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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红色资源的定位与科学内涵表述不一。现有表述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重 “红
色 ”轻 “资源 ”；二是重 “内容归纳 ”轻 “定义阐释 ”。红色资源可界定为：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并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利用�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精神及其
物质载体的总和。红色资源所依赖历史的久远性、空间分布的零散性、教育价值的延拓性、外在姿态的崇高性决定
了它必须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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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资源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兴起的新研究课

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红色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
特别是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

比较多。对红色资源为什么要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
研究的则较少。我们认为�认识红色资源转化的必
然性要从红色资源自身角度去考察�首先要从红色
资源的界定来解读其转化的必然性。因为对红色资
源的界定影响着对红色资源的认识、界定不一样�对
红色资源的理解就会不一样�进而对红色资源转化
的必要性认识也会不一样。可见�对红色资源的准
确界定是立 “转化论 ”的根本依据和逻辑出发点。

一 、红色资源的界定
近年来学界就什么是红色资源�对红色资源的

定位与科学内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们各
抒己见�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
讨和研究。学界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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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伟大精神及其载体�但对红色资源的定位与科
学内涵则表述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1．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较早提出红色资源概念的谭冬发、吴小斌认为：

广义的红色资源是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

精神。狭义的红色资源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魂
宝。［1］徐艳萍也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红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
源和人物资源四方面内容。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

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
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
精神的载体等。” ［2］ （Ｐ23）王姣艳、李振东等人也认为
红色资源可以从广义和狭义区分。 “广义的红色资
源可以概括为教育主体利用古今中外一切反映历史

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纪念物及其
承载的精神�对教育客体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
的思想政治教育。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教育主
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建设和改革
实践中�为党、国家和人民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先
进人物、事迹、纪念物、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
革命历史、先进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有计划、有
目的、有组织地对教育客体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 ［3］李实则认为�
“从广义上讲�红色资源可以包括全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
价值准则及其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总和；从狭
义上讲�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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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

质载体的总称。” ［4］

2．认为红色资源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的只
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耿琪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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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伟

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在她看来�红色资源没有什
么广义和狭义�有的只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为
此�她指出 “物质的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历史遗迹、
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路线、文学
作品等；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
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
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 ［5］ （Ｐ1）

而李康平则进一步扩展了红色资源的内涵�认为
“红色资源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
内涵。” ［6］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当前对于红色
资源的界定存在着以下两方面不足�即 “两重两
轻 ”。

一是重 “红色 ”轻 “资源 ”。 “红色资源 ”�从现
代汉语的角度分析�很明显这是一个偏正短语�它由
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修饰或限制后一部分�后一部
分是整个短语的核心。从这个角度定义红色资源�
就要牢牢把握 “资源 ”这个核心才是合乎逻辑的。

“资源 ”概念源于经济学�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
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提出来的�指的是原材料。经济
学所述物质生产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而 “红色
资源 ”既有有形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
态的东西。但是�不管哪种形态有两点不容置疑：即
资源的利用主体与资源的效用性�缺少了这两个方
面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都不能称其为资源�其中
尤以效用性最为重要。从目前的诸多红色资源的定
义来看�恰恰相反�对于红色资源的 “红色 ”的解释
相当之多�比如耿琪就认为：红色资源是指 “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伟大实

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 ” ［5］ （Ｐ1）

从中我们很难发现 “资源 ”这一核心词的重要性。
这种界定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对 “资源 ”
这一核心词的漠视�往往会导致对红色资源效用性
的低估�导致对其开发与利用环节的轻视�甚至可能
导致红色资源这一概念的泛化。

二是重 “内容归纳 ”轻 “定义阐释 ”。定义是通
过列出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物件的基本属性来描写或

者规范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的意义。但是�定义并
非就是对事物的列举�并非是对其所包含的内容的
归纳。对于红色资源的界定�目前学界很多人赞同
李实和耿琪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两个层面对红色

资源的界定。即认为红色资源包括两部分内容�以
物质形式存在的各种纪念馆、遗址、博物馆等等与以
精神形态存在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等。
这很明显是红色资源所包含的内容�而并非是对红
色资源的界定。再比如徐艳萍认为�“红色资源包
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源和人物资
源。” ［2］ （Ｐ23）这很显然也是红色资源所具体包括的内
容。

在诸多的成果之中�我们比较赞同井冈山大学
井冈山研究中心肖发生教授的定义：“红色资源就
是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

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并具有重
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 ［7］

这个定义突出了作为红色资源核心词的 “资源 ”的
比重�但是仍然略显不足。在这里�我们根据 “红色
资源 ”概念的演进过程�并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吸取
众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红色资源定义为：红色资
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并可以为我们今天所
开发利用�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精神及其物质
载体的总和。这个定义既强调了红色资源是 “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创造的 ”�明确了创造主体；
又指明了它是 “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 ”；更
重要的是突出了 “资源 ”的核心地位�指出了红色资
源 “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满足人们需求 ”。

二、红色资源成为教育资源必须要转化的原因
红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

总和�要成为教育资源�为广大受教育者所接受�起
到广泛而深刻的教育作用�就必须要通过一定形式
加以转化�这是由红色资源自身决定的。这里我们
主要从红色资源的界定视角�对其成为教育资源必
须要转化的原因谈几点看法：

1．红色资源所依赖历史的久远性�需要通过转
化拉近与现实的距离

教育学认为越是离受教育者心理距离近的东西

越能够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
的。我们看到�在红色资源的界定中�它虽然包括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形成的精神及其载体�但
是它的主体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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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及其载体。因为革命年代形成的精神与光荣传
统�是当代各种精神的光辉源头�是现代化建设时期
各种精神及其载体的雏形。革命年代形成的精神及
其载体�集中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历史�反
映的是那个时代光荣的奋斗岁月�它所依赖的是那
个时代的历史。如井冈山精神�它所反映的就是我
党革命初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光辉而艰苦卓绝奋

斗过程�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红色资源这种久远
性�导致其与当今的教育教学实际存在着距离�这也
正是有些人提出 “红色文化过时论 ”�“红色资源无
用论 ”等错误观念的原因。那么�究竟怎样让历史
上形成的优秀的红色传统、红色精神等红色资源起
到教育教学的作用？怎样使他们 “不过时 ”、“有
用 ”？解决这个疑问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转化的问
题。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化�以更富于时代感的方式�
将红色资源以一种更加 “现代 ”的姿态展现在大众
的面前�缩短由于时间距离产生的陌生感�真正实现
其教育价值�让受教育者感觉到这种红色的精神并
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这方面�江西电视台近年来推出的红歌会就做出
了很好的示范�它以现代化的传媒运作方式为手段�
通过迎合时下最为火热的大众参与意识�以直播选
秀为方法�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红色歌曲资源作
了一番极具时代感的包装以后推上舞台�使广大观
众在收看收听红歌时接受了深刻的革命传统与精神

教育�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教育效果�究其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它通过有效的转化�把历史上形成的红色
歌曲以富于时代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使红色资源与
当前时代的距离得以消弭�适应了现实教育对象的
需求。

2．红色资源空间分布的零散性�需要通过转化
达到 “集聚 ”教育效应

从红色资源的概念界定我们看到：红色资源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由于中
国革命的特殊性�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党的革命活动是在中国
广袤的农村开展的�再加上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导
致了中国革命的曲折绵长�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的
足迹几乎遍布了全中国。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今天
的红色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了零散性的特点。如
“长征 ”这一红色资源�从空间上来说�就明显具有
零散性的特点�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从中央红军
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宁苏区胜利会

师�长征共历时两年。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
战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中央红军
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
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
100余座。” ［8］在长征路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遗
址不计其数�各种光辉的事迹也数不胜数�并且分布
在广大的区域当中�这是一块宝贵的教育财富�如果
将其直接运用到教育教学当中来�让每个受教育者
都像当年红军一样�都爬雪山、过草地�重走一遍长
征路显然是不具备操作性。那么�如何解决其分散
性的缺点从而更好的利用其教育价值呢？根本的措
施还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使其得以转化�使这一
红色资源达到某种程度上的 “集聚 ”、“凝练 ”。只有
这样才能使利用红色资源教育广大群众更富实践操

作性。我们认为�就长征这一红色资源的利用�就可
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代表�运用现代化的光电手段�运
用三维动画�制作成为受广大青少年追捧的动画作
品�开展长征精神巡展活动等等�从而克服红色资源
空间分布零散性的特点�以一种 “集聚 ”的方式达到
广泛教育的目的。

3．红色资源教育价值的延拓性�需要通过转化
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是 “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 ”�
作为红色资源主体的革命精神的价值由于其抽象的

存在形式�往往不好计量�但是它的影响力是客观存
在的�在特定的环境下还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这就
在客观上导致了红色资源的价值存在着延拓性�即
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开

发空间。红色资源作为一种资源�其本身不会自发
的发挥现实作用�而必须由教育者对其进行合理的
开发利用后�才能对教育对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开
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转化的过程。这种延拓性�也
内在的规定着红色资源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价值

就必须转化。比如对于革命精神这种以意识形态存
在的红色资源来说�它的教育价值可大可小�在没有
得到合理的转化之前�它可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中�
停留在教条的状态�而如果通过有效的转化�就能够
充分发挥其内涵深刻的教育价值。以井冈山精神为
例�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井冈山精神得到
了进一步的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教育价值也得到了
充分的发挥。通过发展井冈山红色旅游�让广大游
客在游玩中感受井冈山精神的宏大�接受 “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 ”精神的熏陶�在光荣的革命传统前面
净化灵魂；通过摄制电视剧 《井冈山》�并在央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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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黄金时间播出�使广大的电视观众接受了深刻的
革命历史教育与艰苦奋斗的教育；同时�成立了中国
井冈山干部学院�让广大的党政干部在学习培训中
接受井冈山精神的教育。正是因为红色资源教育价
值的延拓性�决定了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形式�开展
转化�才能够将红色资源的价值不断的发掘出来。

4．红色资源外在姿态的崇高性�需要通过转化
迎合平民化的教育需求

从红色资源的界定我们看到�红色资源是在新
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在特定
的社会条件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资源所
包含的先进的人、事、魂等都具有崇高的色彩。因为
作为榜样的人和事物必须要来源实际且要高于实

际�这样才能够让后来人有学习超越的动力。但是�
我们看到由于后来不正常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这种色彩被人为的不断拔高�表现在个人
上�就是使个别的红色形象以完人的形象出现在大
众的面前�仿佛他们本质上就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圣
人。这种脱离大众�脱离生活的榜样形象往往使人
感觉难以企及�长此以往�就会让人产生出 “假 ”、
“空 ”的印象�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
“完人 ”。苏联著名教育家维果斯基指出：“教育教
学应着眼于‘最近发展区’�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
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同时�这种差距应该保持一定
的度�如果差距太大�使人们感觉无论怎样也难以到
达�就会使这种教育作用大打折扣。” ［9］所以�要充
分利用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转
化使它的 “高姿态 ”逐渐降低�使它能够为最广大的

教育对象所接受�以更加平民化、生活化的内容�以
更鲜活、浅显、易达到的方式呈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面前�充分迎合 “草根 ”教育和 “最近发展区 ”的要
求�这样才能够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

综上所述�只有从红色资源本身的维度出发�才
能够从理论上真正厘清红色资源要成为教育资源必

须加以转化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以
后的实践当中�不断增强促使红色资源转化的自觉
性、主动性�真正让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得以充分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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