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红色的民族。在古代，火是原始人最为重要的图腾崇拜，常被

人们视为火神和太阳神的化身。因此，他们对火的崇拜也就转化为了对红色的崇拜。很早的

时候人们就用红色来驱鬼辟邪。庙宇、宫殿的建筑也多用红色修饰。在现代社会，红色仍然

是中国人最为喜爱和最为普遍使用的颜色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红色象征着兴旺、活跃、

成功、激情、喜庆、吉祥、团圆等。人们常用红榜、红花、开门红、满堂红、红利等词语来

表示人们在事业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欣欣向荣。20 世纪初，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

起，“红色”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符号，“红色苏维埃政权”“红军”“红旗”“红色

歌谣”等一系列新符号应运而生，红色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象征，红色就被看作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生俱来的“胎记”，红色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精神图腾。〖ZW(〗孙和

平：《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页。〖ZW)〗 

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cultura，原意是指农耕和对植物的栽培。在这里它是

相对于自然存在物而言的，主要是指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实践结果。但到文艺复兴以

后，“文化”一词的含义就被人们推而广之，不仅包括物质要素而且还包括道德、文学、艺

术、音乐等非物质的要素。在中国古籍中，“文化”是个动词，是“文化教化”的意思。“文”

是指道德、礼乐、典章制度，“化”指感化、教化。两个字合起来就构成了“文化”一词，

即文化就是用一定的道德、礼乐去教化人民。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文化也就成为这两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

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从人种志学的观点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

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

何其他能力和习惯”〖ZW(〗《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409页。〖ZW)〗。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

习惯及价值而言。这概念包含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ZW(〗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页。〖ZW)〗这一概念表明了文化既包括观念形态的文

化也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由于人类文化现象纷繁复杂，人类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也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目前在学术界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综合各家的观点，笔者认为文

化从其广义上来讲主要是指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红色文化就其发生机制来看，并不是“红色”和“文化”两词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红色寓意与中国历史、经济和思想的有机结合。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

书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践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

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BT3〗〖ML〗二、红色文化的形态 

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类型多种多样。在学术界，有学者将其分为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

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应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精神文

化。笔者比较赞成把红色文化的类型划分为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精神形态三类。 

〖BT4〗1.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 

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是构成红色文化的客观载体，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来的各种实体，表现为“人”“事”“物”等外在的、具体的显性部分，

其中，“人”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绩显著、对革命和建设有着卓越

贡献以及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如方志敏、雷锋等。“事”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和历史事件，如秋收起义，长征，辽沈战役，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等。“物”是指革命志士们所用之物、革命遗址等，如遵



义会议会址、朱德的扁担、红四军军旗、“两弹一星”试验基地等。它们见证着中国共产党

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不屈不挠进行斗争以及在建设中开拓创新的每一个历程，是

构成红色文化必不可少的客观载体。 

〖BT4〗2.制度形态的红色文化 

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包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由于每一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不同，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就有着不同的制度文化。比如：1928 年，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大法《井冈山土地法》，该法解决了土地、山

林的分配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土地征收和使用等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部法律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禁止土地买卖，等等。后来这些

不足在 1929年中央苏区颁发的《兴国土地法》中得以纠正，即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只

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就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931年，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形成，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BT4〗3.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 

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

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和科学文化

知识等方面。随着革命形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也不断地丰富和拓展，

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艰苦奋战，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1949

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工作的重心也就转移

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拓展为创业精神和建设精神，这时出现了“两

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98 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但是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时代精神，它都是融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于一身，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的信念、精神品质

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创新思维；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团结一致、服务人民的道德情怀。  

〖BT2〗〖ML〗第二节〓红色文化的形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意识

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作用于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政治和经济。

红色文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革命精神的凝聚，是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BT3〗〖ML〗一、红色文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有了光明发展

前景”〖ZW(〗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参见〖DK(〗http：

//cpc.people.com.cn/GB/164113/15048935.html。〖DK)〗〖ZW)〗。中国共产党是红色文化的缔

造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红色文化。为此，我们要深入探索红色文化

的发生机制，就必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入手。 

〖BT4〗1.社会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为了抵御外来的武装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



争，其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不惜千辛万苦，不断地向西方寻

求真理，发起了著名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实

践证明，不管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个任务也就当仁不让地落

到了工人阶级的身上。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无

产阶级也不断地成长和壮大起来。1919 年，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已经发展到了 200 多万人。

同时，辛亥革命以后，以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为了打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发起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

面大旗，在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与尊孔复古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一运动打击了统治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从而在客观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19年 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

的姿势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中的主力。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阶级，他们不仅具有

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本性，而且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优点，如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集

中程度高，大多出身于破产农民阶层，与广大的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等，因此，中国无

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中国无

产阶级迫切需要有代表自身利益和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最为坚实

的社会阶级基础。 

〖BT4〗2.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中国工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要有先进理论的指导。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中

国先进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然而

“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多次奋斗也未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就使

得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理论产生怀疑。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处于迷茫

的十字路口时，1919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王朝

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

民族解放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同时，对中国革

命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先进分子，用

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

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