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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海陆丰红色文化的
传承发展问题探究

欧阳彪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汕尾

摘  要｜海陆丰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互联网时代传承发展海陆丰红色文化

应客观认识资源挖掘有待深化、传播手段亟须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充分发挥“互联网 +”突破时空界限、破除物理屏障、建立多元联系和集聚功

能合力发展机遇，借助新媒体讲好海陆丰红色故事，利用大数据保护红色遗产，

运用微视频唤醒红色记忆，依托融媒体打造红色品牌等推动海陆丰红色文化传

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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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先生将红色文化解释为：“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

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

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丰功伟

绩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保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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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凝聚力、培根铸魂和党史国史认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走访革命老区，反复强调要利用好红色资源，“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海陆丰革命老区是党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

权诞生地、中国早期开展土地革命先行地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

根据地。以彭湃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带领海陆丰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创建革命

根据地，在这片红色热土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互联网带来了社会

诸多领域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创新发展模式和人们接受信息的方

式，要想推动海陆丰红色文化传得更广、走得更远，需要抓住“互联 +”的发展

机遇，促进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从理念到实践的更新。  

1  因势而谋：客观认识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红色文化的价值日益呈显，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势头如火如荼。海

陆丰地区各级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在资金投入、红色产业

谋划、红色资源挖掘开发和保护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但面对“互联网 +”呈现的新特点和人们对更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海陆丰红

色文化传承发展在新时代仍然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

1.1  红色资源的挖掘有待深化

红色文化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认知和领会红色文化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土壤。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海陆丰地区的文化传统，不了解那个时代，就

无法真正理解这片热土诞生的红色文化脉络，无法讲好红色经典故事，更传递

不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当前，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主要以保

护革命遗址、修缮纪念设施、征集文物史料等保护实物为主，而在统筹协调红

色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不足，未能有效整合红色资源，形成整体合力，未能深

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对海陆丰红色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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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限制了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2  传播手段的实施亟待创新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人类进入了一个全媒体的新时代，信息传播

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介已成为人们获取文化相关动态的主

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

学习和运用互联网”。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媒介，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播表现出

一定的不适应性。一方面，红色网站的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没有设置专门红

色文化网站有针对性地向大众传播海陆丰红色文化，这大大降低了它的知名度。

民众对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广东老区网、政府信息门户红色专栏以

及旅游信息网，这些网站的专栏偏少、内容缺乏体系、专业性不强，未能反映

海陆丰红色文化全貌，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兴媒介的传播价值

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随着信息技术进步，使用微信、微博、短视频、APP、网

络直播等进行文化交流已逐渐普及，VR、AR 等高新技术广泛用于文化领域。然而，

以书纸、影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介仍是传播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主流平台，传播环

境和情境单一，鲜有将新技术、新媒介运用到红色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红色文化

的传播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海陆丰红色文化的关注度，造成了其

影响力不强的后果。

1.3  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滞后

海陆丰是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红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长期

不足，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不够深入，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一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待提升。因缺乏

对海陆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和深刻理解，难以使红色文化资源与

时代特征、地方文化有机融合，形成时代特色鲜明、比较优势明显的文化业态；

二是缺乏针对性的红色产业谋划，导致红色产业的发展在宏观上缺乏部署，在

微观上缺少具体指导；三是传承发展的方式上陈旧单一，没能充分利用新技术、

新媒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四是缺乏市场导向的特色化发展，红色文化资源与



·519·
“互联网 +”时代海陆丰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探究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5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305040

其他资源的结合以及相关产业的对接欠缺，主要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运用，

缺少吸引社会资本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有效办法。

2  应势而动：互联网赋能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发
展的新机遇

互联网络技术具有形式多样、信息丰富、传输快捷、传播广泛等优势，依

靠互联网技术能将各类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利用，实现海量信息和丰富数

字化资源共享，使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存在无限可能。

2.1  突破时空界限，优化传承内容

近年来，海陆丰地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宣传海陆丰红色文化，开展了大量

有效工作，如红色巡演、巡展、巡讲、红色故事和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然而

这些活动囿于时空，只能在有限范围和具体空间内进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

播范围，影响了传播效果。而通过互联网技术，不同时空的主体都可以进行远

程信息交流，极大拓展了传播空间。同时，新媒体丰富了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

增强了红色文化呈现的完整性、连续性，提升了红色文化的形象感、立体感，

通过“接地气”的微情景、微故事等，为不同群体提供适宜的文化产品，满足

个性化的需求，提升受众的忠诚度，真正实现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可以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新兴媒体，不断增强红色

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2.2  破除物理屏障，创新传承模式

海陆丰红色文化是彭湃、杨其珊等老一辈革命先烈带领海陆丰人民进行武

装斗争的历史文化，是已经发生了的革命文化，因此，促使大众认知领悟和情

感认同的关键还是要将其带入特定的历史场景。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指出：“媒

介是人体的延伸”。以大数据、云计算、5G、智能化等为代表的先进网络信息

技术，为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极具特色的环境。新技术实现了历史内容的具象

化、场景的虚拟再现，对革命人、物、事、境等进行立体性呈现，活化历史情境。

媒介技术充分延伸和拓展了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让大众形成强烈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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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历感，能够引起物理上的互动和情感上的共鸣。

2.3  建立多元联系，拓展传播平台 

随着 AI、云计算、大数据以及 5G 为代表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大众媒

体逐渐走向全员媒体。全员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化传播意义非凡，文化的

传承发展呈显出新特征。一方面，能加强文化传播的顶层设计，即对传播内容、

传播媒介以及反馈等全环节实行协调控制，确保传输内容方向不偏、价值不

减，提升主流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能够调动个人与组

织参与文化传播，个体与组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信息加

工和处理。总之，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成为可能，

使全员参与红色文化传播具有了可操作性，极大拓展了红色文化传播的理论

与实践平台。

2.4  集聚功能合力，提升传承效果

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目的就要让红色文化发挥育人功能，因此，满足公众

对红色文化的内在需要和兴趣就是传承的关键。互联网技术可有效挖掘媒体力

量，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不同媒体的功能，实现“1+1›2”的功效。一方面，媒

体融合形成的媒体交互式信息交流模式适应了大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为

公众创造轻松自由的选择环境，使公众在主动选择与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文化。

另一方面，依托高新技术可以实现红色文化的个性化投放，使红色文化以大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大众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红色文化内容，

并且将内容主动分享给其他人，进一步提升了传播效果。

3  顺势而为：“互联网 +”时代海陆丰红色文化
传承发展的应然策略

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价值日益凸显，如何顺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浪潮，

将互联网技术与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有机结合，推进红色文化建设，成为当前

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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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借助新媒体讲好海陆丰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动”起来

故事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元素，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故事沉淀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承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当代依旧历久弥新，讲好红色故事

是传承海陆丰红色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网络直播、App、短视频、微信等为代

表的新媒体凭借其超强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赢得了大众青睐，要使海陆丰红色文

化的传承更能符合大众需求，就应借助新媒体讲好红色故事。

借助新媒体讲述红色故事，首先，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APP

客户端、红色文化专题网站、Twitter、Facebook、短视频等运行形式，将海陆丰

红色文化内蕴的人、事、境、精、气、魂展现好。借助新媒体平台投放更多主

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红色文艺精品。其次，要选择新颖的视角、独

特的方法要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符合时代之需的总结提炼，深入发掘其时代价

值，传递其精神内核。再次，要善于利用先进技术创新传承方式，加强对红色

文化的数字化、智能化展示与共享服务。通过音频播放与 VR、AR 技术，创造

仿真的虚拟情境和历史“再现”，提升人们对红色文化场景的直官体验。

3.2  利用大数据保护红色遗产，让红色场景“活”起来

红色文化遗产既包括革命遗址、文物、文献等有形物，也包制度、精神

等无形物。海陆丰地区红色遗产极其丰富，例如汕尾市经过三轮革命遗址大

普查，发掘出的革命遗址多达 1500 余处。这些革命遗产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

神，是革命先辈留给海陆丰人们的宝贵财富。大数据是推动社会各领域发展

的重要技术手段，为推进红色遗产保护提供了新视角，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承

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红色遗产进行保护，让红色遗产

真正“活”起来。

利用大数据保护海陆丰红色文化遗产，首先要对现有的红色文物、红色遗

迹等开展数字化采集，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摸清 红色资源“家底”，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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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梳理红色文化资源的整体现状与保护重点。对于濒临破坏与消失的重要

红色文化遗产，要利用大数据模型进行抢修，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还原，并加

强监管，实现对红色文化遗产的多重保护。对于口述历史等无形遗产，进行时

代化、精准化的总结提炼，促进红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其次，要依托网

络平台和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红色遗产数据库、数字博物馆、云展览馆等红色文

化资源的数据体系，通过图文、音影、虚拟漫游、立体 flash 等多种方式和 VR/

AR 技术对红色文化遗产全景展示，提升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库的利用率，加强

“云旅游”“云展示”等智慧化共享与服务，促进红色文化信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最后，要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加强场所的智能化改造，将红色文化遗产转化为

三维再现数据模式，开发 VR/AR 智慧体验中心及各具特色的数字化创意产品，

借助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开展互动分享，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推动红色文

化的转化与传播。

3.3  运用微视频唤醒红色记忆，让红色基因“植”起来

红色记忆凝聚了党和人民的光荣奋斗史，是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彭湃、

杨其珊、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海陆丰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的伟大实

践，孕育产生了以“敢为人先、依靠群众、敢于斗争、无私奉献”为核心

内涵的海陆丰精神，蕴含红色基因的革命精神是我们重要的红色记忆，是

激励海陆丰人民奋进的精神动力，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记忆也必然成为

传承红色基因的基础工程。当今时代，以微信、微博、微视频为代表的传

播方式更贴近民众的实际生活，更易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也更便于大众

接受与认可，因此，运用微视频唤醒红色记忆，根植红色基因，是适应时

代发展的应然之举。

运用微视频唤醒红色记忆，首先，应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实际，注重对

红色记忆进行生活化、大众化转换，提升内容的亲近感、亲和力，让红色记

忆走入更多受众视野，融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其次，要增强网络议题设置

能力，运用微视频最大限度激活其蕴藏的精神内涵，提升微视频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增强社会关注度、参与度与互动性。其次，要积极利用抖音、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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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bilibili 等大众化的短视频平台，拍摄关于红色革命旧址、历史纪念馆、

海陆丰革命老区现状等内容的短视频，将红色记忆与海陆丰地区的风土人情、

特色美食、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相结合，让观众在有限的镜头下感受到短视

频文化无限的魅力。最后，积极发动媒体和大众，构建媒体矩阵，形成传播

合力，共同促进海陆丰红色文化传播。

3.4  依托融媒体打造红色品牌，让红色产业“火”起来

红色文化品牌蕴含着持久的正能量和永不衰竭的精神潜质，是红色文化资

源中璀璨的明珠，是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伴随着“互联网 +”“数字

中国”的快速推进和以 AI、5G 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兴起，媒介之间深度融合新

形态逐渐形成。打造海陆丰红色文化品牌，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新高地，要尊重

传播规律、强化科学传承。首先，充分发掘红色经典资源，采用生动活泼的文

化素材，加大红色题材的创作力度，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的文

化精品，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形态，让红色文化产品融入百姓生活，飞入

寻常百姓家。其次，积极探索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与现代产业的共融点，借助文

化创意、数字娱乐、电子竞技等新业态，研创一批红色题材的影视、动漫、网

游等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网络红色文化品牌。其三，依托

融媒体平台建设具有海陆丰地区特色的专题纪念馆、红色文化培训营、党性教

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以及举办红色主题竞赛节目，合媒介之力，构建

立体式传播网络，提升海陆丰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红色文化产业

在媒体融合语境下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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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ufeng Red Culture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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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of Hailufeng has abundan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ilufeng red culture 

shoul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resource mining in the internet 

era, such as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ources, the urgent need for innovation 

in communication means and the lagging behind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Internet plus” 

breaking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breaking physical barriers, 

establishing multiple links and gathering functions, and using the new media 

to tell red stories of Hailufeng, using big data to protect the red heritage, using 

micro videos to wake up red memories, and relying on media to build red 

brand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ilufeng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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