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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实存，其内核是中国共

产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凝聚的、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

神”。 [1]红色文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信

息。历史虚无主义利用历史认知代际递减的特征，

惯于制造碎片化的虚无拟像模糊红色文化记忆，从

而分离个体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断裂红色文化的延

续性。我们必须以真实具象抵御虚无拟像的侵蚀，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牢

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

的，不忘历史、不忘初心”。[2]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双向

循环建构机制能有效弥合时空认知差异，个体在与

红色具象的表征互动中能增强红色文化的凝聚力、

说服力、传播力、渗透力、触发力，有利于实现国家民

族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双向衔接，最终形成坚固牢靠

的红色记忆。

一、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必要性

由于历史时空的转换，代际认知的递减极易使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虚无拟像置换历史真相，断裂红

色文化的延续性，以达到漠视文化、遗忘历史的目

的。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就是以真实具象克服虚

无拟像的影响，有助于弥合时空认知差异，存续红色

历史记忆。

1.虚无拟像断裂红色文化的延续性

文化认同感在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信仰、

精神继承、行为规范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

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

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

固。”[3]当前，红色文化的认同面临挑战，虚无主义以

虚假的碎片拟像模糊历史记忆，侵蚀红色文化认同

根基，造成主体历史认知的断裂，消解红色文化的价

值，企图让共同体成员逐步遗忘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红色文化的认同根基。红色

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标志性精神产物，

它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属于中

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红色文化的共享性与特质性使

其成为联结民族成员的纽带，是共同体成员自身存

在和发展的认同根基。社会成员以共同体内部独有

的文化作为确证自我归属的中介，以此进行“自我”

与“他者”的区分，在与特有文化的社会二元交往中

不断凝聚起“我们”的身份标识。“事实上，作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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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信念体系，正是文化传统将一个民族和其他

民族区别开来。”[4]文化认同感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

间的精神聚合反映，红色文化究其内核是独属于中

华民族的红色革命精神，它赋予文化认同主体前进

的导引目标。文化的人为性质决定了它只有“被群

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5]

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段便是解构一个民族国家的

文化根基，离散社会群体对文化的集体认同感。红

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物，不同于物质实存具有固

定状态，它呈现出的是社会、历史和认知网络不断交

织融合存续的流动样态。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红色文

化即是否定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红色文

化的重要事件被弱化为次要存在，造成个体对红色

文化的认知断裂，进而产生对红色文化的疏离感，逐

步遗忘红色历史，最终侵蚀文化认同根基，破坏红色

政权合法性的认知框架。

碎片拟像模糊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无

主义对文化认同的侵蚀往往伴随着碎片化记忆展

开，即利用虚假拟像消弭文化记忆的真假界限，将幻

象置换为真实。红色文化承载历史信息，个体接受

文化信息在人脑中是以记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最

终在个体调取记忆过程中内化为稳定的精神力量。

历史虚无下的文化碎片化总是以各种似是而非、去

中心化的解构主义样态出现，着眼于模糊历史记忆

的内容和目标，进而消解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一般

来说，政治认同危机产生的过程是认同模糊→认同

消解→不认同，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根基，文化记

忆的认同模糊甚至无序混乱直接造成文化迭进的断

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样态愈加隐匿和多

元，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是“经由互联网载体及其信息

化手段而以隐蔽、柔性的照面方式，接续散布错误历

史观和价值观而形成的一种极具欺骗性、毒害性的

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6]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借以碎

片化的拟像重组拼贴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遮蔽红

色文化的历史价值，编造似假非真的拟像信息。拟

像是模拟现实而又超现实的产物，它具有强大的意

义开放性，借助多元的媒介能脱离真实之物。拟像

融合事件的真实与虚假，模糊真假记忆，“在这种情

况下，有些人分不出真实和假象、正确和错误、原创

与复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强大的’超真实”。[7]受

此影响，人们会对红色文化记忆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碎片的认知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记忆，红色文化的

模糊记忆将会带来遗忘历史的风险，在无序状态中

产生政治认同危机。

2.红色文化具象弥合时空延展的脱域性

历史虚无主义解构红色文化的最大目的在于否

定历史、断裂文化、遗忘历史，为了抵御虚无拟像的

模糊记忆，我们需要对红色文化进行具象化建构，以

真实有形的具象样态弥合时空认知的差异，消除时

空转换中出现的偶合性虚假信息，存续真实的红色

历史记忆。

红色文化具象化有助于弥合时空认知差异。红

色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思想精神，虽能摆脱物理

意义上的时空限制进行流动地传播，然而也正因其

“无形”而更易被“揉捏”为各类“畸变形状”。红色文

化发生的历史场域与当代具有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无形”的红色文化需以“有形”的具象样态去抵御时

空转变下产生的“虚无”拟像，弥合时空认知的差异，

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

主要是指将承载红色文化思想、观念、精神内核的信

息，以多样化、具体化、形象化的样式进行展现。由

于历史时空场域和网络传播空间的无限延展，红色

文化的脱域性只会进一步地加深。脱域是“社会关

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

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8]

这也意味着无形的文化在时空延展中不断脱离初始

场域，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将有助于抵抗原始含义在

脱域中被虚无解构的负面影响。“革命无用论”“革

命破坏论”等否定革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便

是利用了红色文化的时空认知差异而展开的，红色

历史的代际断层使人们无法真切地认知革命进程

的艰巨性、复杂性，无法认知到革命英雄人物为革

命事业所作出的牺牲，进而产生认同危机。红色文

化具象化以具体真实的线索再现红色人物、红色故

事，将发散无形的文化有形化、固态化。唯有具象方

能抵抗拟像，才能增强文化的历时性，形成个体的认

··3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2 思想政治教育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知图景，延续文化的时代性，在红色具象中真切了解

另一时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弥合认知差异，筑牢认

同根基。

红色文化具象化有利于存续红色历史记忆。红

色文化具象是具体化的文化形态，能给予红色文化

以清晰的样态，抵御碎片拟像所产生的模糊记忆。

红色文化诞生于革命年代，承载着复杂且丰富的革

命历史信息，以红色文化为根本基础的红色具象自

然也携带着红色历史信息。红色文化具象的多样

立体特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存储历史信息，明晰指

涉性的具象能在人脑中筑起更为真实、牢固的红色

历史记忆，有效切断产生政治认同危机的第一环

节——初始记忆模糊。红色文化在时空维度上的存

续并非是恒久的，随着文化时空的延展，红色文化需

要借助红色具象稳定文化内部的价值内核，达成历

史记忆的延续保存。“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

‘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

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9]红色文化的具

象载体通常都为红色历史发展上的历史结晶点，能

形成“红色文化→红色具象→红色记忆→红色精神”

的演变内化逻辑链。红色具象将红色文化的历史信

息进行打捞排序展现，续存的信息能缝合起不同时

空的历史记忆，个体在具象缝合中获得对特定历史

情境与事件的真实认知，由此保存完整记忆脉络，以

消除貌似为真的零碎拟像的虚无攻击。红色文化具

象化有助于个体理解历史、认同文化、续存记忆，在

不断延伸的脱域时空中消解历史距离感，触发个体

对红色文化的真实认知，自觉辨别虚假的历史信息，

主动对红色文化进行接纳内化。

二、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可能性

红色文化具象化具有抵御虚无拟像解构红色

历史的重要作用，然而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并非

是直接从红色文化中进行简单提取就能完成的单

向流程。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需要经过符号凝

缩、介质表征、技术赋能的双向循环流转，才能有效

地诠释红色价值、外显红色意象、激发红色情感，实

现红色具象的建构，发挥红色文化具象的时代性与

价值性。

1.符号凝缩诠释红色文化的价值话语

红色文化具象作为一个符号能进行意义的凝

缩，将复杂广泛的价值内容内嵌在符号形式之中，以

符号形式诠释红色文化的价值内容。符号凝缩为红

色文化具象化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弗洛伊德最早提

出凝缩是“构成集合形象和复合形象”。 [10]拉康指

出，凝缩“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11]多丽丝·格雷伯

指出，符号凝缩是“永恒定格的符号瞬间”。班尼特

和劳伦斯则提出：“决定性瞬间以特定的符号形式表

现出来，成为我们关于整个事件认知的凝缩与象

征。”[12]符号能对事件认知进行凝缩与象征，将多层

含义汇聚与流通，成为个体了解事件的聚焦切入

点。红色具象的符号凝缩对红色文化的关键点进行

文化标注、缩影历史、聚合意义，决定性的永恒定格

瞬间有效地将历史信息进行归类，凝合起共同体的

身份识别，在红色文化具象的符号凝缩中实现认知

维度的认同。红色文化具象符号的凝缩过程强调了

意义的聚合，脱胎于现实的凝缩既能集合文化信息，

又能从修辞角度诠释价值话语，赋予现实以深刻的

意义内容。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初始环节便是要

将历史内容、历史意义、历史线索、历史价值等信息

聚焦在某个具象符号之中，将红色文化价值话语嵌

入有形的具象之中，个体在凝缩中移置出具象背后

的意义链，加固符号意义之网。

红色文化具象借以符号凝缩增强意义的传播延

展广度。“凝缩符号的修辞和论证价值在于它能够同

时唤起广泛的情感和一连串思考。”[13]符号凝缩使红

色文化具象化既能保留原型信息，又能在堆叠的广

泛意义场域中刺激个体内化其中嵌入的价值话语，

个体在具有决定性的凝缩符号中提取定格的永恒信

息。例如，国旗便是符号凝缩的具象典型，国旗是具

有国家象征能力的符号，一面国旗承载的是一个国

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等重要国家意义信息。

个体凝视国旗这个具象化的红色符号能快速地得到

其背后波澜壮阔的革命凝缩图景，无形的红色文化

便能以具象符号建构并传播起来。当前，“人不再生

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

号宇宙之中”。 [14]红色文化具象的本质在于利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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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诠释价值话语，将历史信息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以各类具象化符号流动地拼贴在各大交往空间之

中，主体被具象客体所包裹，在与符号的互动中自觉

或不自觉地解码出其中的凝缩意义。符号凝缩使红

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得以实现，符号编织文化意义

之网，将个体导引进红色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红

色文化具象所表达的文化抽象概念在符号“凝缩—

诠释—内化”中得以解码铺展，具象符号的意义凝缩

有利于红色文化进入个体内化环节，生成文化共同

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2.介质表征外显红色文化的意象构境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在完成符号凝缩价值内

容的初始环节之后，需要利用各类介质载体将其中

的文化信息表征出来，外显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

中。抽象的文化只有显现在个体的基本感知中才能

有效地完成具象化的建构目的。介质表征为凝缩符

号的解码带来了“充满弹性的、意义多元化的全新叙

事结构”。 [15]红色文化的具象并非一直都能够在人

脑中不断映射展现，具象建构只有借助介质表征，在

现实中以不同介质状态象征性、物质性地重现具象，

才能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红色文化进行具象化的

建构离不开介质的传播感知，具象符号以介质的流

通形式显现在人们的基本知觉中才能成为感觉材

料。感觉与知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感觉是某个感

官活动的产物，知觉是多个感官协作产生的有机整

体，知觉是以感觉为基础并对大量的感觉信息进行

综合加工而成的统一体。知觉是感觉的更深层次发

展，感觉只是对某一客观事物的体现。例如，红色文

化具象化以红色音乐介质表征时，音乐介质作用于

听觉，刺激个体的感官体验，而知觉则会引发人脑对

音乐的整体反馈和分析处理，并在人脑中提炼出音

乐中蕴含的红色文化信息。知觉的产生不是凭空而

成，需要对某个存在物进行真实的感知，才能重现其

内含在感官中的意义信息。“从‘感觉材料’到‘世界’，

知觉的发生应在每一次知觉活动时重演，否则，感觉

材料就会丧失感觉材料归于这种演化的意义。”[16]具

象利用介质表征出符合人的知觉兴趣点，得到互动

反馈，便能将符号凝缩的话语作用于个体的知觉，释

放出价值意义。

介质表征所凸显的红色文化具象具有恒常性，

能形塑集体意象，引导集体进入带有红色文化的构

境中。“文化现象可以理解为结构性背景中的象征形

式；文化分析可以视为对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社

会背景的研究。”[17]文化经由象征显现出有形样态，

表征是象征在大脑的进一步系统运用，是感知到知

觉的上升，也是表象到意象衍生的复杂过程。介质

表征与个体知觉呈现为“能指—所指—赋意”的互动

关系，也是“私人形成—社会共享”的过程。首先，个

体通过“能指”“联结”“所指”，把红色文化的表征与

其含义相连接。例如，将国旗与国家象征联系起来，

为国旗的表征赋予意义。其次，经由人脑生成表征

的相关意象，意象“代表着一种‘质’，才使心理意象

与事物的自然本体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形象的

形成，其实是心灵对某种事物之本质的认识和解释

的产物”。 [18]介质表征利用意象的恒常性在社会群

体中不断输入历史文化信息，消除最初纯粹的表象

意义，最终将个体的意象定势化为独特的社会集体

意象，使意象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进行流转。多

样化、多层次的介质表征所组合形成的红色文化具

象能形塑出一个红色意象构境，个体在与介质的审

视互动、意象拼贴、情感激发中走入集体意象构境空

间，个体与集体的意象构境得到了共享连接，在红色

文化具象的介质表征中个体愈发能体验到红色文化

共同体的召唤。

3.技术赋能增进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是以符号凝缩意义为基

础，经由介质外显形塑个体的文化意象，在此过程中

生产出属于集体共享的文化构境。然而，红色文化

具象化的建构绝不是单向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

循环的建构机制(如图所示)。介质表征形成的意象

还需更进一步的扩大化传播，不断与个体进行多维

度互动，以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因此，需要通过技

术赋能使红色文化的具像化建构渗透在大众日常生

活中，把过去的记忆带回现实，在主客体双向记忆互

动中增进个体的情感认同，聚焦具象建构的红色情

感关键点，将红色文化具象所诠释的价值话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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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行为规范的准则。共同体成员在进行符号共享

与情感沟通中再现符号，个体在技能赋能的情感刺

激下唤起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记忆，反复调取的红

色记忆能加深个体对具象符号的理解，甚至能创设

出新的具象符号，诠释红色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凝缩

红色文化新的历史意义。由此进入下一个循环过

程，红色文化具象化得以循环建构。

图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既能保存红色

历史信息，保障红色记忆的唤起，又能形塑共同体文

化认同的意象构境，再现红色文化历史符号。随着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促进了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的流动性与便捷

性，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具象的再生产。信息技术

对红色具象的赋能体现在“赋予情感功能”，在符号

凝缩、介质外显、具象再现双向合力循环流程中，技

术为具象建构提供多模态塑形，赋予个体层次多样

的红色情感体验。同时，个体把情感知觉通过技术

平台与他人交流分享，形成新的时代符号。如电视

剧《觉醒年代》不仅在电视平台播出，还利用短视频

平台、全息投影平台等技术手段展示，由此将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沉淀为无数先烈为革命事

业英勇牺牲的意象集合，激发个体产生情感认同。

新兴的技术手段为具象的生产形塑、再生产重现带

来更为真实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实践性

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是为了存续红色文

化的历史信息，抵御由于时空转换、代际递减和历史

虚无主义侵蚀所造成的记忆遗忘。个体形成真实有

效的记忆，方能自觉抵御虚假记忆的弥散与模糊。

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在实践维度中的旨归在于唤醒

历史记忆，恢复红色文化的原有之义。因此，要以多

样化的符号立体呈现红色文化的具象内容，仪式化

的记忆之场动态复归记忆，导引个体进入情感归属

的实践场域。

1.多样化地立体呈现红色文化具象内容

红色文化具象化在实践建构中必须遵循多样立

体的表征原则。红色文化具象化的建构是为了抵抗

模糊的虚无拟像，红色具象要以多层次、多形态、多

维度的形象进行呈现。人的知觉选择是具有能动性

的，为何选择此物而不选择彼物，背后蕴含着个体对

某物的价值判断、意识目的。所以，红色文化具象化

的建构需要运用多样化符号调动个体的感官体验，

投射出立体化的意象，引发个体注意，进而使其融入

共同体文化之中。

多样化符号交互铸造红色文化具象。红色文化

具象化的循环建构机制的初始起点为符号凝缩，多

样化符号能刺激个体的知觉反应。符号凝缩意义、

衍生价值，多样化符号的交互运转比起单一符号的

刺激具有更强烈的嵌入感，能释放出更为丰富的文

化信息。以符号意义之网在人脑中建构起联结现

实与文化的红色文化具象，“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与

其他概念联网，而是在一个由上下文启动的意义网

络中的良好联系”。[19]当前，红色文化具象化建构的

实践主要通过视觉与听觉的符号联动完成意义的

初步凝缩与知觉唤起。首先，通过塑造可观测的具

象符号激发个体的感官欲望。“看不见”“摸不着”的

红色文化需要积极利用文字、图片、音频等“看得

见”“摸得着”的符号进行呈现。可观测的感官知觉

符号能够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诠释得更为生动、有趣

味。例如，视觉具象符号的运用为红色文化提供了

新的融汇模式。我们处在一个被视觉包围的时代，

“视觉不仅包含透镜和视网膜的生理学，而且包括

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事先选择的、事先编码的知

觉特征和结构”。[20]我们应当积极运用图像，具象化

地呈现红色文化的内容，增强个体的感官体验。其

次，通过交互多样具象符号调动个体的情感共鸣。

可观测的具象符号不能单一向度发展，多向度地汇

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红色力量。建党百年主题MV
《少年》，既利用了视觉符号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又使用了悦耳动听的听觉符号，视频与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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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将百年党史凝缩起来，加深了个体对红色历

史的理解，在多样具象符号中引发个体产生情感共

鸣与文化认同。

立体化意象投射整合红色文化构境。多样具

象符号的交互过程需要借助介质进行广泛传播，以

实现红色文化具象外显价值的多样同一性，表达红

色文化多样性、灵活性与包容性的效果。个体在具

象投射的意象中进入红色文化构境，也即是将所

有意象整合形成“虚拟的在场”。在多媒体介质交

流时代，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要充分发挥介质

的流动性与重叠性，增强个体的体验快感、组建情

感共同体、创设新的符号凝缩。“因特网有自己的

地理，它是由处理从位置产生信息流动的网络和节

点组成的……它导致了流动空间这样一个新的空间

形态的产生。”[21]共同体成员使用多媒介在多样化的

互联网平台进行即时交流，最为常见的便是通过抖

音、微博、B站、微信等进行情感表达。因此，我们要

将形塑之后的红色文化具象嵌入各种交流平台，在

流动的符号交互中以立体化的意象增加共同体成

员的浸入感、体验性。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赋权的算法推荐，根据个体的个人信息、兴趣偏好、

浏览记录等进行场景的调适和构境的营造，利用不

同场景的切换使个体获得独特的在场化体验。譬

如，利用云端直播、VR、AR、MR、H5、全息成像技术

等将不同场景展演出来，有利于个体将不同场景整

合为一个红色文化构境。然而，媒介融合也会带来

负面影响，介质的高度自由流动性使传播主体变得

复杂，技术赋权可以使人人都成为媒介的主人，所

以红色文化构境的建造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净化

传播内容，防止虚假信息借助介质诱导个体进入虚

无构境之中。

2.仪式化地动态复归红色文化真实记忆

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离不开仪式的操演，仪

式“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

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22]多向度的仪式活

动能给予个体具身真实的在场体验，锻造共同体成

员的共享记忆信码。此外，由于红色文化具象化的

循环建构是一个互动的流程，也就蕴含着动态化实

践的要求，需要根据特定时空内容打造沉浸式的记

忆之场，复现红色文化的真实记忆。

仪式化操演红色文化具象，锻造共享记忆信

码。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内向化”与“外向化”两个

向度。“内向化”是指引导共同体成员进入意象构境，

完成文化的内化与传承；而“外向化”是指借助符号

表征和情感共鸣进行文化外化与再生产，这也契合

了红色文化具象化循环建构中的再生产环节。仪式

的经典瞬间能成就符号的凝缩，是实现文化从内向

吸收到外向表征的重要载体。“仪式是一种相互关注

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

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23]文化

仪式作为架构起文化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工具，给予

共同体成员对历史信息整合补充的想象空间，把个

体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在红色情感的感化下对共

同的历史记忆产生归属感。红色文化纪念仪式要操

演红色文化具象，多维度排列展演红色历史情境，使

用国旗国徽、党旗党徽、标语口号、纪念碑、革命歌曲

等具有外显红色情感的具象载体，勾连个体与共同

体的记忆。应当积极地利用仪式与红色文化具象的

互动，建构起富有感染力的象征之林，使身处在仪式

活动中的个体认同其中的文化信息。

动态化沉浸记忆之场，复归真实红色记忆。红

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是为了保证红色文化的延续，

红色文化有赖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稳固续存，

个体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记忆是真实有效的，才能抵

御社会空间中虚假记忆的干扰。因此，要打造出承

载红色文化具象的记忆之场，以真实具有亲历感的

红色文化具象场域触发不同个体之间形成情感共

振。“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

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

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

征性元素。”[24]以记忆之场向不在场的“他者”展示真

实的红色历史，将“他者”揽入“我们”形成“类”的价

值概念。立体化的红色意象在记忆之场中堆叠沉淀

为个体的记忆刺激点，记忆之场是意象构境外显的

宽广场域，能发挥整合红色文化具象与稳固红色记

忆的作用。红色文化具象借以介质投射出的意象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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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需要动态化地往复呈现才能获得流动的生命力，

沉浸式的记忆之场方能维护红色文化具象的保留与

再生产。例如，通过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富有红色

文化具象内容的场地，使个体拥有沉浸式的在场体

验，历史将不再是远去的静态旧事物而是鲜活的记

忆，个体在红色建筑地标中能得到历史的延续感，在

看得见的历史景象中勾勒出历史的画面。此外，还

要重视创伤记忆之场的建构。“创伤记忆”通过集体

记忆的塑造会让民族产生同一性，也让国家更加团

结，相比幸福和喜悦的记忆，灾难、耻辱更难让人遗

忘。 [25]从具象真实到具身真实地嵌入，创伤记忆的

重现凸显了身体在场的具身性力量。各地要结合实

际重视挖掘独有的红色记忆之场，在其中以真实的

图像、数据、声音等方式动态地将红色意象输入个体

的记忆系统，使共同体成员全身心地沉浸其中，激发

对民族与国家的深层次认同，进而在动态传播实践

中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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