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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精神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唐勤 1  柏艳  蒋鑫 

（陕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摘要；意识形态斗争是当今中西方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斗争形式。西方国家企
图通过网络、文学艺术作品、学术讲座和国际会议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我们要将传承和发扬红色精神作为防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侵蚀的重要途径之一。红色精神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精神，
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要加强红色精神的传播与传承。通过讲述红色故事、在学校和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红色精神的传播来引导
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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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中——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战略地 
毛泽东同志指出：“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

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

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1]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最终取得

胜利这一过程中彰显出了巨大的作用，而汉中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

中的重要地区，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区域的作用。 

1932 年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败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战

略转移的路途。在行进过程中又受到了敌军的追击，于是红军选择

放弃原有的革命根据地，从而转向汉中地区并且在此建立了新的革

命根据地。1932 年 12 月 10 日红军在汉中城固县召开了一个重要的

会议——小河口会议。在小河口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重新振奋了军

队的精神气，总结事物并且停止了盲目的前进之一行为，及时止损，

在纠正了行进方向上的偏差错误的同时也加强了党内团结。 

红军在成功渡过汉水，最终抵达钟家沟后，在此召开会议讨论

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意义，决定首

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再待时机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

连成一块。”[2]  

1933 年，红军建立了 3 条从汉中通往川北的交通线，汉中作为

3 条交通线的起点，起到了重要的连接各地的交通纽带的作用。在

革命期间大批的军用物资、人员于情报都需要通过汉中这条交通线

上的连接点才能踏上这三条交通线从而进入川北苏区。1933 年 2 月，

川陕边区的人民群众在游击队的带领与组织下，正式成立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 29 军。汉中地区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成游击队参与革命这

一行为大大地减轻了革命期间红军的战斗压力，同时为革命根据地

的稳定与安全奉献出了重要的人员力量。 

二、传承红色精神——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途径 
（一）、传承红色精神——讲好红色故事 

通过讲述与传播红色故事来传承红色革命精神。通过讲述红色

故事这种方式，能够让听众直接感受、深刻体验与直接理解到红军

的红色革命精神。通过红色故事来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使得红色精

神以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与传递着。红色故事使得人

们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团结的精神更好地被激发出来。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讲好红色故事不仅其内容要符合红色精

神、要真实，而且其传播的方式途径也很重要。红色故事的讲述形

式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讲述与传播，使得人民群众主

动地接受故事、相信故事、领悟故事。坚持以红色文化育人，在讲

述老革命们的革命事迹时，要从内心深处激发人民群众与听众的爱

国主义情怀与斗志，并使得红色基因得以延续下去。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学习和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红色精神与文化。“继承弘扬革

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引领

作用，就要讲好故事，感悟革命精神。”[3]用讲述红色故事的方式来

发扬传承红色精神，使得红色精神发挥出其强大的感召力，成为引

领当代中国人民价值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的重要指引力。 

传承红色精神讲述红色故事，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精

神、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品质信念深深根植在人民群众中，指引人

民群众形成正确意识形态，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使得红色精神在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生不息。 

(二）、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两种制度。一种是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

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两大制

度的斗争实际上是代表两种统治阶级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从阶级产生开始，意识形态与阶级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始终代表并且反映着该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的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这就是那些某一

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

统治的思想”[4]，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阶级

的思想并且为其统治所服务的。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

位，为了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动摇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统治。

统治阶级往往会赋予意识形态合理性并将其灌输于社会大众使其

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由此具有了合理性

和普遍性。由此使得自己的利益更好的实现。的意志意识形态中提

到：“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得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

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

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那么也就是说当今世界

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意识形态都

是各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并且都具有普遍性都获得其各

自社会人民大众的普遍认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传播与传承红色精神同时也是发扬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

精神，进而巩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传承红色精神防止意识形态渗透 

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

国防实力显著提高，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

会威胁到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崛起一方面美国

从经济方面打压中国。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采取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以瓦解和分化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将红色精神融入党的思想精

神中去，大力的传播红色精神有利于巩固和稳定我国的主流意识形

态，同时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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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每个格子内的纹样都不一样，讲求变化。大多还是采用对称的

方法制作。相比彝族的背扇，苗族的还多了个盖帕，它是用来盖住

孩子头部，为孩子遮风挡雨的。背扇手与彝族不同的是，相对比较

柔软宽大，也比较长一些。苗族的背扇中,图案主要以花鸟、龙和蝴

蝶的纹样为主，蝴蝶纹样居多。有小的挑花纹样，有刺绣纹样，还

有大的布贴蝴蝶纹样，工艺复杂，精美至极。色彩与彝族背扇相比，

较为丰富多彩，多为对比色系。 

三、苗彝背扇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装饰艺术设计是依附于某一主体的绘画或雕塑工艺。使被装饰

的主体得到合乎其功利要求的美化。如环境艺术设计、工业造型设

计，日常用品装饰如服装、首饰、商品包装等等。它的特征是具有

很强的欣赏性。[3]背扇上的图案纹样和色彩搭配，十分的独特，可

称得上是精美绝伦。而且十分具有欣赏性和装饰效果，将它运用到

今天的装饰艺术中，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如今，很多婴儿背带的设计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款式，带婴儿出

门，背带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具。相比于婴儿推车而言，背带更加

省事，既能解放家长的双手，又能和婴儿近距离接触，时刻查看到

婴儿状态，也能给婴儿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现代婴儿背带的设计更

多的考虑了功能性的作用,结合了传统背带和包裹式背带各自的优

点,既能够完美的包裹不同体型的宝宝,又方便家长使用。但在传统

文化的表现上，几乎没有进行表达，因此，可以结合民族背扇的图

案色彩等元素，进行提取与应用。使现代背带产品，能更具民族特

色。 

背扇的色彩图形可以运用到服装面料设计中，图案还可以运用

到室内装饰中，还有首饰设计和商品包装中都可以运用。如今还有

很多喜欢原生态工艺的人们，他们将少数民族的绣片用精美的画框

装裱起来，挂在家中做为装饰，同样也非常的精美漂亮。背扇中可

提取的元素丰富多样，它的色彩独特鲜明，纹样复杂多变，在今天

很多崇尚简洁设计中，不为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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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也从传统的面

对面交谈、书信交谈、电话交谈等转变为利用网络进行交谈进行信

息的传递。网络已经成我们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媒介其对我

们的生活学习以及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发重

要，其中文化交流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

与传播，通过影视作品的交流以及各界学者在学术领域的交流探讨

等使得各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深入。随着各国文学

作品、影视作品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西方国家逐渐将文学艺术

领域也变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在各种学术讲座、国际会议的学

术交流中有学者利用学术交流的场所想知识分子传播西方意识形

态扰乱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导致收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分

子向其他人特别是学生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其思想、价值观，

长期以来打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途径变得多种

多样，传播红色精神的形式也要变得多种多样。通过网络讲述红色

故事，是防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渗透的重要方式路径之一。通

过传承红色精神来使得人民群中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更加坚

定，价值观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通过开展“讲述英雄事迹，

传承红色精神”的系列讲座、论坛，并大力鼓励相关影视的放映。

定期在学下组织学生参与相关红色故事的舞台演出的编排，组织师

生观看相关的纪录片等，激发学生参与了解红色故事的热情。以此

在学校中大力弘扬红色精神。《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

学可以挖掘中国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引导青年大学生发扬革命道

德，传承红色基因，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5]  

通过多种形式传播红色精神，并将其作为巩固稳定我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重要方式途径，有利于我国国家制度建设与稳定。传承发

扬红色精神有利于防止党内腐败思想的出现，有利于我们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不轻易受到西方国家的侵害。重视意识形态

建设，当代中西方国家间的斗争、制度间的斗阵其实就是意识形态

间的斗争，要把握主流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不受渗透与侵害，传承发扬红色精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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