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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共有同一文化人

群对过去历史的共同记忆。选择与建构集体记忆能够彰

显群体较为深层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表达，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群体意识能够增强群体粘性。红色记忆是记忆

群体在同一革命历史背景下，在实践中不断建构、选择

的共同集体记忆。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

数字化已经成为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新形态。对于红色记

忆的重塑与建构能够帮助创新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一、红色记忆概念解读

红色记忆脱胎于集体记忆，是集体记忆在红色历史

领域的集成演绎。从柏拉图伊始，记忆就已经成为哲学

家们关注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休谟

等理论体系中都包含了对记忆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记

忆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人脑对经验过事物

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

级心理活动的基础 [1]”。“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在 20 世

纪初由奥地利小说家和散文家果·冯·霍夫曼施塔尔第

一个明确使用，他提到了“我们神秘祖先在我们体内筑

坝的力量”和“堆积起来的一层层累积的集体记忆”。

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首先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

认为：“所有个人的印象融汇起来，就形成了集体的印

象，如果集体印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对象，那

么集体意识就有了确切的特征 [2]”。法国社会学家莫里

斯·哈布瓦赫在他提出的“集体意识”观点基础上完善

了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他在《记忆的社会框架》将其

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

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

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

集体记忆内涵的表述与理论的丰富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与发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梳理，能够深入领悟红色

记忆的概念内涵。

二、数字化时代赓续红色记忆的路径探讨

1. 记忆场所：技术与融合赋能红色遗存资源

红色遗存资源是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

也是红色历史记忆的重要纪念空间。红色遗存资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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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党的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重要人物故居、

旧居、活动地、墓地；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

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遗留物、墓地；纪念

碑（塔、堂）等纪念建筑”[4]。红色遗存资源是群体共享

红色记忆的重要记忆场所，与集体记忆的联系极为紧密，

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记忆样态多维度地展示红色文化，

有利于加强和深化红色文化的传承 [5]。如何充分发挥红

色遗存资源作为传承与发展红色记忆的重要媒介作用，

需要在科技手段与产业融合方面挖掘新路径。

第一，强化数字技术供给，增强红色文化体验。人

工智能、虚拟影像与 3D 技术不断发展，科技手段升级

的大背景下，与红色文化遗产的存储、收集、建设、展

示与传播形成技术匹配支持。红色纪念馆作为红色历史

的重要遗存资源需要逐渐掀起传统面纱，搭载新时代科

技顺风车，使得大众在线下观览时能够与遗迹互动，与

历史互动，加深记忆。数字时代 5G、VR、全息投影技

术、沉浸式体验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红色文化的

可视化。从这一方面来说红色纪念馆能够以数字技术为

背景支撑，将内容展示，物品陈设等通过音乐、特效以

及动画等科技手段的加持与加工，将静态人物转为动态

演示，平面场景的叙述转变为立体化表达，同时由此增

加的数字化活动项目不仅能获得创新性体验，还能有效

触发更多精神上的感悟。例如贵州的“四渡赤水 VR 战

争体验中心”，就曾运用全息成像与沙盘投影等多媒体

手段将“四渡赤水”战役立体展示，“互联网 + 长征”

与“5G+AR”的融合实现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助

力红色文化传播。

第二，打破业态束缚，推进文旅融合。以产业融合

思路将红色文化融入其他产业如“红色文化 + 旅游”“红

色文化 + 康养”“红色文化 + 演艺”等，数字化不仅能为

多元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更能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

播新方式。同时创新红色文化旅游方式，对文化旅游景

点与展馆的建设应在传统的纪念馆、档案馆模式的基础

上加以创新，将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地点或物品作为建

筑元素，这既有利于吸引游客、提升景区的客流量，又

能通过生动形象且富有感染力的元素符号强化红色文化

的教育意义 [6]。

2. 内容建设：创新表达红色文化

红色故事、红色党史和红色精神等作为红色文化的

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是群体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建构集体

记忆的呈现。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以数字科技手段为

红色文化进行创造性表述比说教式宣传更深入人心，让

红色故事以动态图景和立体画面式呈现。例如将百余处

红色场馆与设施赋予科技色彩诠释的上海市静安区，除

开展“二维码阅读建筑”的文化项目外，还以智能手机

为载体推出可云游全域景区、在线收听语音资源的“静

安文旅 VR 全景地图”，并且以观众体验为目的全新打造

了融入 VR、AR、AI 展示技术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以红色场馆为中心开

展“印痕·红色使命”“足印·赤色黎明”等沉浸式情景

党课，使得展陈于场馆中的党史更加便于理解，红色精

神的传达更加趣味多元 [7]。同时赋予红色教育新内容也

能够传承和塑造红色记忆，例如中国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将建设 5G 研学课程直播平台，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

事件为核心，通过 5G 直播连接校园与场馆，设计针对中

小学生，满足学校长征历史教学要求的研学课程。将红

色党史与故事进行数字化讲述，能够将红色文化内容创

新化表达，赋予红色文化新内涵。

3. 媒介建构：打造多元传播方式

在皮埃尔·诺拉看来，记忆是被历史所缠绕的，由

此出现了三种记忆类型：起记录作用的记忆、起义务作

用的记忆和起距离作用的记忆。由起距离作用的记忆延

伸出的“记忆之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承载着一定的

符号意义并具备一定功能的场所 [8]。当社会交往的媒介

方式不断更新升级，社交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记忆的

形成有了新的支点将虚拟平台与社会现实交汇形成象征

层面的记忆场所。这种记忆场所抛开具象身体的在场要

求，为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书写提供了新的话语表达。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体和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微信、

微博等社交软件展开的多元多样的自媒体传播模式打破

了传统媒介传播的单向传播路径，网络空间的个体能够

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共享和反馈，传播路径由单向扩

展为多维互动。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共

同打造的 300 集系列微纪录片《红色烙印——红色文物

的故事》创新运用“5G+4K/8K+AI”新技术，将红色文

物、讲述党史故事融汇于持续深化“理念 + 文化 + 技术”

中。开发新视角、新表达、新手法，深挖文物背后蕴含

的丰富红色故事与伟大精神，开辟红色文物传播传承新

形态。

红色文化节目通过多样形式与平台在线上多元输出，

与之同时线下红色文化类作品的出版也与数字图书馆、

数字平台重点合作建设。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

台建立“红色旅途”就是文化数字化的生动实例，其囊

括了上海市三百多家红色遗址和红色纪念场馆与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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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多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生动开辟出“百 +”

红色文化盛宴，包含百条特色文化线路、百项精品展陈、

百项文创、百名红色传承人、百个互动体验活动。通过

上海红色文化的生动性创造可以看出媒介搭载着重要桥

梁以此连接集体记忆的过去与未来，通过再现、改写和

凸显的方式建构集体记忆。

三、赓续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

1. 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红色文化是烽火硝烟年代荟萃凝聚的文化宝藏，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科

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了红色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载体，数字

时代传媒技术更新迭代，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和便

捷化传输等方式能够更加立体地建构红色记忆，将红色

文化于空间和时间层面进行创新性表达与传播。从时间

层面看，数字时代能够打破限制，引领人们探求红色文

化源流，让红色历史更加清晰明了；从空间层面看，数

字时代人工智能和媒体的深度融合能够让扩大红色文化

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2. 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

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文化奠基，是文化自信汲汲不断的源泉，也

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源泉。近些年来，

历史虚无主义试图分解虚妄红色历史，以“断言、碎片、

模仿等”叙事方式歪曲红色历史记忆，以立场中立的虚

假价值观试图抹黑红色历史，同时以“娱乐恶搞”的方

式弱化红色历史记忆，不断挑战红色历史记忆权威，对

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9]。建构红色记忆能帮助我们揭

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从现象到

本质的理解，其中的关键主轴要害就是要通过污蔑历史

人物，污蔑英雄人物的事迹和作为，让英雄人物，历史

人物的牺牲变得没有意义，让个人为民族而奋斗变得没

有意义。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丑陋面纱的同时对于红

色记忆的再现与重塑能够增强政治认同，坚定前进方向。

四、结语

中国近代百年奋斗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英勇奋战，披荆斩棘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程，

也是无数革命英雄人物激昂岁月，热血青春换来的凯歌

华章。数字化背景下赓续红色记忆在红色遗产资源方面

借助智能科学技术打造一系列数字化项目创新大众体验，

以产业融合的方式加强对红色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同时要对红色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将红色党史与英雄

故事进行数字化讲述，赋予红色文化新内涵。在注重内

容新传述的同时要利用数字时代的传播与媒介技术打造

多元传播方式，打破时空限制进行红色文化交流。最后

在新时代在传承与创新红色文化的背景下，建构红色记

忆能够强化共同红色历史记忆，有效抵御错误社会思潮

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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