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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CNKI所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发现，近十年业界中有关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与分布领域多而广，但

领域分布凸显不平衡性；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表现在“红色文化资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红色文化教育、传播、旅游”等几个方面；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部分红色地区高校等机构已

经成为红色文化研究的区域中心。推动红色文化研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定力，需要

从优化研究队伍、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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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CNKI,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re-
sults and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e in the industry in the past decade are numerous and wide,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fields highlights the imbalance. The hot areas of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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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d cultural edu-
cation, communication, tourism” and other aspect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Some universit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red areas have become 
regional centers of red culture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red culture and provide mental 
stability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need to optimize the research team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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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党为人民、为祖国奋斗实践在精神层面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1]。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诸多论述，使得红色文化研究受到理论

界、学术界有关学者高度关注，并已产出了综合研究和专项研究等体系化的丰硕成果。基于此，文中以

近年来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 CNKI 计量分析，绘制科学

知识图谱，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梳理出对红色文化研究的基

本特征，并展望其未来。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2.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文中所示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设置主题词与题名为“红色文化”，年限为 2012~2023 年 3 月

20 日(文献检索日)，检索范围为学术期刊。由于核心期刊文献总数较少，不具有量化分析基础，故从全

部学术期刊进行初步检索，共得到 7457 篇期刊文献，作为文章分析的基础数据。 

2.2. 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掘、传承红色文化的时代意义，他一再强调：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2]。新时代下，如何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红色基因，探寻其与新时代的紧密结合，不仅关乎红色

文化研究者的工作成效，更在于我国红色文化的时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事业。为此，本文旨在通过对 CNKI
期刊文献的定量研究，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文献特征，对其主要研究领域、

成果及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优缺点进行系统梳理，致力于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研究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3. 红色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可视化分析，一方面可得出研究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分析出包括主次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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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科、研究期刊及层次、来源类别、作者及机构、基金等多个分析要素。为方便信息参照，故从以

下五个方面进行整理分析： 

3.1. 学科分布 

党的红色文化内涵丰富而深远，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有关研究成果涉

及各个学科领域。图 1 是根据检索条件整理的红色文化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ed Culture Research Disciplines (2012~2023) 
图 1. 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分布(2012~2023) 

 
根据图 1 所示信息，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 
一是广泛性。研究领域涉及 30 个学科(限于篇幅，图 1 中仅列出前 20 位)，不仅涉及“高等教育”“文

化”“思想政治教育”“旅游”“中国共产党”等主流学科，而且还涉及“新闻与传媒”“农业经济”

“资源科学”等非主流学科。一方面反映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凸显出红色文化研究与其他

学科之间广泛存在着交叉研究现象，红色文化对其他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支撑作用。 
二是不平衡性。在符合检索条件的 7457 篇文献中，“高等教育”学科文献出量最多，高达 2639 篇，

占比 28.4%；“文化”学科次之，2030 篇，占 18.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紧随其后，出产量达 1340
篇，占比 16.1；三者共计占比 62.8%，已达发文总量的半数以上。可见，业界对于红色文化研究的主要

学科领域为“高等教育”“文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而对于经济学、哲学、艺术学等学科研究较

少。 

3.2. 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即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题是研究者想要在某种领域，以某种视域，

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所聚焦的研究热点及趋势。通过整理和分析研究主题，可以准确把握“红色文化”

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学术动向及研究热点。具体研究主题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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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2. Theme Words and Sections of Red Culture Research (2012~2023) 
图 2. 红色文化研究主题词与篇次(2012~2023) 

 
通过整理红色文化研究相关主题词，发现部分主题词存在重合现象，例如“红色文化”与“红色文

化资源”有相关重叠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合等等。因此，经过

二次梳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研究主题，如图 2 所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较高出现频率的主题

词分别是“红色文化资源”“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教育、传播、旅游”等，这些研

究主题可被视作红色文化研究的热点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于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何将红色

文化优秀资源注入时代活力，将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之中，是新时

代亟需作出全新解释的重大课题。 
首先，从红色文化资源及其蕴含的红色基因自身来说，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文

化为我们传承革命精神，赓续伟大奋斗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源泉，红色基因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

的红色血脉，血浓于水，血脉相连，如此才能使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3]。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将其视为江

山永固之根基。由此，“红色文化资源”“红色基因”的相关主题研究受到业界的广泛重视，进而成为

红色文化研究的热点主题。 
其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坚定不移

地推进乡村振兴，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4]。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发掘的主阵地，乡村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发掘本地

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将红色文化融入当地经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又快又好地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第三期)中将红色旅游纳

入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其功能旨在脱贫富民，为我国红色旅游指明了方向[5]。为此，业界不断加强

对于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交叉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从红色文化的教育因素来说，红色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红色教育资源，同时也为树立文

化自信、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植深厚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

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6]。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而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离不开红色文化的熏陶作用，离不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培植作用，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

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3.3. 高被引文献 

被引频次是文献在某一时期内被其他文献引用的累计次数。一般来说，高被引意味着较高的学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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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文献被引频次也是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合理整理后，我们得到

如图 3 所示的红色文化研究高被引文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3. High citation frequency of red culture research (2012~2023) 
图 3. 红色文化研究高被引文献频次(2012~2023) 

 
最高被引文献为沈成飞、连文妹于 2018 年合作发表在《教学与研究》刊物上的《论红色文化的内涵、

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文章就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核、价值内核及价值外延等多方面做出了诸多原创性贡

献。认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能够有效抵御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讲出中

国色彩，引导全体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该文被引次数累计达 325 次。排名第二的被引文献

为王春霞于 2018 年单独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刊物上的《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该文从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出发，认为红色文化资源从各方

面都体现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本身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度耦合，红色文化教育自然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一环[8]。该文被引次数累计达 215 次频。 

3.4. 高产作者 

高产作者即是 2012 年至 2022 年检索时间之间最高发文量的作者。为方便数据分析，图 4 对发文数

量前 15 排名的作者进行整理，具体如下： 
据图可知，排名前 15 位高产作者一共发表论文 154 篇，达到主题发文总量的一个百分点以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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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4. High yield author in red culture research (2012~2023) 
图 4. 红色文化研究高产作者(2012~2023) 

 
发表论文最多的是天津城建大学马静教授，其次是齐齐哈尔大学于春梅教授。 

同时，通过将高被引文献的作者和高产出作者相比较，可以发现，一方面，遵义医科大学的陈俊教

授既是高产出作者，同时是高被引文献的作者(文章《网络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探析》被引 111 次)，且在两个数据表中皆靠排名前列；另一方面，除陈俊教授外，其余高产出作者皆没

有实现作品的高引用。这也凸显了近期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判定高产出和高质量的重要性，

或者说，如何实现高产出和高质量的有机结合。换而言之，即如何在促进理论研究力度的同时做到高质

量研究，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3.5. 期刊与机构 

首先，为方便数据分析，将对文献刊发数量的前十名进行数据整理，具体内容如图 5： 
由图 5 可知，《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期刊占据发表排行第一名，2012~2023 年间共发表 177 篇，占

主题研究文献总数的 1.2%，其次是《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期刊，发表 120 篇，占 1%。排名前 10 位的期

刊一共发表 1156 篇，占红色文化研究文献总数的 8%。可得结论：《文化创新比较研究》《中学政治教

学参考》《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等是红色文化的主要期刊阵地，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排名前十的

期刊仅有一项《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其余皆为普通期刊。 
其次，本文将对红色文化研究的主要机构进行整理分析，以期整理出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重

点区域。具体如下： 
据图 6 分析可见，遵义师范学院以 96 篇发文总数稳居排行榜第一位，占比 1.4，紧随其后的是赣南

师范大学，总发文量 64 篇，占比 1.2。发文总量排名前十名的共发表 463 篇期刊，占比 6%。通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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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5. High yield journal for red culture research (2012~2023) 
图 5. 红色文化研究高产期刊(2012~202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整理，文献总数为 7457 篇。 

Figure 6. High Yield Institution for Red Culture Research (2012~2023) 
图 6. 红色文化研究高产机构(2012~2023) 

 
分析，可以发现拥有较多红色文化研究成果的机构绝大多数属于高校阵营，且排名靠前的大多同当地红

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大多属于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遵义师范学院所在地的“遵义会议精神”，

赣南师范大学的所在地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贵州地区所拥有红色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等相关。总而言之，一方面，地区的红色特质给予了这些高校进行红色研究的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更加启示高校要注重发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研究创新发展。 

4. 基于对 CNKI 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的总结及启示 

通过分析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性理论成果，并横跨多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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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贡献，但数据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学术界关于红色文

化的研究存在学科领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及研究区域上的差异性。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

研究，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党的红色基因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一步优化研究队伍结构，提高非高校红色文化研究系统比例。从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分析结

果中可知，无论是高产作者还是高产机构，高校系统的研究比例均远超于非高校系统，侧面反映出高校

系统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优于非高校系统。无可厚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点区域，

其本身具有极大的科研优势和条件，但其固有的研究范式使其难以突破固有的研究特点，而以各省市党

校、研究院、研究室为代表的非高校系统则具有区别于高校系统的研究方式、特点、视野等，非高校系

统更加侧重于以研究国家发展实际问题为中心，普遍关心影响全局的问题为研究重点[9]，能够另辟蹊径，

打破现有的红色文化研究局限性，从而推动红色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因此，如何将非高校系统的研究

力量充分涌流，利用其全局视野、实际资源等优势推动新时代红色文化研究形成破局之势，促进红色文

化研究繁荣发展是应予以关注的重要方向。 
二是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红色文化具有丰富内容，可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化

等多个领域，但当前业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多为教育、文化学等领域，经济

学、政治、哲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明显滞后。从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考古”研究成果

90 篇、“文政党及群众组织”研究成果 83 篇，上述二项累计占比仅为 2.5%，而“资源科学”研究成果

则是 73 篇，占比仅为 1.1%。可见，关于红色文化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仍需持续关注。同时，要

注重扩大红色文化研究队伍，特别是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平衡红色文化

研究队伍结构，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促进红色文化研究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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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202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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