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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问题进程中的历史遗存遥 它既是以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尧 时代化尧 大众化的结晶袁 也是推进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资源遥 多年来袁 井冈山大

学秉承以 野井冈山精神办学育人冶 的办学理念袁 依托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系列教学活

动袁 在高校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了有益的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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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红色文化资源是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宝贵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历史产物袁是
既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凝结的政治尧文化尧
思想的结晶袁 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

物化产物遥 其承载的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命

史尧 奋斗史与催人奋进的英雄史体现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精神袁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遥
作为反映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袁只

有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并不断回答和解决时代发

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袁才能永葆生机袁焕发

光彩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袁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与

建设的历史进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袁 由此催生

的红色文化资源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时代课题的历史结晶遥 也正

是这种不断创新的鲜活历史袁 构建起具有中国特

色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袁 并成为推进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尧 大众化继续向前的历史

教材与精神动力遥
马克思在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一文中曾指

出袁野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袁 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冶遥 咱员暂渊P57冤因此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

始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袁 而是不断总结凝练人民

群众的实践经验袁并以此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尧改造

世界的强大武器遥正是马克是主义的这种实践性袁
决定了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只有

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袁 才能更

好地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应用遥正如毛泽东讲的院
野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袁是要在群众生活和群众斗

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袁 不是口头

上的马克思主义遥冶咱2暂渊P58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是要

把深奥而抽象的理论通俗化和具体化袁 使之为民

众理解掌握袁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或信念袁规范和

引导人们的思想方式尧行为方式的过程遥也正是这

种实践性袁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化尧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结晶袁 也是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产物遥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极其丰富的

历史素材和宝贵经验袁 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袁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二尧 红色文化资源在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中独具优势

人民大众一旦自觉追求并掌握了理论袁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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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化成无穷的力量遥 红色文化资源是在特定历

史环境中形成的袁其积极向上的丰富内涵袁贴近生

活的务实理念袁 通俗易懂的话语体系与形式多样

的表现载体等特性袁使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引导尧道
德文化的传承与示范等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中独具优势遥
渊一冤执政文化的凝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应对

社会转型时期思想价值观念混乱的革新运动袁其
关键点在野化冶大众的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尧感召

力和说服力遥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

卓绝的革命斗争史与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史

中凝聚的以共产主义尧 社会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精

神宝库袁 既包含了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文化资源袁 也汇

聚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建的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党治国方略与执政理念遥 可以

说袁红色文化资源是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

动写照袁 是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道路中建

构的集政治尧历史尧文化尧精神资源于一体的党的

执政文化体系遥 作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

想尧 理论体系及政治路线实践的历史见证与精神

升华袁 红色文化资源对引领人民群众坚定党的领

导尧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的引导

功能遥
渊二冤与时俱进的理念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征和需要袁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必须有时代的针对性袁 要符合特定时代的

要求遥 其原则即在于贴近实际尧贴近生活尧贴近群

众的野三贴近冶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终归是要解

决人民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袁因此袁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结合群众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尧
难点来解读袁 并通过大量鲜活的事实启发群众思

考袁做到内容的生活化遥 于此同时袁还必须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袁 并不是简单的从一个

信息源的传播到另一个信息源的接收遥 作为一种

精神交往袁其关注的袁实质上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

人生信念与精神价值问题遥如树立先进典型袁将真

理人格化袁 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重要历史经验遥从革命年代的井冈山精神尧长
征精神尧延安精神尧西柏坡精神袁到改革开放新时

期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中凝练出来的野铁人冶精神尧野大寨冶精神尧野女排冶精
神尧野98冶抗洪精神尧抗野非典冶精神尧野张家港冶精神

等更富有时代气息的精神袁既是野三贴近冶方法论

指导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论提炼袁 也是推进

民众参与实践袁促进社会继续发展的精神动力遥由
此袁可以说蕴含着崇高理想信念尧革命精神与丰富

的先进文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感召尧 引领时代前

进的航标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具有独特

的优势遥
渊三冤通俗易懂的话语

通俗化的传播和宣传是理论普及的一种重要

形式遥作为一种科学学说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

的理论体系遥因此袁欲使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吸引

大众尧走进大众袁必须经过通俗化尧具象化的过程

转化遥 即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院野如果我们没有学会

说群众懂得的话袁 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

的决议的噎噎洋八股必须废止袁 空洞抽象的调头

必须少唱袁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袁而代之以新鲜活泼

的尧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

气派遥 冶咱3暂渊P534冤毛泽东用野苦野菜有丰富的政治营

养冶尧野一个红薯也不能拿冶等生动的语言坚定了军

队的纪律与革命信念袁用野星星之火袁可以燎原冶指
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遥 井冈山时期歌谣叶红米饭尧
南瓜汤曳道出了艰苦奋斗与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遥
那些散落在各地更多不同时代的红色故事尧歌谣尧
传说尧标语袁可谓方言土语中饱含着对革命事业的

崇敬与追思袁 口耳相传中传递着英雄的感动与力

量遥 如今以中国革命尧 建设为题材创编的 叶井冈

山曳尧叶长征曳尧叶延安颂曳尧叶春天的故事曳尧叶走进新时

代曳 等红色经典备受大众的欢迎遥 通俗易懂的语

言尧深入浅出的道理袁使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马克思

主义走进大众的桥梁和纽带遥
渊四冤形式多样的载体

多样的载体形式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特性

之一袁这为教育者实施教育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知识结构尧职业特点尧生活

状况均有很大差异的大众袁必然要求其野化冶大众

的内容能有多样性的形式特点遥野红色文化资源作

为具有资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袁是一种以物质尧
信息和精神为载体的资源遥物质的袁主要指的是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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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袁如革命旧址尧遗迹尧各种器具文物等曰信息

的袁主要是指一种以文字或声音尧图像尧符号等形

式表现的资源袁 如革命和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一

些数据尧文献尧声音尧图像尧照片尧歌曲尧标语等曰精
神的袁主要是指那种抽象意义的观念袁如井冈山精

神尧长征精神尧延安精神等遥 冶咱4暂这些被定义为物

质尧信息尧精神等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被誉为

野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冶遥 其以丰富多元的

形式呈现给大众袁 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内容袁扩展了形式与方法袁更提升了其大众化的

效果遥由此可见袁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是推动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资源袁 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中有独特优势遥
三尧 红色文化资源推进高校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讲是个实践问题遥
只有让民众在实践参与中理解感知袁 才能引发其

对相关理论的关注与追求袁 也才能更广范围地发

挥其引导社会发展的效应遥 高校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传播的主阵地袁 其师生参与实践的红色文化资

源研究尧 教学活动将有效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遥
2005 年袁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野要

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袁
噎噎积极探索新形式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

途径冶的精神咱5暂袁以及江西省野积极推进井冈山精

神进课堂冶的决策袁井冈山大学充分利用学校独特

的教育资源尧教育环境尧办学理念袁开发了叶井冈山

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曳校本课程遥多年来经过不断的

实践与总结袁 在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层面做了有益的探索遥
渊一冤在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袁 是推进当

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实基础遥多年来袁井冈山

大学利用地处井冈山的优势袁 鼓励在校教师开展

井冈山根据地史尧 井冈山精神研究及开设相关选

修课程遥 2005 年袁响应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新途径的号召袁 学校在此基础上创新井冈山精神

野三进冶工作院实施野进方案冶袁打破校本课程不能进

高校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的限制曰野进课堂冶袁 编写

叶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曳校本德育课程并设置

为大一必修课曰野进基地冶袁将教学课堂延伸到井冈

山革命旧址尧烈士陵园尧博物馆等基地遥 随着该课

程的实施袁 为进一步挖掘相关史料袁 充实教学内

容袁提升学术研究袁学校随后成立野井冈山精神研

究所冶渊2008 年更名为井冈山研究中心冤袁 充分利

用地处井冈山的区位优势袁 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有

关井冈山革命历史的原始资料袁相继出版了叶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曳尧叶湘赣革命根据地全史曳尧叶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丛书曳渊包括 叶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曳尧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

建设史曳尧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曳尧叶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史曳冤尧叶井冈山区域社会经

济历史变迁研究曳等 20 余部专著遥七年来袁该中心

的成员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野井冈山区域红

色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技术集成与示范冶尧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野红色文化与增

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野共产

党人精神的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

究冶尧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

历史经验研究冶尧野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冶等各类

国家级研究项目 10 余项袁 省部级科研项目 30 余

项袁取得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遥藉此相关研

究袁在推动革命史尧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研究深入

与拓展的同时袁 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

究袁 并对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大众化教育资源做

了理论推进与深化遥
渊二冤在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

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红色资源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袁 在大学生的

理想信念教育尧德育教育尧创新教育方面具有重要

的价值和作用遥近年来袁井冈山大学充分挖掘井冈

山及其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袁 不断

拓展红色教育的外延与内涵袁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

在野三进冶教学实践尧打造校园文化尧转化艺术教学

资源尧 实践教学等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遥
1. 在红色文化资源野三进冶教学实践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遥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课堂教学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进课堂尧进学生头脑的主渠道遥
学校抓住野坚定理想信念冶乃井冈山精神与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之野魂冶的共同点袁将红色教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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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袁开设叶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曳校本

德育课程遥为突显井冈山精神育人的目标袁该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革新袁将启发式尧互动式尧影
像式尧 讨论式尧 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过

程遥全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袁有效提升了教学

效果遥如影像式教学袁让学生观看叶八月一日曳尧叶井
冈丰碑曳袁引导学生在生动的影视作品中体味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抉择的理想信

念曰 互动式教学袁 教师讲授与学生情景再现相结

合袁启发学生在参与中感悟革命党人不畏艰险尧勇
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感

等曰参观式教学袁课程安排学生在校内井冈山精神

展览会参观学习袁 展馆陈列图片尧 实物的现实冲

击袁更易于同学由地方历史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复兴中华之意义遥课程考核中袁同学们画笔

下的漫画叶我要当红军曳袁口中唱出的跑调的红歌袁
亲手制作的一篇散文或一首诗袁呈现出他们心中的

井冈山精神遥精神之本在于执著袁尽力而为尧全力以

赴的做事态度恰是精神给予学生的启示与力量遥
2. 在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艺术教育资源中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遥艺术来源于现实袁又高于

现实遥 高雅艺术对青年德育情操教育具有独特的

价值与意义遥 音乐舞蹈史诗叶井冈山曳系列教学活

动架起了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的艺术之桥遥 2004
年袁 原本只是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的专场文艺晚会叶井冈魂窑学子情曳袁热烈的演出反

响袁让学校领导感受到文艺教育的无穷魅力遥于是

一台以井冈山斗争史为内容袁 井冈山精神为主题

的音乐舞蹈史诗叶井冈山曳面世了袁并被逐步打造

成为井冈山大学的艺术经典遥为演好这台节目袁全
体参演师生多次实地采风袁 聆听井冈山革命斗争

史袁感悟八角楼的灯光袁重走朱毛挑粮小道袁考察

黄洋界保卫战遗址袁悼念小井英烈袁在细节中体味

井冈山精神袁 并融入演出中遥 排演音乐舞蹈史诗

叶井冈山曳 不仅提高了全体参与师生的专业技能袁
也使演员与观众的思想得到升华遥 曾参加表演的

学生徐璀说院野参加叶井冈山曳的排练尧演出袁令我终

身难忘遥 我感到袁排练和演出的过程袁就是我们不

断成长的过程袁 我们的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也得

到了升华遥 冶2006 年 3 月 25 日袁音乐舞蹈史诗叶井
冈山曳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举行首次演出袁演出

尾声时音响出了点故障袁 出演的同学们在轻唱节

奏中袁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表演遥 默契的配合尧感人

的情节尧深刻的思想尧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袁让
在场的领导干部尧专家学者热泪盈眶遥 咱6暂渊P226冤除排

演之外袁该节目还带动了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袁如
将其融入艺术专业叶声乐表演与演唱曳尧叶合唱与指

挥曳尧叶乐理与视唱练耳曳尧叶人物写生曳尧叶摄影曳尧叶艺
术设计曳等专业课程实践教学遥 此外袁校园文化艺

术节推出通过以观摩音乐舞蹈史诗 叶井冈山曳袁开
展绘画尧设计尧动漫尧摄影尧艺术评论尧新闻报道等

多种形式的比赛活动袁 也使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

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学生的

思想和头脑中遥更为可喜的是音乐舞蹈史诗叶井冈

山曳走出校门袁在全国很多党政机关尧高校尧社区演

出袁将井冈山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遥音乐舞蹈史诗

叶井冈山曳是井冈山大学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课程体系建设的有益尝试袁 也是以高校艺术教育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遥
3. 在以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校园文化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遥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形态袁
是学校办学思想尧办学理念尧办学特色和人文精神

的综合体现遥 其对学生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袁对学生行为起着激发尧唤醒尧定向和维持的作

用遥红色资源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袁对丰富校园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2010 年起袁井冈山大学团委

融合当地历史文化资源袁分别举办了以野巍巍井冈

山袁 悠悠红土情冶尧野传承庐陵文化袁 弘扬井冈精

神冶尧野红色热土窑绿色情怀冶 为主题的校园文化艺

术节袁同学们在红色博客尧红色网站尧红色短信设

计等大赛中以其理解的红色精神与现代信息传媒

手段相结合袁 这无疑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

创新遥 诗诵野庐陵古韵冶尧演讲野巍巍井冈袁濯濯我

心冶尧野讲红色传说袁传革命薪火冶等活动以朗诵尧演
讲与故事会等形式传递给更多学生风骨庐陵中不

屈的民族气节袁硝烟战火中奋进的革命精神遥 野庐
陵韵窑井冈情冶旅游导游词中英文解说大赛袁不仅

使学生训练了专业技能袁 提升了文化修养袁 还使

学生自觉肩负起传承文化的使命遥 将红色资源融

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袁 是新时期引导大学生树

立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尧 集体主义尧 社会主义观

念袁 培养艰苦朴素尧 吃苦耐劳尧 奋发向上尧 自强

不息的良好习惯的有效方式袁 也是让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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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走进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途径遥
4. 在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中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遥 社会实践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遥 置身于真实尧生动尧具体的社会生

活中的大学生袁 在耳濡目染中获得大量的感性认

识袁这不仅丰富了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袁同时也增

强了其对社会的认知与了解遥 2007 年袁井冈山大

学团委将教育部号召的野大学生三下乡暑期实践冶
与井冈山及其周边的红色资源优势相结合袁 组织

在校大学生深入井冈山及其周边红色故地袁 开展

了系列红色传说采风活动遥 七年来袁野井冈山及其

周边地区红色传说采风冶 暑期实践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袁取得了显著成绩遥除却已出版了成册的历

届采风团整理尧创作的近千篇红色传说故事袁活动

还使参与师生从现场体认到了红色文化资源对理

解党的历史地位的价值意义袁 感受到了红色文化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迫切性袁 增强了传承守护红色

历史的使命感遥行走在井冈山挑粮小道上袁听朱德

扁担的故事袁 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官兵平等的军队

民主意义何在遥 采风学员张春侠写道院野当我们置

身于当年上堡整训遗址袁 聆听李宗汉老师深情地

诉说时袁似乎朱军长勘测地形尧南昌起义余部日夜

操练的情形就呈现在我们眼前遥 冶咱7暂可以说袁实践

活动中空间的跨越和访谈人的历史追忆袁 让我们

完成了一次时空大转移遥 我们不仅搜集到红色传

说故事袁 更了解到这些记忆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灵魂尧气质和精神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我们

相信红色传说的搜集尧整理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

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厚

重的革命历史袁纪录其光辉的革命事迹袁弘扬其伟

大的革命精神遥厚重的红色历史故事感人袁而红色

故事讲述者袁 几十年如一日收集整理地方文化工

作的执著袁给我们的更是鲜活的精神激励遥当我们

在残存的红色标语下袁 听上犹县党史办老主任温

庆秀老人气喘吁吁却一直未停地讲客家妇女闹革

命故事时袁 我们为他对红色文化的守护与传承而

泪眼模糊遥 这种以身作则的文化传承给予学生们

的榜样力量是无形的袁更是深刻的遥野今天袁屋梁坍

塌的上堡整训旧址尧残存的红色标语袁这些历史见

证的破烂不堪袁令我们痛心疾首遥而当上犹县党史

办工作人员说到感谢我们把上犹的历史带出去

时袁 我们才深感到此传播红色文化责任的厚重与

红色传说采风活动的非凡意义遥 冶咱7暂可以说袁这种

红色采风实践教学是将大众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带

进师生心灵的活动袁 同时也是高校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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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ulture Resources and th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Practice in Colleges
ZHANG Yu-lian

渊Center for CPC Revolutionar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tudies,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Red culture resources are historical crystal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CPC's application of
Marxism in solving contemporary problems. They are both outputs of the Chinzalization, time-modif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past and important resources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n present
days. Upholding the philosophy of " education with Jinggangshan Spirits" and taking advantages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its neighborhood,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for years has conducted helpful exploration
in the cause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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