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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研究要从学术自觉走向学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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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红色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研究我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进程及辉煌成就。学

术自觉已经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学科自觉依然在路上。首先从二级学科做起，设置相应的硕士学位点。这

是新时期学科建设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拓展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学科定位、理论指导和

边界是清晰的，设置并运行的条件也是成熟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非常突出。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红色文化研究

探索为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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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Red Culture from Academic Consciousness to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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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d cultural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 cau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ur Party. Academic consciousness has pro-

duced a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but the discipline is still consciously on the road. First starting from the two disciplines, it sets up the

corresponding master's degree. This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is the extension and deep-

ening of the Marxist theory. Red culture studying on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boundary are clear, and the set-

ting and operation conditions are also mature.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etting up is very prominent. The re-

search of red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s accumulated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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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已经遍布革

命老区，从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沂蒙山，到福建

古田、陕西延安，再到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

……，革命老区洋溢着的红色精神，不断滋润着广

大党员干部，带给大家一次次的精神洗礼，“每来

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

多正能量。”[1]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

忘初心。”[2]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践行者，习近

平总书记在追红色记忆、走红色足迹、悟红色精神

中，以身作则地实现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显然，在总书

记的执政理念里，红色文化已经成为我党在新的执

政条件下，培基固本、永葆品质的重要保证。长期

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努力是巨大

的，成果是丰富多彩的，有力地促进了党史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国史、现当代史的研究。但

是，仅仅通过学术整理，弄清楚最基本的内容和规

律等，或者只是借助通过党员教育、干部教育和学

校教育，来传承红色文化，还显得稀疏和单薄，关

注红色文化的学术自觉必须进一步上升到学科自觉

的高度。为此，浙江理工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尝试和

努力，为红色文化研究事业从学术自觉走向学科自

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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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设置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
宗旨与可行性

党中央一直倡导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红色

旅游的深入发展，曾经先后制定并发布《2004—
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和《2011—
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在这样的历

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多维视角

下，专门研究红色文化基本构成、历史形成、社会

价值、现实功能和未来发展的硕士学位层次的二级

学科——红色文化研究，便显示出了特别的价值和

开设的紧迫性。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响应全国高

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关于“支持有条件的高校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

科”[3]的探索。

（一）体现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红色文化属于典型的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的

引领作用不言而喻。共筑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

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也需要在马克思

主义的哺育下发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引领，需要红色精神的支撑；在社会层面上，

传播红色文化，增厚人们的理想信念，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自觉，需要大批政治坚定、专

业过硬的人员，从事党务、宣传和教育工作，并通

过这些具体的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

化环境。

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学科，可以加快培养具有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较

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步伐。在

此基础上，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特别的

贡献，真正实现以红色精神引领人，以红色成果感

召人，以红色理论教育人。

（二）展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

有益尝试

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规范化

的前提下，拓展视野，设置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

科，可以更为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民情，总

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历程、经验教训和基

本规律，并在客观上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录

内其他二级学科提供新的辅助和支撑。具体来讲，

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二级学科互为支撑，可以增厚中国近现代

史学科发展的后劲，提升人才培养目标系统中的

“三个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深化和认同自觉。红色

文化研究学科中的红色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成果，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内容相互

交叉、相互融合，能够更加切实地加固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历史根据和物质托持；红色文化

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又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的建设提供了源泉和案例；相应地，“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二级学科在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理

论和方法的前提下，也在文化范畴上获得了红色文

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实践和验证。

（三）进一步强化了红色文化的资政育人功能

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拓宽了新时期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现路径，构建了红色文化研究成果运用

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种实现机制，搭建了红色文

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多样化路径。同时，

为党的干部教育和面向社会的大众教育提供了新的

平台，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

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内涵，从而有助于增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机构职能上

看，目前我们从事红色文化研究与管理的职能部门

主要是各地党史研究室系统和相关的文博部门。但

是，中共党史党建方面的毕业生太少。从生源数量

和质量来看，全国仍在运行的中共党史专业本科高

校招生数量有限，甚至有的招生单位还不能保障每

年都正常招生；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学位点整体生

源质量也有滑坡之忧。诸如此类的情况，导致全国

地方党史党建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满足地方

党史党建工作的需求。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建，

则完全可以弥补上述缺憾，培养能够从事中国党史

党建教学与研究，服务于地方党史党建工作，且

“红色基因”坚定的专业研究者、传承者和实务

人员。

（四）有助于服务红色旅游产业的品质发展

红色文化的物质层面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

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遍布全国各地的各

种各样的红色文化资源，经过了长时间的开发，如

今都面临着保护与开发并进的双重使命。但是，系

统的学理性支持与参与，目前还相对较为薄弱。比

如在浙江，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浙江省内外红色

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协助地方政府、旅

游企业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营造红

色文化氛围，设计精品路线，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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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但是这种智力支撑与浙江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的

地位还远远不相称，还较为落后。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红色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

已经得到了较多的提升和深化，地方政府和旅游部

门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红色文化旅游在很多地方

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和地方经济的重要产业。这与国

家的相关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是分不

开的。但是，还必须看到，如何充分利用红色文化

资源，提升红色文化旅游品位，打造地方特色红色

旅游品牌，形成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褐色旅游相

结合的三大领域，并实现相互间的协调发展，依然

缺乏更为翔实有效的科学理念和专业指导，尤其缺

乏具有红色文化专业知识背景的管理人才和实务工

作者。

二、是什么：红色文化学科的背景与基础

每一个学科得以建构起来的前提，是拥有鲜明

的研究主题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领域和

边界。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建，自然也要遵循这

个规律。比较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

内，纵观红色文化研究，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其

他六个二级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

（一）红色文化学科范畴

红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是

指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和精

神三个方面。在狭义上，它则是特指在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和结晶，以一种特有的形式

涵盖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规律。[4]

丰富多维的红色文化内容。红色文化内含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5]其中，物质

文化是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并遗留下

来的物化成果，主要包括各种场地场所（如遗迹遗

址遗物、纪念地、纪念场馆碑堂等）、组织机构、

设施设备、文本文献等实物；制度文化是指相关的

各种思想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规章制

度等一系列规范体系和行为模式；精神文化是指所

凝结的相关知识、信仰、价值、精神、道德等，主

要表现形式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

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洪抢

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等时代精神。物

质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红色文化，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其中，物质文

化是基础和根本，制度文化是深化和保障，精神文

化是源泉和动力。

与众不同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直

接思想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

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财富，曾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

难以估量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它

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不断被创造、丰富和开发，不

仅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和话语传播功能，还有价

值认同和经济开发等功能 [6]。

（二）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基础

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范

畴。主要研究红色文化的构成与内容、形成与发

展、历史价值与现实功能、保护与开发、未来发展

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目的在于总结红色文化的形成

发展规律和进一步建设的原则、途径和方式方法

等，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为深化红

色文化资政育人服务，为推动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服

务。它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

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二级学科，还与

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文化学、

旅游学等相关学科紧密相关，融合了这些相关相邻

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原则、学术规范、价值判断

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政治学、

社会学、教育学、旅游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手段，既

探讨红色文化的理论问题、精神内涵和历史发展，

又注重红色文化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

能、育人功能等的现实功能和社会价值。

其次，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

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

研究学科，同时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

政治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的特征和内容，其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是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共党史党建理

论、文化学理论、教育学等。马克思主义为红色文

化研究学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本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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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指导思想和行动原则。中共党史党建理论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现实

与未来的系统思想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概念范

畴、逻辑架构、学术规范等等，均可以为红色文化

研究学科采用。红色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的新型文化领域之一，关于红色文化的形成、结

构、类型、存在状态、生发机制、创新路径、发展

规律、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保护开发等等，都是

可以为红色文化研究学科服务的。

再次，相近学科和教育教学的支持。启动红色

文化研究并设置对应的二级学科，依托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级学科，开展硕士学位层次的建设，这是

一种十足的创新。目前，国内尚无设置以“红色文

化”命名的学科，自然也没有对应的硕士学位授权

点，相关的探索多半是在教育系统内部，以大众化

的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展开的，开

设相关的课程，推行红色文化教育教学，是主要手

段。比如，（1）相近学科“中共党史”的学科关

注。中共党史二级学科，从党史研究的视角深入了

有关红色文化的诸多人事物，积累并提供了诸多方

法和理念。但是，中共党史隶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

一级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深厚，影响深

远，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巨大，目前的

发展更是特色鲜明，只是最近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深化，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遇

到不少挑战。党史学科的长期发展和不断探索，为

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的启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学术参

考和逻辑支持。（2）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尚在探索之

初，但相关的教育教学却有声有色。中小学和高校

一直都没有放松过。校园文化活动，党团队（共产

党、共青团、少先队）活动，庆典纪念活动等主题

活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都是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的载体和形式。编写乡土教材，整理本地资

源，开设相关课程，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校园文

化建设，追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等，这

些探索成效颇丰。旅游学科特别是旅游类专门院

校，还开设了红色旅游类课程。但是，以“红色文

化”命名的独立的课程，还鲜见于各种教育层次的

课堂。红色文化教育工作做得较多、成绩较为显著

的高校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区，如江西师范大学、井

冈山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学院、延

安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嘉兴学院、西北工业大

学、浙江理工大学等。临沂大学的做法更具有代表

性。该校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红色文

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将“红色文化与沂蒙精

神”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规定了相应学

分，并编写了《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校本教材。

同时，将沂蒙精神列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程”的学习内容，并着手筹备省部级干部教育培训

学院。目前，已经成长为教育部思政课骨干教师暑

期培训的重要基地之一。

（三）三个最近学科对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关联

与识别

红色文化研究属于先进文化研究的领域，具有

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属性，丝毫不存在灰色地

带。同时又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融通性，既与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学科、历史学科等密切联

系，又不同于这些学科。与之相近的二级学科主要

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

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三个，它们彼此之间关

系紧密，差异也很明显。

首先，与“中共党史”学科异同。从性质上

讲，都是政治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十分鲜明的

学科，存在重叠与交叉，但二者又明显不同。首

先，二者的学科归属不同。中共党史是政治学下的

二级学科，红色文化研究设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下。其次，二者研究视域不同，中共党史主

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建设

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红色文化研

究，既注重党史研究，又注重红色文化的现实功用

和资政育人功能，更集中于它的文化属性和视域。

其次，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比

较。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下目录内二级学科，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

和规律、结论和结果，目的在于在历史发展观的高

度上和视野内，进一步明确“四个必然性”，引导

受教育者不断增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因此，还

具有一定的历史学学科的特征。“红色文化研究”

学科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特别注重从文化

的角度，挖掘、梳理、呈现、释放红色历史与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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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资政育人的能量，更加注重从现实出发，锻

造、培育社会正能量，参与意识形态建设，促进社

会文化发展。两个学科都涉及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过程的梳

理，都要关注到其中的人、事、物和精神遗产等。

再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下目录内二级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既研究动态

的过程，也研究静态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成果，但更

侧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成果。与“红

色文化研究”学科有交叉，也有共同的历史空间和

现实舞台。如前所述，红色文化的研究对象，就是

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中国化之后的历史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积累

下来且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各种文化范畴的物资遗

存、精神和制度。

总之，与相近学科相比，红色文化研究学科，

研究对象与中国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有交叉和重叠；与它们相比，红色文化研究

更注重面向社会，面向现实，服务社会，也注重研

究成果的多元呈现、教育深入和大众传播。

三、怎么办：红色文化研究的使命和主
要学术方向

根据这些年学术界的探索和我们的积累，红色

文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明确，研究方向也越来越清

晰。但是，每个研究单位的具体凝聚和特色，还是

有所区别的。以更为专注和系统的浙江理工大学为

例，我们的红色文化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

开，即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红色文化资政育人

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一）关于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红色文化的概念与范畴、内涵与外延、功

能价值、架构与逻辑等基本属性，明确并深化红色

文化的学科学理规范。在此基础上，研究红色文化

建设的方针、原则、渠道、举措、历史过程与规

律、经验教训等。主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红色文

化基本属性；红色文化发展历史（红色人物、红色

事件、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建设与管理；文本

研究。

在此，我们也有较多的尝试。特别是在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主观设定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有

一批学生专注于此，完成了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

文。如2006级翟佼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以《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为例》，2007级王传君的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

议〉文本为例》，2009级贾迎宾的《标语口号是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实现形式》，2011级李婷的《毛

泽东民本思想研究》，2012级王霞的《毛泽东新民思

想研究》和王建彩的《高校校园红色文化的德育功

能研究》，2013级胡雅敏的《开发红色文化，推进思

想政治教育——以金萧支队红色文化为核心》和刘

琳的《抗日根据地女子教育的研究》等。

（二）关于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研究

红色文化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表现一种客观现

象、传递一种文化信息，更主要的是要发挥文化作

用，教育世人、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相

应地，红色文化研究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搞清楚历史

真相，更主要的是促进资政育人，为提升青少年、

社会公民，尤其是中共党员的政治素质、品德素质

提供文化支撑，为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水平，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提供动力。主

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红色文化遗存；红色文化资

源整理、保护与开发；红色文化育人途径机制；红

色文化与党的建设；红色文化旅游。

在这个方面，浙江理工大学的尝试更有特色。

比如，校地合作，实现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沟

通携手。2013年，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合

作，设立“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挂

牌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本基地之后又相继在杭

州、温州、丽水等地建立了 5个红色文化研究与实

践基地，如杭州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桐庐）、浙南

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永嘉）等。这种合作的格局

是：签署协议，设置课题，保障经费，多向呈现。

它们不是简单的挂牌行为，而是有协议约束的机制

性合作，要开展一系列务实的工作。比如合作举办

专题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学术文集，公开招标研

究项目，大量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前往基地参观、调

研、体悟，还有青年教师挂职锻炼等。在校内，通

过开设课程，把学术融通并落实到育人工作中。比

如在全校范围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多门红色

文化的相关课程，还专门编写出版了重点教材《红

色文化概论》，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讲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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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通论式高校教材。在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省级精品课程）和《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过程中，嵌入了更多的红色

文化内容，也因此带动了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或通

识课对红色文化的主动融入。2016 年 7 月，又以

“深化先进文化研究，助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为主题，承办了全国省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协助会第27届年会，正式出版了论文集《红色文化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多年来红色文化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浙江

理工大学的红色文化事业得到了国家和地方的关注

和肯定。2015年7月，以“追寻红色文化，深化思

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为题，成功申报了“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7]，成为全国首批五十家

之一。2016年7月，又以红色文化研究为主题为特

色，再次成功申报了“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基地[8]，成果全省首批十家基地

之一。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榜样教育是人类自我教育、造就新人的传统，

中西方都在自己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

关注，并为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成果。中国共产党

一贯重视榜样文化建设，在迄今为止的革命、建

设、改革开放和党建的伟大事业中，积累了关于榜

样培育、作用发挥、示范引领等诸多方面的成果和

经验。主要研究客体和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

研究、培树、宣传、运用榜样的动态历史过程和静

态结果；榜样的选拔与确立、宣传与教育、扶持与

保护等基础理论和工作机制（包括榜样理论、榜样

生成、榜样人物、榜样事迹、榜样示范、榜样维

护、经验教训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榜样文

化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在此领域，浙江理工大学也曾相继成功申报了

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建国

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浙江现代革命历

史文化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等。也发表了高层次的学术论文，如《观察与思

考》2016年第7期之《开发榜样文化资源，增强党

的执政能力》，还举办了 2014年“首届中国共产党

榜样文化研讨会”，出版了研究成果集《榜样文化

研究》。

上述三个研究方向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相互

交融，相互依托、相互支持。因此，从学科建设入

手，用系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方式，研究、传

播、承续红色文化，拓展、壮大基于红色基因、弘

扬红色精神的国民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全民性的传

承红色文化的理念和行为，共筑民族精神，确实是

更有意义的一种路径选择。广而言之，红色文化研

究是一项文化工程，更是一项事关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大步向前，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开辟民族发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千秋伟业的社会事业，必须超越传统的学术

自觉，在现有学理总结和阐释的基础上，在学科建

设的高度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育人资政，铸魂固

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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