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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Culture Dimensions

红色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

多次前往革命圣地考察，足迹遍布

西柏坡、沂蒙、延安、遵义、井冈

山、上海、嘉兴等地，他反复强

调要让崇高伟大的红色精神和革

命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

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萌芽于近代，伴随着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而逐步形成和发展，是

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超越。红色

文化承载了革命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内

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滋养，是极

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具有显著的育

人价值。

文化是一种具有既有、继承、创建

和发展的价值和认知体系，红色文化不

仅仅只是将红色与文化简单相加，而是

将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情结的深刻寓意

注入文化之中。红色文化的狭义内涵主

要是指红色革命文化，上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彰显了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广义的红色

文化包含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笔者是在广义理解的基础上探讨红

色文化，认为红色文化由理论、经验和

精神三个部分组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

的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凝结着革

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 

红色文化根植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具体实践

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

指导生成、发展和壮大，传承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根植于我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具体实践。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

的精髓和灵魂。

红色文化萌芽于近代，形成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

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浴血奋战，成功

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沉重的三座

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使人民群众从被压迫、

被剥削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在这

一过程中，红色文化同封建主义

的没落文化、帝国主义的奴役文

化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化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铸就了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

红色文化精髓，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巩固

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色文化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开拓精神，公而忘私、殚精竭虑，投身

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

同志曾反复强调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

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

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工作做到

底。”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不

断推进，涌现出抗美援朝精神、焦裕禄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伟大精神，红

色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红色文化壮大于改革开放时期。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以“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精神，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使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

【摘要】红色文化萌芽于近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壮大，

在改革开放时期愈发繁荣，凝结着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红色文

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滋养，具有显著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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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文化浸润大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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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

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熔铸

了时代背景下的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奥运精神、塞罕坝精神等优秀精神，

红色精神不断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内

涵不断丰富，外延上也有了极大延展。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红色

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渗透着对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向往，凝结着党和人民对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执着追求。它讲述着

中国故事，传承着中国精神，弘扬着中

国价值，汇聚着中国力量。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

价值

我 国 发 展 已 进 入 了 新 的 历 史 方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准确

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的丰富内涵，从红色文化中不断汲取养

分，让红色文化能够浸润思想，积极推

进红色文化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第一，红色文化教育是坚定理想信

念、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载体。习

近平同志将理想信念比喻成我们精神上

的“钙”，如果缺乏这种“钙”，理想信

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当前大学

生思想状况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部分

大学生出现了理想信念淡漠或缺失的状

况，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随着我

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推进，部分大学生崇

尚和迷恋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化，

错把物质享受当成唯一的价值目标，丧

失了崇高的理想信念。红色文化教育是

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战争

年代革命先烈们忠贞不渝、甘于牺牲，

和平时代共产党人艰苦创业、甘于奉献，

他们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红

色文化中彰显和传递。在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加入红色文化所

蕴含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炽热的爱国情怀，对于坚定

理想信念、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具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 

第二，红色文化教育是抵御错误思

潮、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抓手。意

识形态领域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

青年进行价值颠覆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

普及，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一些“公知大

V”“意见领袖”及“水军”，发表了大

量以“真相”“揭秘”为标题的否定、质

疑、歪曲、丑化国家形象、党的历史、

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网文，历史虚无主义

错误思潮再度在我国泛起。历史虚无主

义者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以重新

评价历史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否定中国革命，进而否定社会主

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打着

“言论自由”的幌子，以“娱乐恶搞”丑

化革命领袖和英雄、美化反动人物。这

些价值观扭曲、歪曲事实的历史虚无主

义言论以惊人的速度在网上传播，有相

当多大学生受其影响且认识不清，这对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红色文化的演进历史与党和国家的发展

史一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课

堂、实践、网络等多种方式开展，用生

动鲜活的红色文化讲述历史，可以帮助

大学生对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共产

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清醒的认知，自觉

形成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风尚，认清

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和错误，消解历史

虚无主义冲击造成的消极影响。

第三，红色文化教育是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关键

举措。目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还存在着诸如形式主义问题等薄弱环节，

进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吸引

力和感染力下降。红色文化内容丰富，

全国各地各类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革命纪念馆、红色革命文学与影视作

品、红色新媒体平台、革命遗址等红色

教育资源层出不穷，这些红色资源是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的教材。《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

出，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复兴

重任”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红色题

材舞台剧、欣赏红色文化为内涵的网络

作品、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

进典型的优秀事迹、服务革命老区党的

社会实践等活动，把握好教育的时、度、

效，把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育结合起来，让受教育者产生思想、情

感共鸣，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吸引力和

感染力。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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