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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红色文化这一概念在 21世纪初期提出以来袁 学界在红色文化概念的由来尧 红色文化的内涵尧
红色文化的外延尧 红色文化的本质尧 红色文化产生发展的时空架构尧 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遥 总体看袁 系统探讨红色文化概念的高质量成果不多袁 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现在还处
在争鸣阶段袁 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未完成遥 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的视野袁 在整体上构建红色文化
概念体系袁 是实现红色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重要任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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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野红色文化冶这一概念开始
在文化领域中不断出现袁尤其是近些年来袁对红色
文化的研究成为学界一个研究热点袁 有关红色文
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大量发表遥 关于红色文化的
内涵袁涉及到红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袁成为红色文
化研究不可回避的内容遥十年以来袁我国理论界对
什么是红色文化袁 如何界定红色文化进行了多层
次多角度的解读和探讨袁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袁
尤其是对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尧 红色文化的核
心或本质以及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探讨遥 本文尝试对十年来红色文化概
念的研究作一简要梳理和评述遥
一尧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由来及

研究概况

通过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发现袁学
界提出红色文化的概念的时间是在 21 世纪初遥
2003年袁有两篇关于红色文化的文章发表袁分别
是张茂枝在叶四川党史曳上发表的叶广元市开发利
用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与建议曳咱员暂袁 以及彭央华尧

项波在叶南方冶金学院学报曳发表的叶利用江西红
色文化资源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思考曳袁主题是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咱2暂遥 2004年袁刘寿礼在
叶苏区野红色文化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研究曳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野红色文化冶概念袁并对红
色文化的内涵作了探讨咱3暂遥但是袁在有野红色文化冶
这一概念之前袁 就已出现 野红色经典冶尧野红色旅
游冶尧野红色资源冶等提法遥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分
别以野红色文化尧红色资源尧红色旅游冶尧野红色经
典冶这四个概念为检索词进行检索袁至 2015年 8
月的相关文章数量如下表院

从上表可以看出袁 关于红色旅游的文章比较
多袁这主要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袁国家和地方政府大
力推动红色旅游袁 尤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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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 红色资源 红色旅游 红色经典 红色文化

检索时间 2002-2015 2001-2015 1997-2015 2003-2015
核心期刊
数量

82 337 270 200
文章数量 545 1899 682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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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相继颁布了 叶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曳渊2004年 12月冤和叶2011-2015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曳渊2011年 12月冤遥
不论是 野红色经典冶尧野红色旅游冶尧野红色资源冶袁这
些概念都涉及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遥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渊CNKI冤以野红色

文化冶为篇名袁以野精确冶为选项进行检索袁截止
2015年 8月袁共有文章 1127篇袁其中核心期刊论
文 200篇遥 从发展态势看袁从 2003年起袁尤其是
叶国家野十一五冶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曳渊2006冤公
布后袁关于红色文化的文章数量呈上升态势遥近三
年来的文章数量每年都达到 200篇以上袁见下图院

除了关于红色文化的期刊论文以外袁从 2006
年起袁开始出现关于红色文化的硕士学位论文曰从
2012年起袁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出现遥 笔者在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渊CNKI冤以野红色文化冶为题名袁
以野精确冶为选项进行检索袁截止 2015年 8月袁共
有硕士学位论文 110篇袁 博士学位论文 4篇遥 另
外袁笔者以野红色文化冶为题名袁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检索到有关红色文化的图书 26部遥
二尧关于红色文化定义的研究
作为红色文化研究的前提与基础的红色文化概

念袁是红色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遥十年来袁学者们对
红色文化的定义一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看法遥

渊一冤文化资源论
一些研究者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界定红色文化袁

将红色文化理解为红色资源遥 例如袁李实认为袁红
色资源是由精神内核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红色文化

统一体遥 咱4暂朱小理尧胡松尧杨宇光认为袁红色资源是
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 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 可以为我们今
天开发利用, 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

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遥 咱5暂耿琪认为袁
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及其载体遥 咱6暂还有学者在其著作中从红色资源的
角度阐述红色文化遥 例如袁舒毅彪认为袁红色资源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袁 是经过历
史的积淀逐渐形成的红色文化品牌遥 咱7暂渊孕3-4冤陈世润
认为袁 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
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袁 能够为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开发利用的伟大精神及

物质载体遥咱8暂渊孕29冤以红色资源来指称红色文化袁虽然
凸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文化的资源性和效用

性袁 但是往往忽略了红色文化自身更为丰富的精
神内涵遥

渊二冤革命文化论
一些学者认为红色文化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形成的革命文化遥 例如袁汤红兵认为袁红色文化是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袁
并在后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化遥 咱9暂刘琨认为袁
红色文化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

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缔造的革命文化袁 它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袁 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
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遥咱员0暂李康平认为袁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年代形成的红色文化, 它主要指的是自中
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尧解放
与自由,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的
革命文物尧革命文献尧文艺作品尧革命纪念地尧战争
遗址尧革命领袖人物故居尧革命根据地以及凝结在
其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遥 咱员1暂渊孕25冤认为红色
文化就是革命文化袁 表明红色文化来源于革命战
争年代袁但是红色文化又不止于革命文化袁在建设
和改革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遥

渊三冤先进文化论
一些学者将红色文化界定为一种先进文化遥钟

英法尧舒醒认为袁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广
大人民群众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历

史运动中创造的袁 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和革命
创新精神的先进文化遥咱员2暂王以第认为袁红色文化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
由中国共产党人尧 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的尧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遥 咱员3暂刘润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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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袁红色文化从广义上说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在革命尧建设尧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遥咱员4暂聂华瑞认为袁红色文
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袁 全国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 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袁以革命精神为核心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
程中袁不断理论联系实际袁在对传统文化和中外优
秀文化思想进行野取其精华尧去其糟粕冶尧野去粗取
精尧去伪存真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尧具有中国特色
的先进文化遥 咱员5暂彭宗健尧陈远跃认为袁红色文化是
指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袁由中国共产党人尧
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

先进文化遥 咱员6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尧 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先进文化袁 但是红色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毕竟还有不同遥

渊三冤特色文化论
一些学者将红色文化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人民创造的一种特色文化形态遥例如袁韩延明认
为袁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袁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的崭新文化形

态遥 咱员7暂渊P5冤管仕廷认为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锻造尧积
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袁 在内容与形式上
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遥咱员8暂江峰尧
汪颖子认为袁 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中国红色
文化袁实际上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尧中国传
统文化和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交

互作用袁共时存在尧历时发展尧从而融合生成的一
种特色文化遥咱员9暂荣开明提出袁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袁在长期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实践中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袁
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新形态 咱20暂遥 黄三生认
为袁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袁
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尧自由尧民主与富强的伟大历
史实践中形成的特殊类型的文化现象遥 咱2员暂把红色
文化理解为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特

色文化袁凸显了红色文化的特殊性袁但是忽略的红
色文化这种特色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性遥
三尧 关于红色文化产生发展的时

空问题的研究
关于红色文化是何时产生的袁 又将发展到何

时袁红色文化发展的空间架构是什么袁学者们有不
同的判断遥

渊一冤关于红色文化产生的时间与发展的下限
问题

1.关于红色文化发生的起点问题
学者们关于红色文化产生的起点大致有以下

几种不同观点遥
第一袁 始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遥 例

如袁曹志明认为袁红色物质文化包括旧民主主义革
命尧新民主主义革命尧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时
期的革命战争遗址尧 重大革命事件发生旧址尧烈
士陵园尧革命建筑场馆尧园林尧器物尧服饰以及革
命理论尧革命传统尧革命思想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
体遥 咱22暂即红色文化始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袁也就是
1840年以来遥 刘红梅也认为袁红色文化具体包括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精神尧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尧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形成的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创新

精神遥咱23暂另外袁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 叶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曳中袁扩大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范围袁将红色文化
资源拓展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改革开放时期袁认
为红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来遥 咱24暂

第二袁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遥刘润为
认为袁红色文化的上限袁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遥
咱25暂张寒梅也认为袁从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进程看袁 红色文化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的广
泛传播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
一个脚印应运而生的遥 咱26暂

第三袁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遥 例如袁刘孚威认
为袁 红色文化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代
表遥 咱27暂管仕廷认为袁红色文化蛰伏于近代袁形成于
野五四冶以后袁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袁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
新的内容遥 咱28暂

第四袁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遥 王以第认为袁中
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袁也是红色文化开始形成之时遥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 28年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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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段重要的发展史袁 也是红色文化逐
渐形成的历史遥咱29暂马强认为袁红色文化是我们党自
1921年成立以来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一系列的革命文献尧文物尧歌曲和战争遗址以及凝
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尧革命传统和文化氛围等遥咱30暂

第五袁开始于土地革命时期遥有学者认为红色
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遥 刘寿礼认为袁红色文化野从很大范围来说
就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井冈山

和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红土地之上的人民大

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冶遥 咱3暂何克祥也认为袁红
色文化主要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革

命根据地渊红色根据地冤时期的革命文化遥 具体说
是诞生于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苏区时期遥 咱31暂

梳理学者们关于红色文化发生的起点问题袁
意见并不一致袁 较多的学者认为红色文化发端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时期遥 这是一个重
要问题袁红色文化发生的起点不同袁在实践上会导
致出台不同的政策和措施遥

2.关于红色文化发展的下限
关于红色文化发展的下限问题袁 学者们观点

也不一致袁主要有四种看法遥
第一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遥 这种观点认为袁

红色文化是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产物袁 中国红色文
化史就是中国革命史袁 红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时
间仅仅是指革命战争时期袁 并不包括建国以后直
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遥比如汤红兵认为袁红色文化是
指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袁 后来进行整理开发而成
的革命历史文化遥 咱9暂李康平认为袁红色资源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

中创造的遥咱32暂谷玉芬认为袁红色文化是指革命战争
时期袁包括红军长征时期尧抗日战争时期尧解放战
争时期遗留下的重要革命纪念地尧 纪念物及其承
载的革命精神遥 咱33暂

第二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遥 徐利兰认为袁中国
野革命文化冶渊主要指观念形态的文化)酝酿于近代,
形成于野五四冶以后袁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遥咱34暂孙晓飞认为袁红色文化
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实现中
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和新中国社会

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整合尧重组尧吸收尧优化古今中
外的先进文化成果基础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科学理论为指导而生成的革命文化遥 咱35暂

第三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遥这种观点认为红色
文化形成发展的时间下限为改革开放前遥 肖发生
认为袁 红色资源是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时期袁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
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袁 能够为我
们今天所开发袁 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
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遥咱36暂魏本权认为袁红色文化应
该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革

命为内核的文化遥 咱37暂王刚强尧吴秋虹认为袁红色文
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民族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尧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形
成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及其物质载体遥 咱38暂刘为勇认
为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
的革命和建设中积淀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

型袁 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
涵遥 咱39暂

第四袁改革开放时期遥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红色
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袁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袁红
色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又有了新发展遥例如袁韩延
明认为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革命尧 文化建设
与文化改革的基本成果遥咱17暂渊P6冤张全景认为袁在长期
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袁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自己的红色文化遥 咱40暂金民卿认为,红色文化
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尧建设尧
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遥 咱41暂孙
红霞认为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
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尧改革开放时期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 在整合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
文化成果基础上而形成的先进的制度文化和物质

文化及其凝结的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遥 咱42暂还有学
者认为袁红色文化不仅要与时俱进袁还要延续相当
漫长的时日遥 刘润为认为袁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袁
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袁但是可以推断袁即使
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袁 也要延续相当
漫长的时日遥 咱25暂

虽然以改革开放时期为下限的第四种观点占

据一定的优势袁但前三种意见也有各自的道理袁如
何正确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发展变化袁 避免红色
文化出现泛化和窄化的现象袁 仍然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探讨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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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关于红色文化的空间问题
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袁红色文化主要是在 20世

纪的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大众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

形成的遥
比如魏本权认为袁革命时代袁红色文化从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的精英文化袁 演变为
区域性的苏区文化尧 抗日根据地文化尧 解放区文
化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袁红色文化一跃而为
主流文化曰改革开放新时期袁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
得到全面释放袁 红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咱43暂

一些学者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袁 认为红色文
化产生发展的空间不只局限于中国袁 也包括世界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遥 丁凤云认为袁 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在世界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人

类文明进步的总和遥 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发展

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的袁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
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遥 咱44暂渊孕32冤赖宏尧刘
浩林也认为袁 广义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

量所达到的程度尧方式和成果遥狭义的理解我们可
以把它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

族的解放与自由尧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
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遥 咱45暂学者
陈世润也认为国外也有红色文化遥他在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曳 一书中
用一章的篇幅袁对苏俄尧越南尧朝鲜尧古巴等国家对
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进行了阐述遥 咱8暂渊孕193-266冤目
前袁大多数学者更关注中国红色文化的研究袁介绍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红色文化状况的著作比较鲜

见遥 有的学者理论上承认国外有红色文化袁 但国
外红色文化如何界定袁 冷战结束后国外红色文化
如何研究等袁这些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遥
四尧 关于红色文化内容构成的研

究

关于红色文化包含哪些层次和内容袁 学者们
也各持己见袁目前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遥

渊一冤精神传统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赴赣州国情考察组认

为袁所谓红色文化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尧 革命经验和
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遥咱46暂周宿峰认为袁红
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

实践过程中袁不断选择尧融化尧整合中外优秀文化
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尧 王权专制官
僚政治尧民族的尧理性的尧人民的精神纯粹遥 咱47暂

渊二冤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统一论
一些学者认为红色文化是物质形态与精神形

态的统一体遥 蔡红梅尧龙迎伟等认为院红色文化作
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袁 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特
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精神指向袁 具体地说可以
分为物质红色文化和非物质红色文化遥 咱48暂曾喜云
也把红色文化分为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

形态的红色文化遥 咱49暂汤红兵将红色文化分为硬件
和软件遥硬件方面指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遗物尧遗
迹尧 遗址等历史遗存及后来修建的纪念碑尧 纪念
馆尧纪念堂等曰软件方面指包括革命事迹尧革命文
献尧 革命文艺等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录及蕴含其中
的革命精神遥 咱9暂

渊三冤精神文化尧物质文化尧制度文化组成论
有较多的学者认同红色文化由红色物质文

化尧制度文化尧精神文化构成遥辛锐认为袁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过

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尧 制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遥物质文化指的是革命战争遗址尧纪念
地尧标志物等实物曰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尧纲领尧路线尧方针尧政策等
革命文献作品曰 精神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形成的革命历史尧革命事迹尧革命精神尧革命
道德传统等遥咱50暂韩振江把红色文化分为三类袁即观
念形态的红色文化尧 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艺术
形态的红色文化遥作为观念形态的红色文化袁是指
马克思主义经典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渊毛泽东思
想尧 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 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冤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曰作为物质形态的红
色文化袁是指以革命历史遗留物为主的博物馆尧烈
士陵园尧烈士纪念馆和红色革命地区曰作为艺术形
态的红色文化袁 是指表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艺术作品袁 其中包括前苏联等国外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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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艺术作品与表现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艺

术作品遥 咱51暂荣开明也认为红色文化可分为三个层
次院一是物化文化层次袁包括历史遗存的遗迹尧遗
址尧纪念碑尧纪念馆尧纪念堂等曰二是制度文化层
次院包括各种政治尧军事尧经济尧文化和社会制度袁
这些制度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各项文献与政策法规

中曰三是精神文化层次袁包括思想尧理想尧信念尧道
德尧纪律袁革命精神等遥 精神文化层次是红色文化
结构中的核心层次袁 对红色文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导向尧思想阐释尧道德规范及平衡社会等作用遥 咱20暂

渊四冤四部分组成论
还有的学者把红色文化分为四部分遥例如袁韩

延明认为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袁 主要表现为物
态文化尧制度文化尧行为文化尧心态文化等形态遥就
物态文化而言袁 红色文化表现为红色奋斗历程中
的事件尧人物尧组织机构等留下的遗址尧遗迹袁以及
红色文化影响下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遥 就制度文
化而言袁 红色文化表现为一系列体现马克思主义
原则尧立场尧观点的经济制度尧政治制度尧文化制度
等上层建筑遥在当代中国袁红色制度文化最明显的
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遥就行为文化而言袁
红色文化主要表现为建党纪念日尧 建军节尧 国庆
节尧学雷锋纪念日尧野五四冶青年节等红色节日袁节
庆与拥政爱民等红色民风尧 民俗遥 就心态文化而
言袁红色文化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袁确立
了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冶等观念袁形成了野翻
身求解放尧男女平等尧追求自由冶等意识遥红色文化
还影响和重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尧价值观念尧道德
情操和审美情趣遥在此基础上袁形成了追求民族独
立尧国家富强尧人民民主的社会心理遥 咱52暂聂华瑞也
把红色文化的表现形态分为红色物质文化尧 红色
制度文化尧 红色精神文化和红色行为文化四个部
分遥 咱15暂除了红色物质文化尧 红色精神文化尧 红色
制度文化尧 红色行为文化四分法外袁 李水弟把红
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野人尧物尧事尧魂冶袁野人冶
是指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

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曰野物冶 是革命志
士或烈士所用之物袁 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
革命旧址和遗址曰野事冶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
动或历史事件曰野魂冶则体现为革命精神即红色精
神遥 咱53暂

不论是精神传统论尧 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统
一论尧精神文化尧物质文化尧制度文化组成论尧还是
物态文化尧制度文化尧行为文化尧心态文化组成论袁
学者们对红色文化内容组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

到文化这个概念的影响袁 基本没有离开红色文化
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这两大方面遥
五尧 关于红色文化的本质或核心

的研究

关于红色文化核心与本质的研究袁 主要有两
种说法遥第一种是红色精神论遥多数学者认为红色
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遥 例如袁李文管尧吴茜
认为袁 红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过程中所传达出来
的精神实质遥 咱54暂刘琨认为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是
红色文化的精髓袁 是红色文化器物文化承载的革
命之魂遥咱55暂韩延明认为袁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红
色精神遥 今天袁红色精神仍然在鼓舞尧激励社会各
阶层奋发图强尧锐意进取尧与时俱进遥 咱52暂丁凤云认
为袁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红色精神遥红色精神包
含了体现社会主义尧 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各类精
神形态袁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一般性质袁同时也反映
了时代精神的精华袁 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遥咱56暂李水弟认为袁红色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
是其精神形态要要要红色精神遥 集中体现为在这些
物化形态的红色资源上所承载的精神形态袁 我们
称之为野魂冶袁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遥咱57暂刘红
梅认为袁红色文化的核心是红色精神袁具体包括在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精神尧 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尧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形成的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创新精

神遥 咱23暂

第二种是意识形态论遥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遥 例如袁
刘润为认为袁 红色文化已经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
体系袁 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则是根本性的工作遥
在这方面袁 最新的富有概括性的表述就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遥 其中袁 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袁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袁 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是精髓袁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遥 这四个方面相
互影响尧 相互渗透尧 相互作用袁 形成一个统一的
整体袁 从而科学尧 完整地揭示了红色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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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遥 咱14暂

实际上袁 红色文化体现出来的一系列红色精
神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有区别袁 但在价值取
向上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遥因此袁这两种观点实际
上都表达了红色文化的本质遥
六尧 关于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

关系的研究

渊一冤关于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关系的研究
在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袁 目前

学界有以下三种观点遥
1.红色文化就是革命文化袁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产物

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关系密切袁 一些学者甚
至认为红色文化就是革命文化遥 例如袁 汤红兵认
为袁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
争时期形成的袁 并在后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
化遥 咱9暂夏慧尧汪季石认为袁红色文化是指革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袁为了反抗外敌入侵袁争取民
族独立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袁最终留下的那些具
有丰富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的所有文化资源内容

和载体遥咱58暂曾喜云认为袁红色文化就是广大人民群
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 党和人民群众从党与
人民军队的创建到土地革命尧红军长征尧解放战争
各个时期所留下的足迹尧所取得的伟大功绩袁以及
在取得功绩的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的伟

大人格尧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遥 咱49暂

2.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内涵一致袁但外延不同
魏本权认为袁 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都是以革

命为主导理念的文化形态袁 即二者都是以革命为
野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冶的文化形态遥 从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角度来说袁 红色文化是与革命文化内涵
一致尧但外延比革命文化更广的概念遥就革命文化
与红色文化二者关系而言袁 革命文化是红色文化
的历史根基袁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当代呈现遥咱37暂

3.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袁在建设
和改革时期不断发展的文化

例如袁赖宏尧刘浩林认为袁红色文化作为一种
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又超越了革命文化的新

质的文化形态袁 它是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生长起
来的文化产品尧文化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观念遥 咱45暂

王鹂认为袁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形成的袁

由革命文化构成袁 但又不等同于革命文化, 它是
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又超越了革命文化的新

质的文化形态遥咱59暂刘国瑜认为袁红色文化最初主要
由革命文化构成袁 生动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遥 在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和实践活动中袁 革命
文化和革命传统得以延续尧丰富和发展袁成为有利
于新时代发展的精神成果袁 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进文化遥咱60暂周宿峰认为袁革命文化是红
色文化的历史根基袁 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现代
演绎遥 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
程中袁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崭新的文
化形态袁它在革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袁又超越了革
命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遥 咱47暂

渊二冤关于红色文化与党史文化关系的研究
由于党史文化的概念诞生的时间也不长袁红

色文化与党史文化的关系目前学者们研究探讨的

不多遥一种说法是党史文化属于红色文化范畴遥莫
新华认为袁在党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袁党史文化
属于红色文化范畴袁 党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咱61暂渊孕303冤

另一种说法是红色文化是在党史文化基础上

的当代呈现遥 游海华认为袁从语境看袁红色文化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 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应运而生的袁 党史文化
则是为了彰显党史宣传领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袁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
使用的概念遥 革命文化和党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
本源与根基袁红色文化更多是革命文化尧党史文化
精华的当代提炼和大众化呈现遥 咱62暂渊孕10-11冤

渊三冤关于红色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关系的
研究

关于红色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关系有以下

不同看法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袁 红色文化主要是在新民主

主义时期产生的袁红色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遥
例如袁吴明刚认为袁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是红色中国
革命进程中形成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遥 新民主主
义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主流遥 如今人们所说的红色
文化袁 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种形象化
的表述和通俗称谓遥 咱63暂第二种观点是红色文化就
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与灵魂遥李水弟认为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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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袁 在本质
上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倾力打造的社会核

心价值体系遥 咱64暂第三种观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红色文化的一部分遥何克祥认为袁红色文化历经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袁是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和本原遥
从广义上讲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

红色文化袁 是红色文化在建国后新民主主义时期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遥 咱65暂

渊四冤关于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关于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比

较多遥 一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思想
源泉袁 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
秀成果遥 例如袁辛锐认为袁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红
色文化袁 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千年来积淀而成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袁 红色文化中的精神内涵
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

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并吸收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华, 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遥 咱50暂殷运岚认
为袁 红色文化不仅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先进的外来
文化袁 更以其巨大的历史包容性弘扬了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华袁 它丰富和发展了伟大的民族精
神遥咱66暂周宿峰认为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红色文
化生成的文化渊源袁 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了传统
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和民本思想遥 咱47暂马静
认为袁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伟大民族
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袁 而且是红色文化形成
的思想源泉遥 红色文化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尧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革新求变的思想观念遥 咱47暂张建龙尧韩阳认为袁红
色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精神指向袁是其主体精神袁
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曰 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思想在红色精神中都有体现袁 红色精
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了革命性转

换和升华遥 咱68暂

渊五冤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系
的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了红色

文化的优秀内容袁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要组成部分遥 例如袁张寒梅认为袁红色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

式遥 对待红色文化的正确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在起主导作用的同

时和其他先进文化共繁荣和创新遥咱26暂李容容认为袁
认为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核心价

值体系尧公民道德素质尧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
有机契合的袁 弘扬红色文化可以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遥咱69暂聂华瑞认为袁红色文化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遥 红色文化
在本质上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政

治和经济要求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
历史背景和服务指向不同遥 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有历史相继性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是红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袁 红色文化优秀
的内容或者说超越历史的优秀内容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咱15暂

七尧简要述评
红色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提出以来, 学界投

入很大的热情进行研究和探讨袁 在红色文化概念
的由来尧 红色文化的内涵尧 红色文化的外延尧 红
色文化的本质尧 红色文化产生发展的时空架构尧
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遥 但总览十年来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研
究袁 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袁 这主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院
一是认真系统探讨红色文化概念的高质量成

果较少遥十年来袁尽管以红色文化为题名的文章已
超千篇袁学位论文已超百篇袁著作已二十余部袁但
是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研究的高质量的成果并不

多袁 系统认真地探讨红色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的著述很少袁 大多数的文章对红色文化界定随意
性较强袁存在抄袭尧重复尧模棱两可的现象袁甚至同
一作者在不同时期尧 同一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对红
色文化的定义含混不清尧自相矛盾遥 另外袁一些学
者对红色文化概念的界定采用广义和狭义的视

角袁红色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内容构成全部提及袁缺
乏自己的分析和自己的看法遥
二是学术界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

未完成遥 对于红色文化的性质尧涵义袁当前我国理
论界尚处于仁者见仁尧智者见智的探讨阶段遥红色
文化产生的具体时间和发展空间问题至今仍未达

成共识遥 红色文化与现在比较多使用的红色资源
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何异同钥 红色文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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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尧层次结构尧表现形式包含哪些方面钥 这些问
题还未达成一致遥因此袁从整体上对中国红色文化
的概念进行研究仍然是红色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

课题遥
三尧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缺乏比较的视野遥红

色文化概念的研究一般集中在红色文化本身袁缺
乏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对比研究遥 如红色文化与革
命文化尧红色文化与党史文化尧红色文化与新民主
主义文化尧红色文化与根据地文化尧红色文化与左
翼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遥同时袁中国红色
文化与国外红色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国才刚刚开

始袁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前沿领域遥
四尧 学术界与政界对待红色文化概念问题也

有分歧遥 2011年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颁布 叶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曳袁 将 1840年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以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精神为主题尧 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红色旅游发展范

围遥 这表明党和政府所认定的红色文化的范围已
扩大到 1840年至改革开放时期遥而学术界虽然在
红色文化产生发展的时间起点有不同认识袁但是袁
一般说来袁 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是红色文化概念的基本特征袁这样袁红
色文化形成的起点不会早于五四运动时期遥因此袁
在实践上把红色文化的上限推到 1840年的说法
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遥
总之袁对红色文化概念不能够进行科学界定袁

就很难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尧外延尧特点和价
值遥 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尧 培育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尧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尧解放和发展红色文化生产
力尧开展红色文化交流尧提高红色文化软实力等实
践方面必然会造成诸多分歧遥 关于红色文化概念
的研究现在还处在争鸣阶段袁 还需要在理论系统
性和深度上进一步努力遥 期待学界从历史的角度
和比较的视野袁在整体上构建红色文化概念体系袁
用以指导红色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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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Concept of Red Culture in Latest Decade
DENG Xian-chao, DENG Hai-xia

渊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Since the concept of red culture was advanc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ert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around the concept's origin, connotation, extension, nature, the space
framework for its gen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ultu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little high-
quality systematic exploration result and disputes on the concept still remain. The task of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e has yet been completed. Therefor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red cultures, it is
important for construct a system of red culture concepts from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red culture; concep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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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the Pre-Harvest-Uprising Activitiesof the Guard Regiment

and Pingjiang-Liuyang Peasant Forces
CHEN Hong-mo

渊Memorial Hall of August 1st Nanchang Uprising, Nanchang 330002,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nvestig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documentaries reveals the Harvest Uprising troops' activities
before the Uprising. On days around August 14th of 1927 the peasant troop of Liuyang arrived at Tonggu
County. The Guard Regiment went by Gao'an and arrived at Xiushui on August 19th, where they met the
peasant troop of Pingjiang and combined them in one regiment. In the late August the regiment incorporated
Qiu Guoxuan's troop, and on September 5th they incorporated the peasant troop of Tongchong led by Luo
Ronghuan.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Harvest Uprising; Guard Regiment; peasant troops of Pingjiang and Li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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