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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优势红色文化资源视角下的价值观教育

———基于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考察

田青刚

（信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红色资源研究中心，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红色资源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中，区域红色资源具有

特殊优势，如大别山红色资源中的大别山精神、服从服务大局的革命优良传统等。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的方法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讲好”红色故事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路径之一。 讲好红色故事不仅靠讲、靠说，而且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如通过《红色历史文化通俗读

本》阅读、红色讲堂、红色旅游、红色公祭、红色历史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把包含正能量的红色历史文

化信息传达给受众，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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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

态度的系统观点” ［１］６２４，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价值观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表

现，即使在同一层面中，也会有所不同。 其中，个人

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
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 而核心

价值观则是全社会价值追求中最本质、最重要、最有

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反映着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状况。
核心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对价值导

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

观，就会迷失方向，步入歧途；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核

心价值观，就会像一盘散沙，失去凝聚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练为 ２４ 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相应

的价值要求，成为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理念的

“最大公约数”。 这 ２４ 个字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然而，在全社会培育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仅需要对已概括出的 ２４ 字进行解读阐释，而且

需要从国家历史、民族文化中发掘有价值观教育意

义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培育的素材。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

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的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以

红色历史和遗址、遗物、遗迹等物质形态，或以革命

精神、红色歌谣、红色故事等非物质形态存在着，遍
布全国各地。 这些资源以不同文化形态展现了近现

代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进步、富强、平等、法治的

价值追求，是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教育素材。
一、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一致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

历史创造文化，文化也改变历史。 从民族历史

积淀中形成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记忆和赖以存在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

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活生生的教材。 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西柏坡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 习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

中国革命历史是一部爱国的历史、奋斗的历史，是弘

扬正气、去除落后、涤荡邪恶的历史，是追求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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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义、和谐康乐的历史，是追逐国家独立富强和民

族复兴梦想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对公民价值观教育

培育来说，其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首先，红色文化资源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实践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类的解放，实现共

产主义，其中包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等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 《共产党宣言》明
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

益不同的利益” ［２］３８。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

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

他人劳动的权力” ［２］４１。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２］４５。 “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２］４６。
其次，红色资源中的红色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弘扬的是社会正能量。 比如红色歌谣《八
月桂花遍地开》展现的是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喜悦心

情，歌曲表达的内容代表了人民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心

声。 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把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联

系起来，展现出爱国、团结以及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

奋进精神。 无论何时，只要唱起这些歌曲，都会给人

一种激情昂扬、奋发向上的感觉。 再比如井冈山精

神，其灵魂是坚定信念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
是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实事求是、敢创新路之所

以成为井冈山精神的精髓，在于井冈山道路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意义，使中国人民不仅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实现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

结合，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用。 井冈山精神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再次，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人物、事迹、遗址、遗

物、故事传说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先进人物、革命

群众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牺牲和奉献的历史事实，对今

天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历史观照。 人们

在接触红色资源中学习历史、感受历史、启迪人生。
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产生

的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出

一辙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对价值观教育培育来说，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当然，资源的价值在于利用，如何合理、有效地利

用红色资源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二、注重发挥区域红色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培育中的特殊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成果，又

以地域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具有文化个性的区域文

化。 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各区域的优势文化

资源，特别是产生于各个区域的红色文化资源，因其

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与生活在区域内的人民

息息相关，发生在区域内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更

为人们所熟知。 因此，在利用红色资源的过程中，尤
其要重视利用区域红色资源，把全国共知、共享的红

色文化资源与区域内的红色资源结合起来，充分发

挥其教育作用。 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的大别山革命

历史，留下了丰厚的红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民主革

命时期“２８ 年红旗不倒”的精神成为该区域的优势

文化资源。 具体来说，大别山区域的红色文化资源

优势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革命精神资源优势

大别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是全国独一无二、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始终保持

“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 这里的党和人民武装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守信念、不畏牺牲、敢于担当，
铸就了特色鲜明的大别山精神。 坚守理想信念不动

摇是大别山革命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 同其他革命

根据地相比，大别山根据地不仅历时长，而且斗争环

境极为艰苦，革命历程异常曲折。 在革命高潮时期，
大别山建有土地革命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

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全国三大主力之一的

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从这里走出了新四军组

建时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有豫鄂

边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解放战争时期，这里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并
在大别山重建了革命根据地。 在革命低潮时，这里

依然有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南方八省最大的游击根据

地和红二十八军，有中原突围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

传奇人物刘名榜及其领导的游击队等多支武装。 这

期间，无数革命者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畏牺牲，前
仆后继，百折不挠，顽强奋斗。 这其中，信念起到了

重要的支撑作用。 信念是动力、是旗帜，信念中蕴含

的是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以坚守理想信念为核心的

大别山精神自然是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资源。
（二）以红色歌曲、歌谣等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

文化资源优势。
大别山有十分丰富的红色非物质文化资源，如

红色歌曲歌谣、红色传说、红色文学、红色影视资料

及影视作品等。 广为传颂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是从大别山唱出而传遍全

国的，还有以歌颂大别山革命斗争历史为背景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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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风雪大别山》 《五更寒》等次生文化资源都已成

为大别山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非物质文

化资源蕴含的内容积极向上，彰显着文化的正能量，
也是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资源。

（三）以吴焕先、许继慎、叶成焕等英雄模范为

代表的榜样资源优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雷锋的榜样作用曾激励

无数人创造着积极的人生。 大别山地区在革命和建

设历程中也涌现出许许多多这样的榜样，在被评为

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 １００ 位英雄模范人物

中，就有来自大别山或在大别山战斗过的吴焕先、许
继慎、叶成焕、旷继勋等。 他们永远是激励人们特别

是年青一代奋发向上的楷模。
（四）以艰苦朴素和服从服务大局为核心的革

命优良传统资源优势

大别山地区在长期革命斗争历史中形成了艰苦

朴素、服从服务大局等优良革命传统作风。
大别山民风淳朴，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们

又在革命斗争中接受了党的教育，他们把不忘本，把
节约、俭朴当作美德和纪律要求。 早在鄂豫皖苏区时

期，１９２９ 年 ６ 月通过的《鄂豫边各县苏维埃联席会议

决议案》即号召各级苏维埃开展节约运动。 要求各级

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办公费等都应尽量节

省。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还发出通令，规定“禁止用

油光纸糊墙，非必要时，禁止用洋烛……绝对反对浪

费金钱” ［３］４７０。 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对各级党政

军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做了具体规定，提出要

“节省些用，如铺盖被卧、门帘、桌布都可收集起来做

成衣被” ［４］３７７。 １９３１ 年１１ 月《鄂皖边各县苏维埃联席

会议财政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各级苏维埃工作人

［员］平时生活，不得超过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 苏维

埃应尽可能地将一切物质拿去慰劳红军，严禁苏［维
埃政］府工作人员拿公家的款项滥吃滥喝及买纸烟买

酒之类。” ［５］３０１通过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和监督检

查，上下一致，在鄂豫皖苏区形成了以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等为突出表现的优良作风。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明确要求，

“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

的作风和风气。 必须反对一种浮夸、浪费、奢侈、铺
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 并将之提升

到是对党对人民造福万代还是贻害无穷的高度来

认识［６］２７０⁃２７１。
服从服务大局是大别山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又一

优良传统。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刘邓大军顾全大局，不顾

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的疲劳和失去战略后方的危

险，为减轻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提前结束

休整，千里跃进大别山。 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从内线

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同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刘、邓在给中央军委的意见中说：“我们认

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宜作较长期打算，主
要是争取歼敌二三个师，使敌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
只要抽出二个师，局面即可改观。 我们在大别山背

重些，中原其他部队能大量歼敌，深入开展工作，对
全局极为有利。” ［７］６５在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

围攻时，他们首先想的还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这
是何等的胸怀。

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既是党性教育的重要资

源，也是公民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素材。
（五）以大别山经验为借鉴的群众路线教育资

源优势

大别山革命斗争留下了丰富的群众路线教育资

源。 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解放区的一些干部在刚

开始推行土改时，不注重调查研究，不考虑大别山地

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敌情斗争的复杂性，机械地理

解中央的土地政策，机械地坚持贫雇农路线，没有争

取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工作一度出现失误，犯
了“左”的急性病，把自己孤立起来，造成了工作的

被动。 邓小平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上述问题后，首先

做了自我批评，同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

分析，指出，这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考虑大别

山的敌情和土改条件是否成熟，犯了经验主义的错

误，“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

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

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

觉悟” ［８］１０９。 “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

纠正” ［９］３０。
邓小平先后数次向毛泽东报告新解放区

工作，并建议中央调整新区土改政策，在新解

放区实行 “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 的政策。 毛

泽东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 “ 小平所述大别

山 经 验 极 可 宝 贵， 望 各 地 各 军 采 纳 应

用” ［ １０ ］ ４５ ， “ 报 告 非 常 之 好， 立 转 各 地 仿

办” ［ ９ ］ ２３１ 。 由于大 别 山 地 区 及 时 纠 正 了 土 改

初期脱离群众的 “ 左 ” 的做法，团结了大多数

群众，孤立了极少数反动地主，从而使得刘邓

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泽东预计

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
（六）以“千里跃进、将军故乡”为主题的红色旅

游资源优势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别山诞生了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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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第五师等人民武

装主力，可谓人民军队的摇篮。 大别山还是全国著

名的将军故乡，从这里走出的共和国开国将军有

３００ 多位，全国 １０ 个将军县，这里就有 ５ 个。 ２００４
年，中共中央 ３５ 号文件，将鄂豫皖交界地区以大别

山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区定为全国 １２ 个重点红色旅

游区之一，主题形象是“千里跃进、将军故乡”。 这

为大别山地区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旅游提供了重

要条件，将红色旅游和教育融为一体，是大别山红色

资源优势的重要体现。
总之，激活红色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教育培育，不能舍近求远，忽视区域红色资源的

作用。
三、讲好红色故事，用故事打动人，用事迹感

染人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培育的方法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最行之有效的

方法路径是讲好红色故事，用故事打动人，用事迹感

染人，用信念激励人。 讲好红色故事不能仅靠讲、靠
说，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包含正能量的红色历史

文化信息传达给受众，使受众在学习、生活以及文化

消费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

熏陶。
（一）编好《红色历史文化通俗读本》，让公民有

书可读

要让公民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本区域的红色

历史，编写本区域的红色历史文化通俗读本、革命烈

士传等通俗读物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很多区域的红

色历史资源发掘不够，特别是缺乏通俗易懂、具有教

育意义的区域历史文化读本。 区域内的民众对发生

在本区域的红色历史一知半解。 因此，各地可以结

合本区域的红色历史、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编写一

些通俗读本，让大家了解自己家乡、自己所处区域的

历史、了解自己身边的先进模范人物特别是先烈的

思想追求、感人事迹，这比介绍其他区域的先进人物

更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更容易产生教育效

果。 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大

别山究竟在中国革命中有什么特点、什么地位，除了

学术界之外，群众对大别山的历史地位是没有概念

的，或者仅仅知道一鳞半爪。 这就需要通过历史文

化读本等形式的文化普及告诉群众，让他们了解本

区域历史，为自己区域的革命历史感到自豪。
（二）举办红色历史文化讲堂

中国革命历史中包含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

史故事，这些故事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蕴含着对人

生价值的思考，蕴含着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想的

追求。 可通过红色故事会、红色文化讲堂等形式来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讲述的内容既可以是

反映党史、革命史中区域革命发展历程的，也可以是

党史、革命史中本区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的事迹。
只要导向正确，就会有效果。

大别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战略支撑地

和历史转折地。 大别山辉煌革命历史可以讲述的故

事很多，红军历史、将军传奇都是群众感兴趣的

内容。
（三）把价值观教育与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结

合起来

红色资源是重要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与通俗

文化相比，更具严肃性、思想性和教育性。 同时，红
色文化资源与通俗文化资源一样可以开发利用，产
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上述特

点，红色文化资源在传递价值观、发挥正能量方面的

作用十分突出，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

也更明显。 当然，开发利用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
开展红色旅游，融价值观教育于红色旅游中，使革命

遗址、遗迹、遗物，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成为一

个个红色故事讲堂，一个个红色故事会，使人们在旅

游休闲中接受教育。 此外，还可通过设立红色旅游

日（周），开展道德主题教育培训，建设红色文化集

聚区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
（四）在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寻找结合点，实

现价值观教育的形式创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称“礼仪之邦”，讲究礼

节、礼仪和礼制。 《礼记·祭统》载：“礼有五经，莫
重于祭。” ［１１］１２３６祭祀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

要地位。 传统祭祀，主要以先人逝者为祭祀对象，主
祭者多为私人，因而祭祀多属私祭，相比而言，公祭

较少。 近代以来，公祭开始流行，如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上海万国公墓，由宋庆龄主持，举行了有数

万人参加的鲁迅公祭大会。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党
中央为刘志丹移灵而隆重举行了有上万人参加的移

灵公祭大会。 这些以近现代革命先烈、已谢世的革

命前辈、英雄模范人物为祭祀对象的集体拜谒祭祀

活动，统称为红色公祭。 在公祭中，通过重温革命历

史，缅怀先烈功绩，既表达了对先烈的敬意，又涤荡

了拜谒者的灵魂，在形式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易于群众接受，是深化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方式。
（五）深化红色历史研究，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内容的思想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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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何把这些内容植入公民头脑，需要从学术上进

行探讨。 大量红色文化资源有待于从史实和理论上

进行挖掘、提升，已有的资源和研究成果需要实现转

化，发挥其社会效益，这些都离不开学术研究［１２］。
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研究来说，无论在

理论构建上还是内容发掘上，都还需要大力加强，需
要从体制、机制和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创新。 因此，把
红色故事讲出来，深化学术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通过深化红色资源研究，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内容的思想内涵，将是激活红色资源，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
总之，价值观教育，要摒弃单纯而抽象的概念解

释和枯燥的理论说教，要立足长远，充分利用区域优

势文化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形式，通过身边的人、身
边的事、身边的高尚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来传递价

值认知，实现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一句话，讲好红色

故事，讲好身边的故事，让人们在回味故事中自觉树

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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