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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红色文化发展脉络及影视剧创作
李曼曼

伊犁师范大学融媒体学院，新疆伊犁，835000；

摘要：纵观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大体有三种文化资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分别是传统文化资源、西方

文化资源以及红色文化资源。其中，红色文化资源对标志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资源，为红色文化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与时俱进传承红色文化，有效实现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是现阶

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影视媒介场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公共领域，其公共性决定了红色影视剧传播的大众性

和有效性。在新疆这一具有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以及文化多元共融显著特征的地区，新疆红色影视剧在传播

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等

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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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红色文化概念的界定历程，是一个从争鸣发展，

到基本达成共识，再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具体而言，这

个过程是由狭义的红色文化，到广义的红色文化，再到

对红色文化概念泛化的反思的过程。从狭义层面来理解，

红色文化特指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文化，或者将其看作

是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多局限于精神层面。比如有学者

提到，“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形成

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1]
或者认为红色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中创造的”。
[2]
广义层面的红色文化，则指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

和，比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所创造的先进文

化”。
[3]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产生背景、阶级性质、

价值旨归及奋斗目标等视角阐释红色文化。值此背景下，

只有厘清红色文化内涵与外延，才能进一步地对红色文

化的创新性发展做继续探讨。通过综合考量学界的研究

成果，本文采用以下界定：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

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创造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精神活动及其创造的相关成果。
[4]

2023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大力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5]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

争、建设进程与改革探索中共同铸就的先进文化成果，

蕴含着强大精神力量，能够引领党和人民坚定信仰、强

化信念、提振信心，战胜艰难险阻。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在某种既定的，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条件下

去创造历史。红色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器物文化传

承、制度文化传承以及精神文化传承。器物文化传承主

要指留存于海内外的革命文献、革命战争遗址、革命纪

念馆等；制度文化传承是指红色文化生产关系在现代政

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传承；精神文化传承则主要

指红色文学、艺术、戏剧等精神文化产品对红色精神的

传播传承及其价值引领作用。当前，精神文化传承是红

色文化传承的核心，体现了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软实

力。新疆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部分，深入研

究它的发展脉络和创新表达，对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意义重大：一方面，可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促进边疆民族团结，凝聚奋

斗力量；另一方面，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文化支

撑，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维护祖国统

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 。

1 新疆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

在历史的长河中，封建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随着中原与西域地区交流的日益频繁，不

断传入西域，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朝时西域正式纳入

中国版图，中央政权以汉文发布政令，保证了文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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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一源。同时，儒家典籍也随之传入西域，促进了西

域地区对早期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了各民族间的思想

共识，为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基础性作

用。此后，随着儒家思想在各民族间的传播与内化，西

域地区各民族的思想观念逐步实现了融合与统一，中华

民族主流文化的辐射范围得到有效扩大，西域与中原地

区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深。这种文化上

的传承与融合，为后来新疆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中国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中国

共产党在新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如陈潭

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等。这些

活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革命斗争历程以

及各民族群众携手并进的奋斗足迹，展现了新疆独特的

红色基因与文化风貌，也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革命精

神的传承与弘扬，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地区的具体体

现，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1 早期传播阶段（1921 年至 1937 年）

这一历史阶段，新疆红色文化的种子开始播撒。自

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承担起“唤醒民众的中

华民族意识，将新疆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1933 年，盛世才篡

夺了新疆政权，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巩固其统治。

在 1934 年至 1936 年期间，共产国际派遣了联共党员俞

秀松、赵实等 25 人，他们历经周折从苏联抵达新疆，

协助盛世才制定了进步纲领——六大政策，即反帝、亲

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并致力于其贯彻执行。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

蓬勃发展，加速了新疆社会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1937

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

进驻迪化，积极发动并紧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共

同投身到支援全国抗战、建设美好新疆、教育启迪群众

的伟大事业中，将革命火种播撒在新疆大地上。随着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同

年，新疆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式形成。鉴于新疆地区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中国

共产党在新疆的早期活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主要采取隐蔽的地下活动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

主义理念。在此特殊历史时期，深入新疆的共产党人与

解放军将士身体力行，将红船精神薪火相传，即便严格

遵循“三不原则”（即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

份、不发展党组织），新疆各族人民仍能深切感受到“你

们虽不言，吾辈已心知，此乃中国共产党之队伍”，这

种现象正是对共产党人坚定信仰与无私情怀的最高赞

誉。

1.2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1938 年至 1949 年)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新疆的红色文化迎来

了初步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前线战区的相继沦

陷，新疆的战略地位凸显，成为苏联援华抗战物资的关

键国际交通枢纽，涵盖公路、航空及驿运等多种交通方

式。同时，新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重要的红

色交通线，共产国际、中共人员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重要人物均通过此线路进行交流。在此背景下，新疆逐

渐演变为一个融合了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的独特抗战

大后方。这一时期，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积极组织抗日救

亡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新疆

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

义论》中所指出的：“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

源泉”，
[6]
抗战期间，新疆的红色文化正是由广大人民

群众所创造，并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然而，1942年盛

世才转而投靠国民党，并捏造了所谓的“阴谋暴动案”，

大肆搜捕和迫害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年后，

他更是秘密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驻新疆代表

陈潭秋同志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新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就此破裂。如今，抗战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总支队旧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毛泽民烈士故居

及新疆烈士园等红色遗址，依旧在传承中国共产党人为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秉持的崇高理想信念。此外，

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以非凡的毅力

和智慧铸就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南泥湾精神，这一精神成

为了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生动体现。

1.3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0 年至 1970 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新疆地区的红色文化

遗产经历了显著的发展与繁荣。1949 年，新疆地区迎来

了和平解放，这不仅象征着反动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长

期残酷压迫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新疆历史发展进入了

一个转折点。自此，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共同迈上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建设征途。

1954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重要决策，

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的大部分官兵就地

集体转业，并据此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举标志着

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翻开了崭新一页。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奠基人王震将军及其官兵们秉承并弘扬了南泥湾

精神，遵循“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戈壁沙漠中扎营，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生产建设活动。在这一时期，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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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深入新疆，埋头苦干，逐步培

育并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

进取”为核心的兵团精神，为新疆的发展进步、民族团

结的增进、社会稳定维护以及国家边防的巩固做出了历

史性贡献。目前，阿拉尔市三五九旅屯垦陈列馆依旧讲

述着“源自井冈山、成长于南泥湾、历经万里转战、屯

垦于天山”的故事，馆内陈列的爬犁、抬把子、坎土曼

等垦荒工具虽已布满岁月的锈迹，无不彰显着昔日军垦

儿女与天斗、与地斗，誓将茫茫戈壁变为绿洲的奋斗史；

孙龙珍军垦烈士陵园“矢志军垦、不忘使命，扎根边疆、

献身国防”的龙珍精神仍然发着光；石河子军垦第一连

矗立的“军垦第一犁”人工雕像更是军垦精神的永恒

标志。

1.4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1978 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红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征与蓬勃发展态势。这一时期，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

的红色基因，又结合时代背景不断创新。20世纪 50 年

代，面对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等威胁，党中央作出发展

原子能事业的战略部署。1958年核试验基地选定于罗布

泊戈壁滩的马兰基地，基地人员在风沙、水源、物资等

极端艰苦条件下，铸就“甘做隐姓埋名人，勇干惊天动

地业”的马兰精神。此后四十年间，马兰基地成功进行

多次核武器试验，构建起我国核自卫力量，同时孕育出

“两弹一星”精神，其内涵包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成为激励

全国人民勇攀科技高峰的强大动力。如今，新疆和硕县

的马兰军博园保存着众多军事遗迹，是著名军事文化旅

游基地。1986 年，阿克苏地委开展大规模义务植树活动，

连续建设 18 年建成柯柯牙造林绿化工程，形成了“自

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

神，这些都是对红色文化中艰苦奋斗等精神的传承与创

新。同时，新疆红色文化紧扣时代主题，展现了在现代

化建设中新疆的新成就与新风貌，如 1999 年自治区党

委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建成乌鲁瓦提水利工程、兰新

铁路复线、“西气东输”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

动了全疆经济发展。红色文化又具有强大的凝聚性，它

将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建设美好新疆而奋

斗，像“最美母亲”阿尼帕·阿力马洪、“时代楷模”

拉齐尼·巴依卡等先进典型，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2 新疆红色影视剧的创作发展

在传承的艺术形式中，红色文化经历着从文字符号

到影像媒介公共领域的视觉转型。影视媒介场域作为一

个重要的文化公共领域，其公共性决定了红色影视剧传

播的大众性和有效性。红色影视剧，是以马克思主义思

想为指导的，内容上反映中国革命历史、改革开放历程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讴歌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和

人民，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视作品。研究

新疆地区红色影视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的创作策略，有利于发挥红色文化培根育魂的作用。

2.1 大时代小切口触发情感共鸣

在数字时代下的文化场域中，红色影视剧是影视市

场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作品类型，但红色影视剧容易被打

上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时代烙印，在观影群体中很难形成

“破圈”。对此，新疆红色影视剧通过选取大时代背景

下的小切口叙事，将宏大的历史事件与个体的情感命运

紧密相连，使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比如，电视剧

《丝绸之路传奇》以丝绸之路上一个纺织家族的兴衰为

小切口，展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新疆

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家族成员们在时代浪潮

中的挣扎、奋斗与成长。观众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情

感交汇的节奏中不自觉地投入大量情感，让中国发展史

对于观众不再显得空洞遥远。《大牧歌》在讲述一群年

轻人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建设边疆的故事时，着重刻

画了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世界。这些年轻人

在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陌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复杂的人

际关系时，仍然努力改良畜牧品种、推动草原畜牧业的

现代化，使观众切身感受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热血与担

当。《沙海老兵》以新疆和平解放后留守在塔克拉玛干

大沙漠边缘的老兵群体扎根边疆的真实故事为基础，从

老兵们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入手，展现了他们从战争年代

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剧中详细描述了老兵们在艰苦

环境下住地窝子、缺水少食的生活状况，同时传递出他

们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对远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让观

众深刻体会到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这些影视剧

借助“家国一体”的叙事手法勾连起观众个体情感与

红色历史文化的话语交互，从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2.2 认同修辞策略实现价值内化

在红色影视剧的叙事中，隐性而又合理的叙事修辞

能够弱化受众在红色历史主题下被教化与被说服的情

绪感知，将受众视角聚焦在影视内部的叙事情节之中，

从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引导受众对红色历史文化与精

神进行深度思考来实现内在的认同。肯尼斯·博克提出

认同修辞的三种策略，即对立认同、同情认同和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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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红色影视剧在创作时经常使用它们。在电视剧《苍

茫天山》中，以王大河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原新

疆民族军等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力量，与以赵副官、

境特务玛丽以及态度摇摆不定的牛德彪等为首的企图

制造兵变、煽动民族分裂的反动势力形成了鲜明对立，

这种敌我二元对立结构能够让观众在价值观上与剧中

的正义力量达成一致，强化了对国家、民族、和平、稳

定等价值观的认同，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的意识。另外，观众通过对一些人物情感和处境的同情，

会建立起同悲同喜的情感纽带。比如，女军医肖丽舟在

未婚夫被反动分子杀害后，为了查明死因强忍悲痛留在

部队，承受着失去爱人的痛苦、对同志工作方式的误解

以及自身面临的危险等压力。炊事班班长王大河不仅要

应对暗藏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破坏活动，还要处理与大队

长牛德彪的复杂关系，同时还要担心能否完成稳定部队、

保护军火的艰巨任务。在这些微观个体命运的叙述中，

观众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和认同剧中传达的爱国主义、民

族团结等主题思想。在一些展现新疆民族团结的电视剧

中，会有不同民族的角色共同参与到某项重要活动或面

对某个困难的情节，他们在过程中相互协作最终共同克

服困难，观众在观看时也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情境中

与剧中角色产生误同。《静静的叶尔羌河》即是通过呈

现兵团战士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从陌生、误解到理

解、认同，最终团结一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让

观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

庭。

3 年轻化表达提升文化魅力

红色精神作为特定时代的精神凝练与沉淀，需要不

断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来优化精神内核，只有勾勒出红

色精神动态的时代意义和超越性，才能更好地焕发出主

流价值的现实意义。新疆红色影视剧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逐渐将叙事视角放在年轻一代，讲述他们在红色文化传

承中的成长历程和责任担当。《戈壁儿女》聚焦于新疆

军垦建设兵团兵团后代的故事，这些后代不仅致力于传

统的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还积极探索科技附加值高的

产业项目。这种对传统红色主题的创新拓展，使新疆红

色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活力。《红日照天山》

通过塑造张文瀚这一角色，展现了年轻一代对父辈事业

从误解到理解，再到传承的过程。这种人物内心的转变

和成长历程，符合当代年轻人在自我认知与价值追求过

程中的心理变化，让年轻观众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增强了对红色文化传承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影视创作

领域涌现出一类特殊的电视剧作品，它们不属于传统意

义上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事迹等为主要叙事

内容的红色影视剧范畴，但却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内

涵，并展现出强烈的时代意义，为观众呈现出别样的文

化景观与价值导向。如电视剧《大海道》，以新疆大海

道为背景，讲述了当地青年追逐摩托车拉力赛梦想以及

共同努力发展文旅事业的故事。剧中人物所展现出的团

结协作、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等品质正是红色文化所倡

导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我的阿勒泰》讲

述了李文秀这个充满才情、任性不羁又坚韧顽强的汉族

少女与哈萨克少年巴太之间的情感故事，生动地展现了

当代青年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成长与探索。这种将青春

元素与新疆地域特色相结合的创作方式，为新疆题材电

视剧注入了新的活力，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

爱。

结语

红色影视剧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媒介接触渠道，对红

色历史的客观表达能够帮助受众构建起有关国家红色

历史的集体记忆，从而帮助受众了解中华民族的根基，

并在这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中不断强化群体的凝

聚力和行动力。新疆红色影视剧通过多种创作手法的运

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风貌

和人民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黄蓉生,丁玉峰.习近平红色文化论述的思想政治

教育价值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8(09)

[2]陈先达.把学刊办成弘扬红色文化的理论基地[J].

红色文化学刊，2017（01）.

[3]王炳林.打造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精品[J].红色文

化学刊，2017（01）

[4]廖洪兰.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研究[D].西南交通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5]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

[6]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08.

作者简介：李曼曼（1996-）女，汉族，河南濮阳人，

伊犁师范大学融媒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文化传播。


	数字化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数字权益保护王晓丽
	新疆红色文化发展脉络及影视剧创作李曼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