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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传播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提升与发展策略
李锦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市，401331；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本论文旨在研究红色

文化的微传播现象，探讨在微传播语境中如何实现红色文化传播价值提升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策略。首先，论文

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传播价值；其次，阐述了红色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受众疲劳与抗拒、年轻一代认同度

低、红色文化被恶搞，需要与多元文化竞争等困境；然后，从微主体、微话语、微主题、微意象等角度，论证了

红色文化微传播的优势；最后，提出了红色文化微传播策略的建议，包括坚持内容为王策略、巧用故事化叙事、

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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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吸取中外优秀文化抛弃糟粕

文化所创造的一种先进文化，其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价

值观念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凝聚了国家民

族强大力量和社会普遍优秀共识的重要精神驱动力”
[1]
。

回顾中华民族寻求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全征程，红色文化

不断引领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2]
。随着互

联网技术与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微媒体的发展，我们逐

步进入微传播时代，其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格局和受

众使用习惯，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

间，也为红色文化的提升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1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1.1 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作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

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同时

将革命历史元素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融合。首先，红

色文化承担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包括坚定的信仰、

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意志力等。这些价

值观念和精神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人民

的英勇斗争和追求社会进步的精神追求。其次，红色文

化承载了共产主义理想，强调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社会

公平正义的追求。它鼓励人们关注集体利益、发扬无私

奉献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和人类共同

的美好追求；最后，红色文化融合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

传统文化元素，将革命英雄、红色经典、革命文物等作

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红色血脉，

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和魅力。

1.2 红色文化现实传播价值

第一，红色文化传播是出于形塑社会认同和价值观

的需要。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就存在着

显著差异，并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强大，以英美为首的

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不仅从未停止，反而愈演愈

烈。因此，面对动荡的国际环境，传承与传播红色文化

能够激发人们的集体认同感和价值观共鸣，形塑社会团

结、共同进步的意识形态基础，有利于保障国家与民族

安全。

第二，红色文化传播是处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自

信的需要。Z世代出生于和平、强大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中，革命时期的枪林弹雨、改革开放中的艰难险阻已随

着时代远去，尽管从书本中能够窥得部分，但缺乏亲身

经历也意味着可能对其缺少深刻体会。而红色文化传播

能够激发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引领人们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利于民族自

豪感与责任感，强化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第三，红色文化传播是处于传递正能量和社会责任

的需要。红色文化传播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能够

传递正能量、弘扬正义和公平，提升社会文明的品质。

它通过讲述革命英雄的不畏牺牲的英勇事迹，有利于弘

扬不畏浮云遮望眼、敢于勇于牺牲的“长征精神”、表

现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随的“沂蒙精神”等等，有利

于培养青少年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红色革命精神，使其

积极主动、不怕困难地承担并履行社会责任
[3]
。

2 红色文化的传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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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受众疲劳和抗拒困境

长期以来，红色文化传播喜欢采取宏大官方叙事的

视角、一以贯之的说教口吻和强制灌输式的信息传播方

式，引起了受众对这类红色文化传播内容与形式在一定

程度上的疲劳与抗拒，降低他们的参与度和接受程度。

2.2 多元文化竞争困境

当前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文化呈现多

样性特征。特别是在互联网赋权下，文化内容生产壁垒

被打破进而促进了大量充满新奇色彩、极易吸引受众注

意力的文化形态出现并传播，例如二次元文化等。因此，

红色文化需要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吸引力、影响力，做到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和对话。

2.3 年轻一代认同困境

红色文化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形塑了

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媒介技术与全球化进程

的发展，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障

碍，继而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交锋，型构了具有文化多

样性、价值多元性的复杂场域。身处其中的年轻一代可

能会受到“娱乐至死”、“犬儒主义”、“个人主义”

等思维观念的影响，导致其对红色文化与其现实生活和

价值观念可能产生认同困境。

2.4 红色文化恶搞困境

在数字媒介生态环境下，不少网络账号通过恶搞、

娱乐化红色文化等方式以追逐 10w+的点击量，进而获取

商业效益。例如，网民对《红军组歌》等革命歌曲进行

恶搞，对歌曲本身进行加速和减速等声效处理，呈现出

滑稽搞笑的效果，以此吸引来大批受众的关注。

3 红色文化微传播的优势与作用

3.1 微主体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

互联网时代，每个个体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都

能参与到社会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之中，从而呈现出

多元微主体参与生产的内容图景。此外，网络空间的传

播仅靠官方或者是用户个人的力量都未免显得薄弱，只

有进行多主体从上至下的联合才能有效聚集力量促进

红色文化传播。因此，红色文化微传播需要联合官方、

机构、民间组织、个人等不同传播主体，以个性化、精

准化、多样化的方式真正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

形成传播合力，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比如，由共青

团、人民日报，哔哩哔哩等三个官方联合近百位 UP 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所制作的视频“102 位 UP 主花

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在 B站的播放了达到近千万

次，也引得许多网友在视频中通过弹幕、评论等方式积

极互动。由此可见，通过联合政府、媒体、平台官方和

具有较强传播能力的个体传播者，既有助于形成传播合

力，也能保证红色文化传播始终走在正确的政治、舆论、

价值取向道路上
[4]
。

3.2 微主题增强红色故事的吸引力

以往的红色文化传播常常采用宏观视角去描述某

一重点时期、某一重点事件，忽略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体

发展，这种形式往往缺少接近性与共鸣点，难以吸引观

众的注意力。而当下的红色文化传播逐渐从以往的神话

模式中脱离，其视野更加聚焦于微小主题，见微知著—

—以个体命运反映时代变迁，不仅彰显了其崇高的革命

精神，更有利于红色文化的延续。2016 年新华社发布微

电影《红色气质》记录了我们党白手起家，由小到大的

辉煌历程，使观众在真诚质朴的叙述中真实地感受和领

悟世代传承下来的红色信仰和气质
[5]
。视频一经推出就

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共鸣，开播 2个月来播放量已

超过2亿，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

题材创作引爆舆论场现象级作品。

3.3 微话语增强红色文化感染力

一直以来，红色文化多是通过诸如人民日报、新华

社等官方媒体在官方场合中进行传播，并逐步形成了恢

宏，严肃和呆板的话语风格。在崇尚开放、活泼、多元

的社交媒体时代，如果不立足于年轻用户的时代特点和

心理需求对红色文化进行话语创新，红色文化将注定曲

高和寡，难起实效。因此，红色文化产品话语方式应该

逐步由严肃的“硬传播”向柔和的“软传播”过渡，从

“撒播”转向“对话”。这使得红色文化传播摆脱了过

往严肃沉重话语方式，通过话语的变革使得红色文化传

播内容本身的趣味性增强，并且进一步增强了红色文化

的感染力，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文化产品的消费。除此

之外，其也有利于强化红色文化内容的独特性，树立红

色文化品牌IP。例如从 2011 年创作的系列动漫作品《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就是将各个国家形象化为小动物，

并以拟态话语的方式将原本沉重艰辛的中国近现代发

展史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由此可见，红色文化传播

话语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其感染力，并促进传播。

3.4 微意象增强红色文化震撼力

红色文化自身就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假如要让具备

历时性特点的红色文化广泛流传则，需要打造具有象征

意义的意象。当前正处于图像视觉时代，在红色文化传

播中通常通过展现例如五星红旗、红军帽、毛主席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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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意义传播。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

论中，能指与所指构成了一个新的所指，更进一步塑造

了罗兰巴特所言的“神话”。从此出发，五星红旗等意

象蕴含了更深层的意义的指代，其是传播者主观形态、

社会观念和意象本身的结合产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具有特殊意义。通过展示有关红色文化的相关意象并将

其进行跨时空拼贴叙事，有利于增强红色文化的震撼力。

例如，在抖音平台上，一则内容关于美援朝老兵起立敬

礼的短视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获得了高达三百万

的点赞。此条短视频通过对老兵敬礼意象的展现，并由

此打开了隐喻空间唤醒了观众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有

助于形塑新的集体记忆。

4 红色文化微传播策略

4.1 坚持内容为王策略

全媒体时代，伴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信息高

度重复和毫无新意成了一大隐患，无效信息充斥于网络，

甚至出现“挂羊头卖狗肉”式噱头，这对于网民获取有

效信息造成很大困扰。因此在当下，好内容仍然是吸引

用户的不二法宝，只有坚持内容为王，方能长远发展。

所谓“内容为王”，就是以优质内容为核心，向广大受

众提供有深度、专业化、多元化的内容。比方说在红色

文化传播中我们不单要介绍其表面故事，更要注重对其

中蕴含的精神的阐释与传承，因为如果红色文化传播内

容无法将其内在价值和深刻内涵完整展现出来，就会使

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精神接受度不高。

4.2 坚持主流价值导向

在错综复杂的网络舆论生态面前，所以我们应该巧

妙运用善用传统媒体主流引导力与权威力，以鲜明的姿

态、铿锵的声音宣传党的意志和主张，借助新媒体及时、

广泛、通俗的特点，把党的意愿和倡导通过老百姓的话

传到千家万户，达到网内外同心圆般的传播功效
[6]
。同

时，在红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也要坚持主流的价值引

导力，并以此指导生产实践，避免出现诸如恶搞、造谣

英雄人物等事件，引领打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红色文化生

态场域。

4.3 坚持故事化叙事

故事化叙事是一种有效的红色文化微传播策略，它

能够通过讲述红色文化的故事和英雄事迹来打动人心，

引发情感共鸣，从而更好地传递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故事化叙事首先要求红色文化传播者具有敏锐的洞察

力，能够选择出有感染力和引人注目的红色文化故事作

为传播主题；进而其还需要将红色文化的英雄人物或普

通人物形象进行生动刻画，使他们有血有肉、鲜活动人；

最后通过讲述故事中的情感冲突和成长历程，能够引发

受众的情感共鸣，最终通过情感的共鸣，受众能够更深

刻地理解红色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并产生价值共鸣

和认同。

红色文化微传播是当今数字时代下的一种新兴传

播形式，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以

小而精的方式，将红色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价值观传递给

广大受众。在红色文化微传播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年

轻一代认同度低、受众疲劳与抗拒等困境，然而，红色

文化微传播也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与机遇。微主体和微主

题的引入，使红色文化更贴近受众，更具个性化特点，

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此外，红色文化微

传播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弘扬正能量，推动社会稳定和

和谐，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凝聚力。因此，未来我

们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挖掘红色文化的宝藏，

创造更多有创意、有温度的传播内容，为红色文化的传

承与弘扬贡献力量，用红色文化的力量激发中华民族的

创造力和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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