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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种新的传播模式--

融媒体应运而生。当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

和技术双重迭代。融媒体的出现为红色文化各种价值的意义的深

入分析、探索传播秦川红色文化路径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一

是政治价值。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实现话语转向。二是社会

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营造团结向上

的社会思想道德氛围。三是传播价值。有利于消解传播受阻，

传达真正的核心价值。四是文化价值。有利于传承历史文明，

坚定文化自信。五是经济价值。有利于促进陕西革命老区的经

济发展，加速创新盈利新模式。融媒体对秦川红色文化传承具

有积极意义。

1  融媒体时代下秦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

1.1促进了秦川红色文化传播交流方式的转变

红色文化承载的历史记忆面临着消逝、遗忘、脱节的危机，只

有顺应时代发展和不断丰富创新，才能进一步地对红色文化进行

传播。尤其是促进秦川红色文化传播交流方式发生转变有着深远

意义。在融媒体时代，媒介在复制、创新、传播红色基因的过程

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播介质从各路媒体单打独斗向以视

觉传播为主的融合叙事形式发展。融媒体最重要的是平等的传播

理念，大众传播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共享传播阶段。以短视频

为代表的融媒体平台在拥有超大用户规模的同时，也获得了超强

的用户黏性。例如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官方抖音账号在去年上

线运行，截止现在，粉丝已达45.6万人，点赞741.7万个，总浏

览量也突破万亿人次。因此，以“红色+融媒体”的方式推进了

秦川红色文化的大众化传播，给以受众可持续的吸引力。

1.2打破了秦川红色文化以往的传承模式限制

红色文化是能够引领人们前行的先进文化。在融媒体的背景

下，必须坚持其传播主流文化价值。打破以往红色文化的传承模

式，才能有效弘扬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首先是内容增值。要突

出价值引领，就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与史实，并发挥

融媒体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优势。这样才能打造具有

鲜活生命力与传承价值的融媒产品。其次是转变重心。要关注融

媒体时代用户的深度需求，注重不同受众的分众化需求。运用媒

体的互联网思维，深度整合传媒资源，打破以往的灌输的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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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以平等的姿态进行文化价值

的互动、分享与传承。

1.3推动了秦川红色文创产业的发展

红色文化的思想资源包罗万象，但不能直接继承或简单复制。

因此，这就需要将红色文化的虚拟性与真实性有机融合，有效推

动红色文化的二次传播。近些年来，IP这个词在文化界炙手可热。

作为新时代的IP必须要有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不然IP就难以

进入市场和公众视野，更难以从一个文化产品成为文化符号。从

而每一个红色文创IP产品都承载着不同的红色文化精神，它架起

了抽象的红色文化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当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内容和技术双重迭代。VR、AR等以数字技术为驱动

力的技术日益成熟，使得红色文化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自由变换，

从而提升受众的沉浸式体验，更加推动了红色文创产业的发展。

2  秦川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2.1红色文化整合程度低

陕西省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例如西安事变纪念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

念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展现了

陕西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下的红色足迹。虽然秦川地区

红色文化资源丰厚，但是却存在四处分散的问题。我们通过前期

的调研走访发现，大多数红色资源都离散在城镇、乡村中，彼此

之间没有直接有效的交通方式可以抵达。受众只能参观分散的革

命旧址收获相应的感受，却不能从广面上整体感受秦川红色文化

的魅力。

2.2政府对于红色文化的支持较少

相对于基础建设、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等大比重财政支出，政

府对于红色文化的财政支出比重较小。而对于不同地区的红色文

化资源，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力度也不一致。例如对于处于繁华

核心地带、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红色文化资源的财政支持较多，维

护修缮的力度也更大；而对于自然环境恶劣、设施条件相对落后

的红色文化资源财政支持较少，使得一些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资

源却没有得到重视、保护与开发。同时，政府对于红色文化资源

的维护修缮政策也相对欠缺。通过前期调研发现，很多需要修缮

的红色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因此，将这些地区的红

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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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受众对于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较低

秦川红色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是受众对于秦川红色文化、

红色资源的认识较少、认同感较低。根据前期所发放的调查结果

发现，不仅当地民众对本土城市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较为不足，

外来人员对于秦川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更少。这也从侧面体现出

秦川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仍需增强。如今融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

如果能提供更多样、更吸睛的宣传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了解

陕西红色文化，那么红色文化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3  融媒体时代下秦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3.1 加大整合文化资源力度，实现多元文化融合发展

在融媒体时代下，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造就了文化的多元

化，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秦川作为具有众多文化资源的地

区，应加大整合文化资源的力度，以此满足新时代人民的精神

需求和视野期望。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地域民俗素材。规划和

建设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博物馆、影像展、纪念馆、民俗

村等，把有形、无形的多元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另一

方面，要打造精品内容。传承地域文化，讲好陕西故事。这

样才能更好地丰富红色文化内容，实现多元文化融合发展。

3.2 开拓对外交流平台，建构秦川红色文化传播网络

加强秦川红色文化对外交流，必须要适应当前全球文化交流

日趋频繁的趋势与现代传播形式。要想让秦川红色文化走向国内

外，扩大秦川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放以往的

传统思想，用发展的理念创新对外交流方式，深度融合各类传

媒方式，打造红色文化符号环境，建构红色文化传播网络。充分

借鉴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开放协作、平等分享等互联网思维，进

一步调整和重塑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目前，红色文化的现

代传播方式呈现着碎片化的传播形态，这大大与红色文化的整体

性、深刻性相背离，使受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受阻。因此，要充

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开拓对外交流平台，打造立体化的传

播网络。

3.3 坚持本土特色，着力打造秦川品牌

文化品牌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在融媒体时代

下，要善于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本土特色

化的红色文化品牌，使红色文化的社会引领价值和教育功能得以

充分发挥。首先是重视红色文化整体形象的推广。利用社会公

共资源，借助新媒体的优势，结合商业运作模式，打造多元文

化融合的微展厅综合体，对陕西红色文化整体形象进行宣传和推

广。其次是重视红色文化旅游的统筹规划。红色基因不能直接

简单复制，需要创新传播方式，做到科技与文化、传播与文旅

相结合，增强对受众的吸引力。最后是打造独具本土特色化的

红色文化品牌。开发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共同性的红色文化

精品，以独特的风采走向世界。

4  结论

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中，红色文化往往得到很少的关注。

因此，红色文化传播应在深入挖掘价值与内涵的基础上，区分不

同受众群体，转变传统传承模式，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网络，打造

精品文化形象。结合融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更要适应全球化发

展需求，融合新媒体发展优势，才能实现并拓展其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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