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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主题鲜明，贴近人民生活，创作手法多元，表达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传播形式多样，注

重分众化传播取向，传播实效性强，接受程度高。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应把守底线：坚定马克思主义

是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第一要务；应与时俱进：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做好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再版与改编；应赋能科技：依托大数据创新融入路径，增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

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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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e has distinct themes, is close to people’s life, has diversified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na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cation forms are diverse, focusing on the 
orient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with strong effectiveness and high acceptanc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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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ulture should keep the bottom line: to strengthen Marxism is the first task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reprint and adapt 
the cases of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regularity and 
purpose; should em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y on big data innovation into the path, en-
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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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红色资源集革命历史、

革命人物、革命故事、革命遗迹、革命精神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历史传承价值和文化育人功能，有助于

激发和教育大学生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1]。红色文化对于当前高校大学生而言尤为重

要，红色文化中所饱含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将对高校大学生的成长成材以及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人生

观、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 

2. 红色文化的概念及特点 

2.1. 红色文化概念刍议 

从红色文化诞生和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看，红色文化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伴相生的，“红色”代

表着革命，代表着对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诉求，代表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谋发展的初心，红色文

化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至今红色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壮大。从红色文化的功能来看，红

色文化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勇前进过程中的历史与事实、品质与精神，

是通过多样化的方式传承、记录和承载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综合体[2]，是包括革命年代中的“人、物、

事、魂”[3]。总的来说，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过

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总和，其创造者是以中国共产

党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红色文化是开放、发展的文化，它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2.2. 红色文化特点 

第一，红色文化是开放性的。我们可以从受众感受的开放性和红色文化内容、结构的开放性两个方

面来理解。一方面，受众体悟的开放性即：一千个受众就有一千名哈姆雷特，不同的生活经历、情感经

历的人在红色文化浸润后都有其专属的生命情感及体悟。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涵盖面广泛，可以是文本

式的叙事小说，也可以是脍炙人口的民谣歌曲，还可以是广外流传且随时代变化不断改编和再版的舞台

剧等等，这都体现着红色文化的开放性。 
第二，红色文化是具有超越性的。从时空观来看，红色文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一方面，红色文化

是超越时间的，即它是超越时代与阶级的，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红色文化都不会沉默，无论在哪个社

会阶层，红色文化都会闪烁耀眼的光芒。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是超越空间的，其超越空间既是源于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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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或者意义价值不是局限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某一国家，其内涵无限丰富，可以供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不同地域的受众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超越空间性又源于其被广泛传

颂，束之高阁，难下乡野的不可谓之红色文化，晦涩难懂，意义固定不变的也难担红色文化之任。 
第三，红色文化是民族特有的符号。红色文化超脱于创作者而存在，具备民族的、国家的精神气息，

无论是在历史的交汇、变革期，还是在文明与社会的转型档口，亦或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风雨间歇，都会

伴随着红色文化的出现和阐释，彰显不同国家、民族的审美风尚、人生体验及价值观念。 
第四，红色文化应具有高的艺术价值，这是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红色文化是凸显现代性

主体的，是把“人”作为创作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的，人是红色文化演绎和描绘的对象，亦是受众捕

捉特定时代的切入口，更是火热社会现实在现代主体上的交织与映射。由此，红色文化在内容和结构上，

往往是揭露社会现实，保持人的精神独立和批判思维，彰显人文关怀。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讲求表达艺

术，能够打破在传统文本、表达手法和形式等方面的束缚，追求新颖、富有创造性的表达特色，提炼推

陈出新的审美视角与经验，形成超凡脱俗的特质。 

3.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正如所讲“今天，我们回顾历史，

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4] 

3.1.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高校工作纷繁复杂，其中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要部分。通过融入红色文化来提升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需要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方面，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

育是合规律性的，尽管我们在初级教育阶段就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受过红色文化的熏陶，但限于客观的

认知水平，广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体悟不深，仅作为一种思想启蒙，而进入大学伴随

着认知水平和社会阅历的逐步提升广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具有较为全面的思考与认识，而此时各种思潮和

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悄然而至，急需引导大学生运用饱含在红色文化之中的历史事实与其背后的精神品质

同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高校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融入红色文化是合乎目的的，高校是大

学生学习生存技能，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场域，更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素养树立的重要场所，

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集体主义思想、助人为乐思想、甘于奉献精神，将有助于广大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

主流意识形态观，摆正政治站位，将所学正确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为党提供合格人才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曾言：“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

物质关系”[5]。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将增强人才培养的成效，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保障。高

校是为党育人的摇篮，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高校党委的培育审核下加入党组织，为党的长期执

政供给新鲜血液。大学生党员作为高校学生中的关键少数，作为党未来事业的接班人，不仅要求其业务

水平过硬，还要求其政治素质过硬。这就要求高校要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将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融

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全人员。 

3.2.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的自身健康发展 

第一，从外部环境来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抵御境外意识形态渗透，营造良好

环境。一方面，高校一直以来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之一，广大高校大学生也是渗透的主要对象，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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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借助于网络空间，趁广大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辨别能力未立稳脚跟之际，采取物质、

感情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伤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阻碍了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

成和发展的路径。加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将使学生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增强判断境外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另一方面，国外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针对性，凭借先进的网

络技术和传播理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渗透。尤其针对高学历的学生，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将增强广大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荣誉感，在面对利益和诱惑时能够坚定本心，自觉地同境外意

识形态作活动做斗争。 
第二，从内部环境来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解构大数据所引致的同质化现象，

促进广大学生多元、全面发展。一方面，某些公司在资本的推崇下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精

准宣传、精准营销，灌输其价值观念，引致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在网络空间肆虐，除此之外为了

持久锁住大学生群体的利益，在大数据智能算法的影响下，使得广大大学生颇受“同质化”危害影响，

信息茧房的不断发展必然使得同质化现象成为一种可能[6]，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将净化

广大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降低资本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另一方面，大数

据算法催生下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客观判断和创新，阻断大学生与外部的联络。红色

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将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有力抓手和行之有效的“血肉”事实，红色文化所释

放出的红色故事、红色人物、红色精神等将发挥强大的隐喻功能，促进学生自身健康发展。 

4.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取向 

4.1. 第一要务：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底线 

第一，“革命”“建设”“改革”“变革”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对象，亦是中国实现自身

不断发展，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源泉。从新中国成立，甚至从近代史的开端以来至今，中

国人民的生活始终围绕、伴随“革命”“改革”。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我们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

各个层级之间的主要矛盾靠的就是不断的革命、不断的改革与变革。这是被中国实践所检验，是被中国

人民当前的小康社会所验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被历史、实践所成功证明和检验的，因此红色文化的

发展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底线。 
第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是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红色文化的生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源于

马克思主义，一旦红色文化偏离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那它的生命力也将走向终结。除此之外，当前各

种意识形态和多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不断蔓延，交相呼应，而如何使得广大高校大学生在多

元价值观和多元思潮中，如何保持定力，坚定不移跟党走？如何不被“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迷惑，

从而办好中国的事情？如何向广大高校大学生解释中国发展，彰显中国精神？等等都离不开我们在意识

形态传播和建设中紧抓、抓实、落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红色文化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发展。 

4.2. 与时俱进：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做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再版与改编 

红色资源是党史学习教育“课堂”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把红色资源育人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从

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向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勇担立德树人使命，奋力书写立德树人的新时代答卷[7]。与时俱进是时代发展的主题。

红色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要做到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合、统一，从而提升红色文

化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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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再版与改编要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当前在利益驱使下部分商业

在介入红色文化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翻拍和改编红色文化资源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现象，例如

《沙家浜》中阿庆嫂与胡传魁和郭建光卷入所谓“情感漩涡”[8]。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引致了此类红色

文化走样的情况，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更是误导红色文化积极传播与发展。红色文化是大学生同

国家记忆的纽带，是激励不同时期广大高校大学生奋勇拼搏的动力，而背离事实的改编红色文化资源不

仅割裂记忆的纽带，更将引致广大高校大学生的厌恶情绪和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消极应对、甚至抵触。 
第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做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再版与改编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是满足广

大高校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定位与心里期待。合规律性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符合历史事实，其再版

改编的影视剧等题材能最大程度还原当时历史背景，人物刻画尊重原文原型等等，合目的性主要表现在

红色文化创作和改编的出发点是服务于人民的幸福生活，满足广大高校大学生在精神层面的需求。近期，

改编自转业军人都梁的同名小说《亮剑》，被再次搬上荧屏，但新版影视剧《亮剑–雷霆战将》与历史

相悖，在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的同时，也是遭到网友的吐槽批判，最终被下架整改。而由李幼斌出演

的同一小说改变的老版《亮剑》，因其真实还原历史事件，真实展新人物特点，刻画出农民出生的李云

龙带领的独立团面对侵略者同仇敌忾、舍生忘死、大义凛然，其中一些细节更是让人们热泪盈眶，让当

下的广大大学生感受到对抗日英雄的敬佩，以及对现实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珍惜与自觉维护，潜移默化

的增强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 

4.3. 科技赋能：依托大数据创新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路径 

第一，依托大数据技术分众化引导、精准化推送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相关作品在上世纪 50~70 年代

达到顶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能够把准现实问题，而大数据时代将利用数据挖掘、数据联机分析、数据

处理、数据交叉、数据可视化分析等对社会现实把握更加精准全面、将高校大学生分众化。 
一方面，要善用大数据技术的分众功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想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必须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须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9]。红色文化在高

校意识形态教育发挥作用要最大限度实现日常生活之中“一人一案”，由于不同大学生的知识储备、社

会经验和家庭背景不同，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和需求也不同。例如有的大学生热衷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故

事，有的大学生喜欢研究上山下乡时的红色文化，有的大学生喜欢红色文化中的诗歌，还有大学生喜欢

研究红色老电影等等。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分类分众推送不同的红色文化内容，最大限度地实现红色文化

的有效转化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技术分众红色文化资源。针对同一高校大学生群体，我

们还要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众，循序渐进，由浅到深地进行红色文化资源的推送、传播。我们需要对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众，剖析其主旨、研究其手法、体悟其人物特征等等，按照大学生认知发展水

平、身心发展水平以及接受水平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适时推送与传播，最大限度尊重大学生的价值观建

构规律，增强高校大学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第二，依托大数据技术，改善红色文化传播方式，注重“引流”，营造“红色”场域，激发人们重

温红色文化的动力。安迪·沃霍尔曾提出了著名的“15 分钟定律”，即“在未来社会，15 分钟内，每一

个人都能获得成功”[10]。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要把握自己的“15 分钟”，

增强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实效性。碎片化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有研究发现，“网络赋能碎片

化学习是一种在网络关系中发生的动态过程”[11]。网络空间在与现实空间的高度接榫中，让我们发现“短

小精悍”的短视频、音频或者文字片段，往往在快生活节奏中备受人们的喜爱。在大数据时代下将红色

文化处理加工，择练出其中精彩、高潮、吸引受众眼球部分，转化为短视频、音频、文字等形式，突出

视觉张力、设置悬念、把握高校大学生心理，形成意犹未尽，欲大快朵颐之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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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兴趣，勾起受众欲望，激起受众重温红色文化的动力，转变传播思维与传播方式。 
总之，红色文化作为链接人民与国家记忆的纽带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近百年来为人们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和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下，在崛起的网络社会中，广大高

校大学生更加需要红色文化来增强意识形态教育，逐渐形成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消极价值观等思潮的能

力，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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