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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色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方式，它能培养积极的社会价值

观和人生观（本报资料图片）。

在深圳市收藏家李雷鸣展出的“毛泽东像章展”上，红色文化给

了一代又一代人新鲜的、具有时代气息的精神感染（本报资料图片）。

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民族文化

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本报资料图片）。

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

时下的红色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态势，日渐高涨的红色旅游的

兴起，繁花似锦的红色经典的改

编，唱响各地的红歌会演的火爆

等，令人目不暇接。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人们的

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拥

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一些人

却出现了信仰的缺失，而“红色文

化热”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正好

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灵需求，唤醒

了储藏在人们心底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刘思敏

看来，“红色文化”的再度兴起，总

体上象征着中国社会信仰追求的

回归，折射出人民信仰的重构，代

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传承红色文化，远不止唤醒

记忆这么简单。法国文化部部长

朗哥曾说：“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由于大多数红色旅游目的地、红

色景区地处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

区，发展红色旅游，可以使这些地

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

地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而且利

用红色资源所具有的经济开发价

值，将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

是科学的、低碳的，有利于推动当

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培育特色产

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了解到，早在 10 多年前，

“革命摇篮”井冈山就提出了“红

绿结合”“旅游兴市”的战略，旅游

业 对 当 地 财 政 的 贡 献 率 已 超 过

35%。目前，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

景区，每年旅游综合效益约为 200

多亿元，全国每年参加红色旅游

的游客已达 1 亿人次。

民俗专家齐宣认为：“红色旅

游文化，不仅包 容 甚 广，而 且 前

景 广 阔 。”他 举 例 说 ，在 红 色 旅

游 经 典 景 区 ，“ 红 色 文 化 ”可 在

旅游纪念品方面表现，可在餐饮

方 面 表 现 ，可 在 收 藏 品 方 面 表

现，也可在娱乐场所、客房装饰

方 面 表 现 …… 把 红 色 旅 游 文 化

资 源通过挖掘、整合、细化后提

升其品位，很可能会成为红色旅

游景点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

红 色 文 化 带 来 的 经 济 效 益 已 经

成 为 一 批 革 命 老 区 脱 贫 致 富 的

有效途径。

那么，红色文化究竟该如何

传承？《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国

昌认为，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是

中国红色文化的精髓，寻访前辈

的足迹、缅怀他们的战斗历程，就

是 要 将 这 两 种 精 神 继 续 发 扬 下

去，永葆其强大的推动力量。刘

国昌说，红色文化是一份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在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新

形势下，依然是鼓舞、激励人们

继 续 奋 斗 的 强 大 推 动 力 。 而 刘

思敏则认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不

能 老 是 只 局 限 在 传 统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的 层 次 上 ，而 需 要 更 加 关

注、尊重、贴近人性，要能够给一

代又一代人新鲜的、具有时代气

息的精神。

比如，以红剧为例，在节目形

式和内容上，不仅要抓住中老年

人，还要抓住青少年儿童。绝不

能大而空，也不能庸俗化、低俗

化，而要力求高雅的同时又要雅

俗共赏，要严肃也要活泼，适合

年轻人看的节目千万不能太教条

化，要寓教于乐。

当下，红色已并不仅仅代表

着革命、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

它还包括幸福、和谐、积极和健康

等 元 素 ，这 个 词 实 际 上 包 罗 万

象。重拾“红色文化”，抵触不良

文化、低俗文化，让我们的文化生

活中多一点红色，少一点黑色、灰

色，不仅需要，而且迫切。

弘 扬“ 红 色 文 化”是 一 种 凝

聚 人 心 、鼓 舞 干 劲 的 方 式 。 当

然，“红色文化”的升温和政府的

倡导须臾不可分开，相对于当前

社会的背景而言，它可以说是一

种有益的探索。

针对红色文化如何更红这一

话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

认为，红色文化是使我们国家和

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沁润每一位国民的心田，激活每

一位国 民 的 思 维 。 我 们 必 须 在

和谐多样的文化环境中，将红色

文 化 放 在 突 出 地 位 。 他 同 时 也

表示，发展红色文化，要避免依

靠行政方式强迫群众接受，要让

红色文化通过具有吸引力、感染

力的形式走近群众，充分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们自愿地

走 近 红 色 文 化 。 要 特 别 注 意 防

止形式主义，让传播红色文化的

活 动 真 正 为 人 民 群 众 提 供 足 够

的精神营养。

复 旦 大 学 教 授 葛 剑 雄 接 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每个城市都应

当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因为我们

现在的“红色文化”，包含了人类

社会的普遍价值，是当前中国社

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地方政府

倡导“红色文化”无可厚非，但也

应当尊重不同种类的文化。“ 正

确的做法是，应该让红色文化作

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

践中接受检验。”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认为。

“红色”旅游，对于喜欢游山

玩水的深圳人来说并不陌生。为

迎接建党90周年，弘扬红色文化，

5 月 19 日，即第一个“中国旅游

日”，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评选出深

圳首批 18 个红色旅游景点并授

牌。18 个景点包括莲花山公园、

大鹏古城等，涵盖鸦片战争、辛亥

革命、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多个

历史时期。

莲花山公园：红荔西路6030号

深圳博物馆：市民中心A区深

圳博物馆(新馆);同心路6号(老馆)

下沙博物馆：下沙村

南头古城博物馆：南头较场2号

中山公园：南头九街中山西

街42号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蛇口沿

山路21号

南山区赤湾左炮台：赤湾1路

地王观光：深南东路地王商

业中心69楼

仙湖植物园：莲塘仙湖路160号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沙头角

镇内环城路九号

庚子首义馆：大梅沙东部华侨城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

馆：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

劳务工博物馆：石岩街道上

屋社区永和路6号

南岭村求水山公园：南湾社区

东纵北撤纪念亭：葵涌街道

土洋沙渔涌

大鹏古城博物馆：大鹏街道

鹏城社区

东纵司令部旧址：葵涌街道

土洋社区

东江纵队纪念馆：坪山街道

东纵路

红色文化春潮涌。随着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的日益临近，诸如唱红歌、读红书、传播红色短信、游览红
色景点等诸多纪念活动在举国上下逐浪高涨。不经意间，人们在用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表现“红色主题”、
用具有时代特色的展映方式再现当年岁月的同时，也唤醒了我们储藏心底的美好记忆，更赋予“红色文化”
全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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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下旬，由加多宝集团联合

光线传媒及旗下娱乐现场、音乐

风云榜举办的王老吉“唱支红歌

给你听”活动在广东启动。启动

现场，老一代著名艺术家邓玉华、

刘劲与新生代实力派歌手尚雯婕

等当红明星同台献艺，演绎了《绒

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脍炙人

口的红色歌曲，用歌声表达了自

己对那段红色岁月的理解和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作为献礼中国共产党建

党 90 周年的乐坛盛事，活动将在

3 个月内力邀百位明星唱红歌，而

这仅是南粤大地以唱红歌的形式

喜迎建党九十华诞的一个缩影。

在佛山，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组织的“红色影片南粤行、万场百

部下基层”大型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启动仪式上，珠影交响乐团现

场演奏了《红旗颂》交响诗和《地

道战》、《红色娘子军》等红色经典

影片主题曲。在广州，省人民医

院院党委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

行的文化年启动仪式之后，院离

退休老同志和青年职工 120 多人

在纪念碑前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社会主

义好》、《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

代》等红色经典歌曲……

一般来讲，红色经典革命歌

曲主要指：红军歌曲、抗日歌曲、

解放歌曲、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

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进步歌曲，

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国革命经典

歌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红

歌 。 提 及 红 歌 ，不 难 想 到 源 于

2006 年“五一”期间江西电视台举

办的红歌演唱会。那年，首届中

国红歌会一炮打响，取得意想不

到的效果。第二年，“ 中国红歌

会·红歌总动员”进行创新，在海

选阶段，全国五大唱区共有 10 多

万人报名参赛，江西台的每场播

出，除投票短信外，都能收到文字

短信 4000 至 5000 条，“五一”黄金

周的 7 天直播里，收视率同比上升

38%，并带动井冈山的旅游人数创

下历史新高。

由于红歌备受青睐，之后，全

国各地的“红歌会”方兴未艾，唱

红歌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内

容。这里所说的“红色文化”指在

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中

国共产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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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

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的

革命诗词、革命歌曲和革命戏曲

等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

红色文化带动红色旅游。今

年，去著名的革命圣地旅游以缅怀

过去的游客数量迅猛增长。在延

安，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参与再

现人民解放军与敌人之间战斗场景

的演出。在湖南，大型的“红色旅游

文化节”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

而至。在遵义，四渡赤水纪念馆解

说员充满感情的解说，打动在场的

每一名参观者。在深圳，5 月 19 日

第一个“中国旅游日”授牌的首批18

个红色旅游景点，让当地市民可以

就近参加“红色旅游”……

中国人不能忘记过去，最好的

方式是亲身体验并记住和学习，这

是红色旅游的初衷。在瑞金叶坪

景区，每天都能看到“送郎当红军”

的生动表演，有些游人穿上粗布军

装和老区人民手编的草鞋，竟然激

动得热泪盈眶，人们似乎回到了那

战火纷飞、军民情深的岁月。

提及红色文化，不能不提中

国移动广东公司早在 2005 年便在

全国率先开展的“红段子”系列活

动。而今，始于广东的“红段子”

早已“ 红”遍全国，一条条“ 红段

子”短信通过手机传遍了千家万

户。以“红段子”系列活动为代表

的“红色手机文化”有效挤压了低

俗信息的生存空间，正潜移默化

地对主流社会文化思想产生着正

面、积极的影响。

除了唱红色歌曲，游红色景

点，发红色短信，各种会展更成为

留住红色记忆的有效载体。在第

七届深圳文博会上，来自深圳宝安

的卓振翠女士展出自己收藏多年

的革命文物，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

地的革命老战士战争年代的老照

片、口述历史手抄信件、功勋章以

及抗战时期的独轮车、纺线车、磨

子等展品，给从未见过这些“宝贝”

的“80 后”“90 后”的青年人上了一

堂意义深远的党史课。在今年5月

的佛山晒书会上，佛山资深收藏家

梁氏父子，将自己珍藏的钱币、票

证、婚嫁文书等藏品一一呈现，其

中，有关“文革”时期的课本、作业

簿和戏桥，更是令读者大开眼界。

红色歌曲越唱越响，红色旅

游越走越宽，红色短信越传越广，

红色记忆越留越长……红色文化

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领域的一

道独特风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时

代 的 高 起 点 上 推 动 文 化 内 容 形

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

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

化的必由之路。”

将革命传统经典题材与时代

发展完美结合，让红色文化的主

旋律在广大观众心中演绎得淋漓

尽致，是江西打造文化品牌的重

头戏，而传承形式的创新无疑是

其中的关键。“红歌会就是一种创

新文化，把优秀的红色文化与人

民群众喜爱的表演形式巧妙地结

合起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宣传红色精神。”此前，中国红

歌会总导演廖苏斌如是认为。

事实上，发端于江西的红歌

会从舞台布景、乐队伴奏到电视

表现手法等等，都加入了很多现

代元素，使得新时代的红歌能够

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这种形

式上的创新精神至今仍被广泛借

鉴。

不仅唱红歌如此，江西歌舞

剧院在创排大型情景歌舞《井冈

山》时，将《十送红军》、《井冈山上

太阳红》等革命经典歌曲一并融

入到现代舞蹈、戏剧、音乐中，并

通过电脑灯光布景制作，把井冈

山的美丽风光再现于舞台，以情

景交融唤起岁月情感，提升审美

境界，红色经典剧目的时代感和

感染力因此得到显著增强。

红色文化，既要怀旧，更要创

新。江西省文化厅厅长李玉英认

为，和其他文化一样，红色文化也

面临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同样是

博物馆，过去是平面展示，现在有

半景、全景式展示，有声、光、电的

全新演绎，人们更乐于接受。

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首个提

出“红色经典、现代表述”的设计

理念，大胆使用舞美技术、三维造

型艺术、声光电及多媒体等技术，

以现代的展陈语言来表述红色历

史。被誉为“中国第一画”的井冈

山革命斗争全景画，就是用投影

仪把动态素材投放到画面中，使

每一位观众都能体验到“五百里

井冈尽现眼底”的真实情景，给观

众在视觉、心灵和思维上带来巨

大的震撼和冲击。

其实，“红段子”的流行也得

益于传承载体的创新。中国移动

手机阅读基地以电影《建党伟业》

的发布为契机，开展一系列贯穿

全年的红色阅读活动，通过开辟

红色阅读专区、推出“党史上的今

天”等多个栏目和线上线下互动

活动，以手机阅读的全新形式促

进红色阅读、全民阅读的开展，藉

此提升青年的阅读层次，传播先

进的红色文化理念。

以手机新媒体作为新的舆论

宣传阵地，向用户提供便捷的阅

读形式和丰富的阅读内容，打造

中国红色阅读第一门户，以此作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的献

礼，无疑是红色文化在传播方式

上的一大创新。

如 果 说 科 技 的 运 用 助 推 了

红色文化在传承形式上的创新，

而通过“ 红色文化”促进犯人积

极改造，则是创新红色文化传承

理念、注重红色文化教化功能的

重要体现。

和以往有所不同，唱红歌、读

红书、看红色电影、写红色励志格

言、办红色专题讲座……通过“红

色文化”促进犯人积极改造，最终

走出红色改造新路，是今年“红色

文化”传承的又一特征。

在江西，全省监狱劳教系统

全面启动了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

动：景德镇市劳教所邀请老红军

举办以宣传井冈革命精神和苏区

光 荣 传 统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专 题 讲

座；赣西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征集

200 余件书法美术作品；省未成年

犯管教所在今年 5 月开展了“青春

飞扬月”活动；豫章监狱首本由监

狱民警编写的《红色航标，导引新

生》的红色读本出炉。

作为改造教育犯人的一种载

体，江西监狱引入“红色文化”的

做法仅仅是各地监狱探索的一个

侧面。今年 3 月 27 日，国家司法

部召集陕西、江西、湖北、湖南、重

庆、四川 6 省市监狱劳教系统干部

在重庆召开“红色文化进监所”工

作现场会，旨在总结相关经验，探

讨改造新路。

据统计，在重庆，“红色文化

进监所”活动自 2008 年启动以来，

共精选 100 首红色歌曲，购买各类

红色经典图书 8 万余册，播放红色

影片 300 多部，举办红色故事会

1200 余场。重庆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刘光磊称，要把在押人员

参与红色文化传播活动的情况，

依 法 按 照 程 序 纳 入 考 核 评 价 体

系，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

个重要依据。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红色文化”对服刑劳教人员和监

狱民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教育，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认识

“ 红色文化进监所”活动的重要

性，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地开展这

项活动，务求实效。

深圳首批18个“红色景点”出炉

红色文化成为我国文化领域一道独特风景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本报资料图片）。

现象

特征

形式和理念的创新为红色文化推波助澜

启示

让红色文化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接受社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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