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百年黄河红色文化与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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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黄河不仅孕育、承载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承转、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 黄河红色文

化是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生根后孕育生成的近代文化形态及其当代发展，原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衍
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是原生性与衍生性文化的连续体，本质上是革命文化以及革命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革命斗争精神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合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

涵，黄河文化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 提炼具有代表性与标识性的黄河红色文化符号对黄河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小米加步枪”即是黄河红色文化的经典性和代表性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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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 ［１］ 。 根脉所系、文明所依，黄河不

仅孕育、承载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承转、
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 在从中华传统农耕文

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中，２０ 世纪初马克思

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传播与扎根，逐渐催生、孕育、
生成了黄河红色文化，将黄河文化的演进嬗递推至

新的时代高度。 本文界定黄河红色文化的概念，从
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考察黄河红色文化的百年演进，
提炼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从文化符号学视角阐释

其表达载体，以期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开发及传播有

所助益。

一、新的文化形态：黄河红色文化
的概念界定

　 　 文化是含义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几乎所有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会涉及对文化的研究，这就造成

对文化理解的歧义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 马克

思、恩格斯虽未明确界定文化概念，但却为界定文化

概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

可以从广义、狭义两个角度进行界定。 广义上，“文
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

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２］ ，即文化就是自

然的“人化”，是人类在利用、改造、顺应自然界过程

中的一切物质与精神创造。 从狭义的角度而言，文
化专指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毛

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３］６９４它所包容的是包括知

识、科学、技术、道德、观念、信仰、制度、风俗、习惯、
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等在内的一切精

神成果，即社会上层建筑。
具体到黄河文化的界定，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

研究①。 在历史学意义上，作为地域文化形态的黄

河文化，是自上古以来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

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其产生的时限当在新石

器时代” ［４］ ，亦有学者主张“黄河文化最早孕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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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 ［５］ ，黄河文化自此开始孕育。 时至近代，
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开始受到

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并开启了黄河文化的近代转

型。 ２０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为艰

难转型中的黄河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新的力量，并由

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流域人民走向翻身解

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红色

文化即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
红色文化的概念学界也有较多讨论，并从不同

学科视角予以界定，但“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现在

还处在争鸣阶段，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

未完成” ［６］ 。 笔者认为：“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创

造的崭新文化形态，既区别于传统文化，也有别于近

现代以来其他阶层与党派的文化创造。 它是物态文

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统一整体，构成

２０ 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 ［７］

由此界定出发，黄河红色文化是在中华民族文

化、古代黄河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创

新与创造。 自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传播扎根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

要战略基地，孕育形成了厚重的黄河革命文化。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革命文化持续发扬光大，
赓续衍生了生机勃勃的黄河红色文化。 它是原生性

与衍生性文化的连续体，原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衍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的赓续

传承。 它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流域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和社会主义文化两个发展阶段，是红色物态、制度、
行为和心态文化的总和。

简而言之，本文认为黄河红色文化可以这样界

定：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历史文化的近现代形态，是
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生根后孕育生成的近代

文化形态及其当代发展，本质上来说，是黄河革命文

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总和。

二、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
黄河红色文化的百年演进

　 　 黄河红色文化原生于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它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形态存在，积
淀为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黄河红色文化资源得以开发利用、传承弘扬，在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衍生赓续，并生成

新的时代性元素。
１．原生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革命

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革命文化是黄河红

色文化的原生形态，以革命遗址旧址、革命文物、革
命文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具体形态存在。 以新

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凝聚而成的革命文化，是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资源。
黄河革命文化萌发于马克思主义在此地区的落

地、传播与扎根。 在陕西，“此间同志，自一九二二

年七月加入 Ｓ·Ｙ” ［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

部（今华州区赤水镇）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后的两个月即扎根渭华大地。 １９２５ 年初，赤水支部

书记王尚德给团中央的报告就明示：“我们均愿加

入 Ｃ·Ｐ” ［９］ 。 可见，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前期，在中国

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陕西即有

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基层传播。
在三晋大地，“山西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传播马克

思主义、建立地方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 ［１０］ 。
山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王尽美、邓
恩铭于 １９２１ 年春即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致
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７ 月两人共同参加了中共一

大。 在河南，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河南最早的中国共产党

组织———中共洛阳组成立；１９２３ 年 ２ 月爆发的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标志着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

动高潮的顶峰。 在宁夏，１９２６ 年 ９ 月成立了中共宁

夏特别支部，“宁夏红色文化始于国民革命时期中

共宁夏特别支部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１１］ 。 总的来

说，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黄河流域诸省

的中共党组织或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下，或秘密从

事革命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的扎根

与生根，为革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根基。
土地革命时期，黄河革命文化的发展融汇了本

地内生力量、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战略转移所带来

的南方革命力量，形成了以西北及华北革命、长征、
中华民族局部抗战、中国革命的西北大本营为历史

主线的革命文化序列。 一是黄河流域武装斗争以及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转移提供了

战略基地，土地革命从以华南为中心转向以西北为

中心，从“中央苏区时代”转向“陕甘宁苏区时代”。
１９３５ 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创建的陕甘

边、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根据

地在经济上实施同工同酬，“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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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同量工作者，须得同量报酬” ［１２］ ，根据地经济的

发展为中共中央与工农红军转移提供了回旋之地。
二是自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自南方向西

北转移的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

征，在中国东南、西南、西北版图上画出了一条鲜血

染成的“红飘带”，极大地丰富了四川、青海、甘肃、
陕西、宁夏等省区的革命文化。 在黄河源头的青海，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红军长征途经青海是红色革命的火

种第一次在青海传播” ［１３］ 。 三是中共中央和工农

红军主力转移到陕北后，中共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

军率先东渡黄河东征山西，也累积了更为深厚的红

色文化。 四是土地革命时期黄河流域的革命斗争，
孕育形成了长征精神、照金精神、南梁精神等革命斗

争精神。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

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

指导中心” ［１４］ 。 在黄河流域诸省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在华北、西北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晋冀豫、山
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积淀了强大

力量，宝塔山、太行山、沂蒙山、吕梁山、大青山等山

系、山脉，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广阔战略空间，黄
河、延河、汾河、运河等主流、支流水系，浇灌了支援

革命的五谷杂粮。 党领导黄河流域各地的抗日战

争，孕育出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

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抗大精神等精神文化，
外国来华援华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弘扬了伟大的国

际共产主义精神。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

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重塑了党和

根据地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信念信仰、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形成新的社会风尚、革命作风与精神风貌，
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

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
得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再到战略决战的军事

胜利，形成了无数的解放战争军事遗址与战场旧址。
西北和华北解放区囊括了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
山东、豫皖苏等解放区，党政军机构的革命旧址、遗
址星罗棋布。 中共中央在西北和华北解放区指挥了

全国的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中共中央曾经的所

在地延安，见证了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壮

阔历史。 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解放事

业不懈奋斗，西柏坡精神、支前精神等革命精神交相

辉映，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２．衍生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黄河

红色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革命文化以红色

文化资源的形态得以赓续发扬，传承不辍，形成了从

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文化传承脉络，衍生了以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复兴为核心主题的时

代伟业，并创造出新的时代性文化元素，这是一个近

代黄河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红色文

化的过程，汇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黄河革命文化首

先在党和国家领导黄河流域人民根治黄河、理顺天

人关系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传承，衍生为黄河水利红

色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黄河水利文

化，是水利万物、利民厚生生态文明的结晶，包含着

人定胜天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黄河水患治理、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黄河水利水电开发、引黄

灌溉大型工程、黄河自然景观呈现、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筹建中，黄河水利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举世瞩目的黄河大型水利工程彻底根治了黄河水

患，变害河为利河，创造水利水电开发的世界成就。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的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治理，
创造了水土风沙综合治理的世界经验。

近代黄河革命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赓续传

承，凝成了感人至深的黄河红色精神。 黄河流域人

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防、科
技、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上创造了从无到有、从落

后到先进、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奇迹，生成了西迁精

神、王杰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焦裕禄

精神、红旗渠精神、右玉精神等精神财富，并被纳入

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是当代中国黄河红色

文化的思想结晶。
近代黄河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还体现在当代

中国红色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中，衍生出更为丰富

的红色经典。 传播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文学艺

术是最大众化、通俗化的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的黄河文学艺术是黄河流域劳动人民文艺创

作的结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黄河为背景或

题材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乏其篇，如《东方红》 《黄河

大合唱》《白毛女》等均堪称不朽经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李凖《黄河东流去》、路遥《平凡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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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陈忠实《白鹿原》、陈启文《大河上下———黄河

的命运》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滋养了一代代国人

心灵，足堪“黄河故事”经典。 多样化体裁的红色文

艺经典承续延绵着黄河革命文化的精神之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代黄河革命文化的

赓续传承，以文化产业、红色旅游的发展较具代表

性。 黄河红色旅游是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传承。 ２１ 世纪初以来，国家先

后公布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的发

展带动了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的 １２ 个

“重点红色旅游区”中，黄河流域包括了“陕甘宁红

色旅游区” “鲁苏皖红色旅游区” “太行红色旅游

区”。 按照《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纲要》的部署，２０１７ 年中央 １４ 部委公布的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纳入海北州青海原子城遗址、玉
树抗震救灾纪念馆等红色景区。 以黄河文化为核心

的文化产业，沿黄各省均极为重视，演艺、会展、文创

等产业与文化旅游融合，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

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从 ２０ 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

演进角度而言，黄河红色文化是原生性革命文化与

衍生性红色文化的连续体，是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构建中特别值得研究的红色文化现象。

三、斗争精神与和谐和合：
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

　 　 在梳理百年黄河红色文化及概念界定基础上，
提炼和锤炼黄河红色文化内涵与红色基因，在更高

层次上挖掘其价值，可为黄河红色文化传播交流、发
扬光大奠定基础。

首先，以黄河流域自然生态为基础形成的革命

文化是黄河红色文化的原生形态。 “文化生态学是

一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就是

研究土地、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与技术、经济等文化

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之异同和变

化的学问。” ［１５］从此视角可以发现，革命战争年代

的黄河革命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

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依存、嵌入、影响、生成。 黄河红

色文化的文化核心取决于中国革命在黄河流域得以

发展壮大所需的自然地理环境，黄河流域的社会经

济尤其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计模式，以及长期积

淀的“黄土”文化传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使中

国革命的中心从华南转到了黄河流域，黄河流域诸

省区多样化的空间地理环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回旋

区间与战略基地，黄河流域的旱作及灌溉农业为西

北、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提供了基本物资和经

济支撑，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农村

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上述因素的相

互叠加与叠合，构成了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文化

核心”与“次级特征”。
其次，就文化属性而言，黄河红色文化本质上是

革命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 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生计模

式、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黄河红色文化，源于特定的自

然地理与近代革命环境。 黄河文化是世界著名大河

文化，就其作为农耕经济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

言，黄河红色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存在着天然的相

互联系，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与自然关系

相互调适的文化结晶，是黄河流域人民艰苦奋斗精

神的体现。 黄河文化发展至近代，注入了黄河流域

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文化，革命战争年代的

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文化，即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形成

的革命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黄河红色文

化是革命文化的赓续与传承，黄河革命文化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

大奋斗注入文化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
最后，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最终沉淀为黄

河文化的红色基因。 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传承不辍

的内隐信息与文脉主线，红色基因是中国红色文化

中蕴含的文化密码。 从百年黄河红色文化的演进可

以看到，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应对自然、应
对社会危机的应然结晶。 “与政治军事因素相比，
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式多是潜在的，却牢固镶

嵌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处。” ［１６］从黄河古代文化向近

代文化转型的角度看，黄河红色文化是在古代黄河

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于黄河流域

后孕育生成的、以革命斗争为核心内涵的新的文化

形态，革命斗争精神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
河文化的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 这一核心内涵可以

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是从天人关系角度看，历
代与黄河水患斗争形成的不屈不挠、勇于斗争、艰苦

奋斗的精神，丰富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历史上黄河治水文化的洋

洋景观。 黄河红色文化的传承赓续，内含着黄河流

２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域人民战胜天灾、根治水患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

艰苦斗争精神。 二是从革命与建设的角度看，革命

就是破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协调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黄河红色文

化同样内含着黄河流域人民根除社会经济发展桎

梏，以革命建设改革等手段追求新的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辩证统一的伟大斗争精神。
因此，以伟大斗争精神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和合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河文化

的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 借助文化符号学，可以进

一步理解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以及红色基因。

四、黄河红色文化的意义阐释：
以“小米加步枪”为例

　 　 符号学将文化理解为一系列符号，提供了表达、
阐释、理解文化内涵及特质的理论工具，运用符号学

与象征主义理论可以深化黄河红色文化的意义阐

释。 “符号就是意义，无符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

义学。” ［１７］此外，象征主义作为文化学理论之一，也
强调将人类文化看作一种象征体系，“对于象征主

义来说，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就是发现不同文化要

素或现象的象征意义，借以解读人类文化，并达到对

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行为的更好的认知” ［１８］ 。
在黄河红色文化中，“小米加步枪”作为代表性与标

识性符号之一，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以之为个案

可以进一步理解黄河红色文化的内涵。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６ 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道：“拿中国的情形来

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

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

强些。” ［１９］身处陕北的毛泽东，立足全国解放战争

大势，以深邃的辩证思维对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武

器装备、战争供给、人心向背予以极度凝练的形象概

括，提出了“小米加步枪”的明喻。 这一形象化表达

可以从一个侧面表达黄河红色文化的内涵。 ７６ 年

后的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巍巍

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

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还

强调，党在延安时期“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

命新局面” ［１４］ 。 延安时期党中央 １３ 年的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离不开延河浇灌的五谷杂粮、延河两

岸劳动人民的坚定支持，黄河之水浇灌的五谷杂粮

养育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战

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坦克，赢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缔
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小米：五谷杂粮与人民群众

在黄河红色文化中，小米是粮食作物，养育了中

国革命，因为“没有粮食，就没有根据地” ［２０］ 。 小米

也不仅是粮食作物，它还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
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小米的意义

并非仅仅在于它是维持军队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粮

食，小米还充当着粮食、劳力、货币折合的中介，起着

稳定根据地社会秩序、经济运行乃至金融体系的作

用，是剧烈变动的根据地乡村社会中维持生产生活

稳定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小米是人民群众力量的

象征，是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
近代中国粮食作物是南方稻米、北方小麦为主

的基本结构，但小米、高粱、玉米、大豆、甘薯等杂粮

作物的食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也极其重要。 在贫困的

近代，“贫苦的人民只能吃养分较少的副产品，即非

常贱价的五谷。 在北方的人民是吃山药，玉蜀黍，高
粱与小米子” ［２１］ 。 革命年代，小米在中国革命中的

地位更加凸显出来，“农民们都是用水牛、母牛、雄
牛、骡、驴去耕田，他们的主要食粮常常是营养不足

的子、高粱、小米、地瓜（中国山芋），麦子及大米

的产量较少，但是许多的地方出产异常甜蜜的梨子、
桃子、 苹 果、 葡 萄 和 西 瓜， 满 树 林 的 栗 子 和 胡

桃” ［２２］ 。 这样多元化的食物来源结构，基本反映了

黄河流域地区的乡村农业实际。
在军事方面，不仅战时军民生存所需均仰给于

粮食，而且炮弹装备、维持兵力的成本也常以小米计

算。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养活一个兵每年需要

１３００—２２００ 斤小米；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装备的

发展，作战消耗的增加，养活一个兵则需要 ３８００—
４２００ 斤小米。 尤其是作战的弹药消耗，打一发八二

炮弹，等于打掉 ８００ 斤小米，大约相当一个中农的全

年收入；打一发山炮弹，等于打掉一个富农的年收

入。” ［２３］小米还可出口换取军用民用物资，“我们的

一切粮食都能出口，吃白面的国家不多，尤其一斤多

小米可换一斤汽油” ［２４］ 。 从人民负担能力与士兵

生活所需的比例来看，“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

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

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一点五；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

约需小米十六石左右； 这个比率， 一般不能变

动” ［２５］ 。 也就是说，革命战争年代维持 １ 个士兵，
每年需要 １６ 石小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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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小米还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
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小米代表人民、步枪代表

军队的解释，应该说更接近‘小米加步枪’的含义，
是人民和军队的密切配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 ［２６］ 。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６ 日，贺龙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就说

道：“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依靠群众来建

党、建政、建军，来战胜一切敌人。 没有阶级性、群众

性的单纯建设军队，是不行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

力量就是小米加步枪，如果看不见小米，即群众力

量，这支步枪，一定不会有任何作用。’” ［２７］３０３－３０４

贺龙还讲道：“我们胜利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毛

主席讲的：小米加步枪这个‘无敌将军’。 小米是群

众，步枪是军队。” ［２７］３２３小米即群众，小米即人民力

量，充分表达了小米在革命中的意义。
２．步枪：武器装备与人民军队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

一。 武装斗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

开枪杆子———武器装备，步枪就是中国近代枪械中

最重要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近代时期，共
生产各式步枪（含马枪、抬枪）约 ２８０ 万支” ［２８］ 。 不

足之数，多从国外进口或走私而来。 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长期是落后的、匮乏的，
“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２９］１１，“我们一无飞机、大炮、
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

困难” ［２９］２５。 可以说，军队武器装备上的敌强我

弱、敌大我小、敌优我劣在人民战争的长时段内是客

观存在的。
但是，武器装备的优劣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

本性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的因素、战争的性

质。 首先，“唯武器论”是片面的，“是战争问题中的

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武器

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

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

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３］４６９。 人，才是决

定性因素，人民战争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其次，侵
略战争、非正义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人民战争、
解放战争的进步性与正义性才是决定性因素。 因

此，毛泽东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３］５１１，“我们共

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

人” ［３０］ 。 因此，团结人民、发动最广大范围的人民

战争，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是人民战争

的取胜之道，“兵民是胜利之本” ［３］５０９。 步枪和手

握步枪的人的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党群一致，

这是黄河红色文化、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留存下来的

丰厚遗产。

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３１］ 。
因此，在黄河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文脉延续中，要
提炼出黄河流域红色文化基因以及流淌于黄河流域

的红色血脉及其核心内涵。 从百年来黄河红色文化

的演进与变迁可以看出，黄河红色文化是近代革命

孕育的红色文化类型，是以革命文化为内核的文化

模式，以伟大斗争精神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

谐和合是其文化追求。 黄河红色文化是充满生命力

与传承力的有机文化，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的红色文化资源。 在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视域下，进一步阐释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世

界意义及其文化价值，是讲好黄河红色文化故事、传
播黄河红色文化的前提，对于帮助国际社会读懂中

国和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如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史学月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徐
吉军：《论黄河文化的概念与黄河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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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魏晓璐，蒋桂芳．黄河文化：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Ｎ］．河南日报，

２０２２－０７－１９（５）．
［６］邓显超，邓海霞．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 Ｊ］ ．井冈山

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１）：２９．
［７］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 Ｊ］ ．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１９．
［８］王尚德关于重建团赤水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Ｍ］ ／ ／ 中央档案

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６ 年）．
西安：内部发行，１９９１：１．

［９］团赤水支部关于组织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Ｍ］ ／ ／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６ 年） ．西
安：内部发行，１９９１：９．

［１０］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和内涵价

值［Ｊ］ ．党史文汇，２０１５（１２）：４．
［１１］张雪红．宁夏红色文化的形成及内涵［ Ｊ］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１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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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鲁运庚．儿童劳动的历史考察［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３５８．
［１３］丁柏峰．青海红色文化资源与党史学习教育［ Ｊ］ ．青海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１３４．
［１４］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

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０－２８（１）．
［１５］石奕龙．斯图尔德及其文化人类学理论［Ｊ］ ．世界民族，２００８（３）：

６７－６８．
［１６］赵光怀，马文霞．“中国梦”话语构建与传播研究［Ｍ］．北京：九州

出版社，２０２１：２４０．
［１７］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３．
［１８］张岳，熊花，常棣．文化学概论［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８：７７．
［１９］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Ｍ］ ／ ／ 毛泽东．毛泽

东选集：第 ４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９５．
［２０］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Ｍ］ ／ ／ 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

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５８０．

［２１］卡赞宁．中国经济地理［Ｍ］．焦敏之，译．上海：上海光明书局，
１９３７：１４８．

［２２］罗生特．山东印象记［Ｍ］ ／ ／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

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１５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５：７１１．
［２３］周文龙．华北解放区后勤工作的回顾［Ｍ］ ／ ／ 华北解放区财政经

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１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７４６．

［２４］宋劭文部长在华北农林会议上的报告［Ｍ］ ／ ／ 华北解放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 １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０８９－１０９２．

［２５］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Ｍ］ ／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１６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６６．

［２６］罗平汉．人民解放军小米加步枪不等于装备落后［Ｊ］ ．安徽史学，
２０２０（６）：１１１．

［２７］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Ｍ］．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１９８９：３０４．
［２８］《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

民国的兵器工业［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６．
［２９］薛幸福．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Ｍ］．北京：兵器

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０］吴东才．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晋冀豫根据地［Ｍ］．北京：兵

器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８８－８９．
［３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０－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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