

红色文化的孕育形成史与党的奋斗发展史具有

共时性。对红色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也就是从政治

文化的视角重温党的奋斗发展史，有助于坚定对于

党的历史的自信，深化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根

基的认识。红色文化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方式叙说历

史，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历史和人民是为什么和怎

么样选择了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

义，因而有助于形成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地位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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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其精神内核的红色文化生动

地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境界，革命先烈

们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迹使党的光辉

形象巍峨而高大。无论身属何种社会阶层、利益群

体，只要不以历史虚无主义的认知去刻意消解或抹

杀这段历史，就能从革命者身上体会到一种崇高，感

受到一种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色文化无形中起

到调节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的作用，是新形势下对

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

育的生动教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优质育人资源。

总之，发挥红色文化特有的精神感召、价值引领

和文化渗透的作用，以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增进政治认同，维护当

今中国的文化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

(二)增强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的讲话

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之庄严，观点之鲜明，态度

之坚决，底气之充沛，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

指导思想。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

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

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所持有的坚定的信心和

发展的希望。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中，深刻把握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中华

优秀文化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华优秀文化

生命力抱有坚定信念。

那么，我们提倡的“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源自

何处？有没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据？对

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志。在这里，习近平同志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起来，把它们共同视为

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就是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不仅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时期形成的

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文

化同样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深厚土壤。

诚然，每一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都有其传统文化

的渊源和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

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

特标志。这也是我们民族自信的总源头，是我们战胜

风险挑战、开创美好未来的精神动力和自信源泉。我

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文化自信，还源自我们拥有鲜明独特、奋

发向上的革命文化或红色文化。从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

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

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

贵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在新

形势下不断进行着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从而为我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中国的历史业已证明，仅仅依靠中国优秀

文化传统无法在列强环伺的现代社会维护国家生存

和民族独立，更无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近百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

来的，它靠的是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红色文

化。同理，21世纪的中华民族阔步走向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未来，则主要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

导，但这三个文化是一脉相承、共生共荣的，也是相

得益彰、不可偏废的。因此，“在文化自信中，我们既

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在文化传承问题上，我们决不要忘记两个

传统。一个是不能忘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样也

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创造

的革命传统。革命传统就是红色文化的传统”。“如

果抛弃两个传统，数典忘祖，或忘记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无法理解社会

主义时期先进人物的出现，无法理解在改革开放时

期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所以，对于5000年文化传

统我们要珍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形成的新

的文化遗产即红色革命文化，我们同样需要珍视。

在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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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又要传承和弘

扬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更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

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实现我们增

强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

(三)建设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

建立，立足于中国实际，吸收国外文化有益成果，通

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形成和发展于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代

表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要求，在多样化的文化

观念和社会思潮中居于主导地位。

红色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

实践的结晶，孕育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二者

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因

此，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从红色文化的源头汲

取活水。

早在 1940年，毛泽东就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光辉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

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逐

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年后的延安文艺座

谈会以及毛泽东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我们

党领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

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

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

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讲话》指引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投身革命、建设、

改革的时代洪流，推动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不断走

向发展繁荣。历史充分表明，《讲话》所指明的方向

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和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是一条不断延伸

和拓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

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实现了

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

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是一种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

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这也同样充分说

明，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富有

活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传承下

去、传播开来。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红色文化是滋养、

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

当今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底气之所在。我们

今天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应紧扣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总命题和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课题，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最后落脚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上来。为此，我们要提升对于红色文化的自觉和自

信，彰显其对于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增强

对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自主能力，以

“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可以认为，这种文化自觉是对于红色文化的渊源、发

展、未来以及作用和地位等有清醒认识和自知之明，

并主动承担起红色文化在现时代发展的历史责任和

使命担当。在这里，文化自信并不是文化自傲，文化

自觉也绝非妄自菲薄。

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提升红色文化

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还要秉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

精神，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将其纳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系统工程之中，将其“融于教、涵于制、载于文、化

于境、行于众”，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为此，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有力地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扰。同时，因地制宜地发

掘、整理、开发、转化和利用好各地积淀的独特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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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把潜在红色资源转化为显性的育人资源，把分

散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整体的育人资源，把历史的红色

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育人资源，从而形成包括理论研究

成果、党性教育成果、思政课教学成果、艺术创作成

果、文化传播成果和实践教育成果等在内的一系列红

色文化育人成果，注重用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和国史

上的革命人物、英勇事迹、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等感

染、启发、教育、引导人们，使学习红色历史与坚定信

念相结合，学党史知党情与跟党走相结合，开发资源

与以文化人相结合，以体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传承与弘扬、文化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新长征路上，

需要理想之光和信念之灯的指引，需要红色文化作

为战胜风险挑战、开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自信源泉。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文化，完全能够为

我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

注释：

①周林洁：《中国人对红色认知的文化探源》，《社会》2000
年第3期，第39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2页。

③刘润为：《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红旗文稿》

2013年第18期，第4～9页。

④邓显超：《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井冈

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9～39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

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⑨《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韬奋文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92年
版，第138页。

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光明日报》2016
年11月23日第013版。

沈壮海：《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人民日报》2016
年9月21日。

The Core Spiri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ulture
Luo Yongkuan Li Yan

Abstract：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origin and source of Chinese "Red Revolution" and reveals its metaphor
based on the overal grasp of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y led by CCP. The limited sense of Red Culture means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t traces to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Salvation Culture and Revolution Culture of
recent times, combines with May 4th New Culture after Maxism's spreading in China, linked up with New Democra⁃
tism Culture and followed by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ulture is
uprearing determined ideality, promoting political identity,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help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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