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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红色美术文化的特点及价值，并结合相关实践经验，分别从夯实红色文化传承的历史根基等多个角度与

方面，提出了红色美术文化的传承策略，阐述了个人对此的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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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红色历史记忆的外

在表现，是彰显革命年代人物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作为红色文化

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红色美术文化的现实特点极为鲜明，理应准

确把握其当代价值，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方法与策略，予以传承创新。

本文就此展开了探讨。本文就此展开了探讨。 

1 红色美术文化的特点及价值 

1.1 印证百年征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美术名家通过美术等艺术创作等

形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新时代民族复兴等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形成了基于多样化的红色美术文化谱系，印证着党

的百年辉煌征程，实现了美术艺术历程与革命精神的衔接融合。纵

观当前红色美术文化实际，无论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展示，还是对

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均浸润着红色主题和文化足迹，充分反映出

红色美术文化的历史价值，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艺术风格演

进。通过深入挖掘红色美术文化，有助于弘扬百年党史的革命精神，

淬炼百年党史图像，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1]。 

1.2 唤起红色记忆 

在漫长而悠久的红色美术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美术名家辈

出，丰富了“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的美术发展理念，在拓展革命

题材内涵，融合多样化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与探索，诠释着中国革命精神和创新力量。通过运用红色美术文化，

可在极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红色记忆，全面渲染与彰显蕴藏其中的红

色图像记忆，依托新创意、新语言、新元素等，挖掘红色文化的精

髓和核心，提升社会公众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 

1.3 弘扬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囊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红色美术文化的艺术

表达中，红色精神可通过美术化的造型元素、构成方式和表现形态

等表现出来，提炼红色精神中的价值精髓，做到红色精神传承不息。

红色美术文化形式多样、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在经济社会文化体

系的推动下，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体现出“以红为美”

“以美育人”的重要价值。同时，在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中，红色美

术文化还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独特审美，有助于增加文化自信，引

领审美潮流，传承红色基因[2]。 

2 红色美术文化的传承策略探讨 

2.1 夯实红色文化传承的历史根基 

在红色美术文化传承中，历史根基的关键价值不言而喻。因此，

应立足红色美术文化实际，深入挖掘红色美术文化的时代价值。根

据当前红色美术文化的发展趋向，结合红色美术创作艺术实际需

求，构建系统化、层次化、差异化的红色美术文化创作传承体系。

探究红色美术文化多元融合模式，为其路径的推进优化提供可靠保

障，使美术生活、美术文化的融合与运用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提

升红色美术文化的感染力。 

2.2 吸引多元化的红色美术文化保护主体参与 

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红色美术文化传承与保护创造了

良好环境，使相关经济要素更加活跃，相关保护主体更趋多样化。

积极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将市场化的发展理念嵌入红色美术文化

保护全过程。立足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拓宽红色美术文化传承与

保护资金渠道，重构红色美术文化发展路径体系，对红色美术文化

的传承保护效果进行监测。注重红色美术文化传承与保护资金的利

用方式，严格制定差异化的资金利用计划，提高红色美术文化保护

资金的实际使用率[3]。 

2.3 丰富运用风格化的艺术表现方法 

不断丰富运用风格化的美术表现方法，始终将红色美术文化植

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创造出更多表达地方风情的美术作

品，从方方面面装点日常生活。以满足区域性社会公众精神价值追

求为基本导向，将人们的思想在造物实践中进行饱满体现，赋予红

色美术文化更加鲜明的审美价值，牢牢把握红色美术文化传承与保

护的发展规律。融合渗透传统文化观念，使红色美术文化作品的审

美效果与造型形式等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彰显善与美统一的

审美理想。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经济社会体系下，红色美术文化的现实特点

极为鲜明，时代价值极为突出。因此，有关人员应立足实际，遵循

红色美术文化的基本发展规律，创新红色美术文化传承发展路径，

深入挖掘其现实意义，促进红色美术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相衔接，不断开辟红色美术文化传承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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