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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别山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浓厚的

文化传统。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探讨价值属性，透视效应发挥，探索育人路径，对于更好地传

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精神，塑造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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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多次深入革命

老区调研，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作出了

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为新形势下传承与弘扬

红色文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发

掘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激活红色文化的育人因

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

给养，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坚强有力

的思想保障。

一、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透视

大别山区被誉为“红军摇篮的诞生地、将军故

里的所在地、红址密布的红土地”。大别山红色文

化承载着宏大的历史变迁、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

重的文化底蕴，内隐着全心全意的为民宗旨、坚定

不移的党性观念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一）红军摇篮

早在中国革命初期，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开

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轰轰

烈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根

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主战场，在解

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激战中原的落脚地。可以

说，从革命之初到取得胜利，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攻坚小康，大别山的红土

地上到处留下中国共产党人深深的历史足迹。
（二）将军故里

大别山不仅是革命之山，还是将军故里。在这

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刘
伯承、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走出了

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 400 多位战功

卓著的将军。全国 10 大将军县中，大别山区就有 5

个。其中，红安县以 223 位将军成为赫赫有名的

“中国第一将军县”；大悟县以 100 多位高级将领

和领导人成为红色政权的腹地；新县以 93 位将军

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金寨县以 59 位开国将军和 110 多位省军级领

导干部成为第二大将军县；六安县以 108 位共和

国开国将领成为著名的将军故里。
（三）红址密布

大别山地区红色资源得天独厚，红色遗址遗

迹、名人故居数不胜数。一是博物馆、纪念馆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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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红色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等。二是

烈士陵园、墓地多，如商城革命烈士陵园、黑湖烈

士陵园、大别山烈士陵园、大荒坡农民暴动十八烈

士墓、陈独秀墓、三百烈士英勇就义地等。三是名

人故居、旧居多，如许世友将军故里、李先念故居

等。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在大别山地区留存

了许多烽火见证，每一处遗址背后都有一段可歌

可泣的革命故事。

二、大别山红色文化生成机制

任何文化的生成、生存和发展都不能脱离特

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大别山红色文化亦是如此，它

的创造性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既

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正确的方法路径，更有积

极的内生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大别山地区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

域之一。1922 年，安徽寿县就成立了党小组。1923

年，寿县成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寿县小甸集

特别支部。1924 年，著名革命人士王明、蒋光慈在

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

建立，大别山人民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增

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树立坚定的革命理

想信念。正是因为革命的理论指导，才激发出革命

的行动活力，才催生出富有特色的红色文化。同样，

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印证了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性，也从根本上确保了大别山红色文化

的科学发展，成为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
（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别山以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成为全国始终“红旗

不倒”的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土

地革命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

时期；无论是顺利发展，还是遭受挫折，大别山人

民群众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如跳崖女英

雄晏春山、大山的儿子吴焕先等大别山革命前辈，

始终跟党一条心，坚信党的领导，忠诚党的领导，

维护党的利益，始终坚持必胜的信念和革命到底

的决心。在党的召唤下，无数大别山优秀儿女矢志

不渝、坚忍不拔，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党指向哪里

就打到哪里，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对党忠诚

之歌。
（三）大别山人民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

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1]104 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为千千万

万劳动人民服务”，再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

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无不

诠释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

在大别山区武装斗争持续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人民群众的接力奋斗

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从这里飞

向蓝天，人民检察制度的第一国家公诉人诞生于

此，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届运动会在这里成功举

办，著名红色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从这里唱遍全中国。大别山红色文

化正是因为被人民群众所创造、所传播，其生命力

才真正被激活。

三、大别山红色文化价值属性

大别山红色文化所展现的既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继承与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与发展；既有科学先

进性、价值统领性、赓续发展性等价值属性，又有

民族性、时代性、大众性等文化特质，综合体现出

不可再生、不可复制、不可比拟的精神财富。
（一）科学先进性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如

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治文

化，它见证着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艰难历程，标识着中国共

产党人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红色文化蕴涵着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

德诉求，体现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可谓之于“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类型，之所以源源不断，就是因为它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基础，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传递着高度文明的价值取向，必将始终

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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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统领性

习近平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2]大别山红色文化自生成之日起，所蕴

含的价值形态始终影响和塑造着大别山区人民群

众的精神风貌、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

并通过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再现出来，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大别山红

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价值统一性，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阶段，它始终

紧密贴近时代的发展变化，紧紧围绕社会的价值

需求，利用其自身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说服力、影
响力、震撼力来感召人、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

（三）赓续发展性

文化总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文化始终处在一

个动态发展的体系之中，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

展而不断演进。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

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

的实现。”[3]当前，红色文化仍然是引领时代前进的

主流文化，既顺应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又体

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层积传承。传承与弘扬红

色文化，就要妥善处理好红色文化的过去与现在、
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既向内看又向外看，既向前看

又向后看，确立红色文化发展的时代坐标，让红色

文化从“沉睡的记忆中”走出来，在“今天的阳光

下”闪亮炫彩，为民族传承立根铸魂，为国家发展

凝心聚力，为社会进步成风化人。

四、大别山红色文化实践育人

大别山红色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

生资源和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现实教材，传承与

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积极发挥其育人价值，需要

从社会、学校、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谋划和探索，从

社会维度夯实发展基础，从学校维度发挥育人效

应，从个人维度激活内生动力。
（一）从社会维度夯实发展基础

1.全面保护大别山红色文化。习近平指出：“无

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对于红色文化资

源，我们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

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4]加强大别山红

色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对革命遗址进行加固，对红

色史料进行收集，对纪念场馆进行修缮，而是要由

单一的管理部门区域性保护转变为整体的政府统

筹全面性保护模式，加强政策与资金支持，从硬

件、软件等多方面大力帮扶，重点实施一批红色文

化保护建设项目，挖掘和留存“红色乡愁”，传承与

弘扬“红色基因”，不让红色资源失彩，不让红色记

忆失踪。
2.整合配置大别山红色文化。当前，大别山红

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需要解决资源整合的问题，

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把整个大别山红

色文化整合配置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释放出大别

山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效益。同时，坚持

市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文化

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利用市场化手段促进红

色文化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最佳化，实现红色旅

游、扶贫开发、文化熏陶、生态休闲等同步发展，既

促进红色资源的增量，又实现红色资源的共享，既

发挥其教育功能，又彰显其经济效应，确保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
3.优化创新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大别

山红色文化，就要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积极建构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理论传播、影视网

络一体化联合开发渠道，探索尝试用历史、人文、
文艺等不同视角，挖掘提炼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政

治、教育、艺术等多重内涵，激活红色基因，让红色

文化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同

时，全面摸清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存量、分布以

及可开发利用价值，对大别山红色历史、红色精

神、红色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利用等进行基础理论

研究，修好“红色家谱”，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

色宝库”，为传承与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奠定坚实

的史料基础和理论支撑。
（二）从学校维度发挥育人效应

1.强化课堂教学作用。课堂教学是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将大别山红色文

化搬进课堂，就要结合地方特色创编紧扣史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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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特色、通俗易懂的校本教材，以辅导读物、教学

讲义的形式扩展学习内容，提升学习效果。同时，

积极探索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将传统优势

与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产生、
历史发展、内涵及其意义进行系统性阐释，不断增

强教学活力。此外，积极创新表达方式，采取生活

化、网络化的语言，把枯燥的、概念化的红色文化

理论转化为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的小道理，让学

生爱看、爱听、爱参与。
2.拓展实践育人渠道。传承与弘扬大别山红色

文化，就要主动“走出去”拓展教育资源，创造条件

与地方红色资源管理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为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擂鼓搭台”，通过开展富有

特色、生动活泼的体验教育活动，来感受革命先辈

的奋斗足迹，来深化大学生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

认知认同，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起

勤奋学习、立志成才的热情。
3.营造环境育人氛围。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

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5]545 对于大学生来说，校

园环境深刻地感染着每个大学生的发展方向，影响

着每个大学生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思想品德和

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构建，通过校园文化途径传承与

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将大别山红色文化精神贯穿

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加强精神文化

建设、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媒介文化建设

和行为文化建设来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让大

学生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不断

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从而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高远的目标追求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从个体维度激活内生动力

1.坚定理想信念。当代大学生传承与弘扬红色

基因，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

长成才，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

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和重

要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

钙”。发挥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实践育人功能，就要

将其渗透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大学

生在自我体验中触摸“历史的厚度”，体会“红色的

热度”，感受“文化的温度”，从而树立坚定的共产

主义理想，明确的人生发展目标，自觉承担起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2.端正价值取向。大别山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影响人和支配

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一种精神信念，都需

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正在致力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围绕这

一主旨，就要积极发挥大别山红色文化的育人功

能，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准确把握其价值精髓，树

立学习和弘扬革命先烈崇高精神品格的自觉意

识，振奋精神，激励斗志，培养积极的人生追求、高
尚的思想境界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在国家、社会和

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以实际行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锤炼意志品质。大别山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

争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身就蕴含着不畏

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当代大学生以史为

鉴，就要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发扬百折不挠

的革命斗志，自觉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为自

己的信念和行动。当代大学生以史为源，就要仔细

“咀嚼”与“消化”大别山红色文化内隐的精神品

质，以“红色基因”来校正思想准星、消除精神懈

怠、砥砺意志品质，培养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正

视挫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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