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视野中的红色旅游发展初探 

文/刘东朝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随着
《2004——2010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和全国发展红色旅游工作会议的召开，一个声
势浩大的红色旅游热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并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亮点。认真探析红色
旅游，正确认识红色旅游，热情宣传红色旅游，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战略决策
和部署，推动红色旅游在新形势下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巩固与弘扬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 
   一、红色旅游的基本内涵 
   （一）“红色”概念的由来考证。在自然界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红色给
人的感觉是热烈、喜庆、高雅、醒目。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红色一直是共产党
人钟情与喜爱的主色调。马克思早年在面对“您喜爱的颜色”这一问题时，明确回答“红色”。在
《国际歌》中，也有“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词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称革命武
装为“红军”，把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国际组织称为“红色工会国际”，就与喜爱红色有关。 在
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把
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 当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新闻机构为“红色
中华通讯社”，中央政府机关报为《红色中华》， 并且称工农武装为“红军”，革命根据地为
“红区”。我们党的党旗，我军的军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均为绘有不同图案的红旗。这表
明，红色象征着革命，蕴涵着胜利，寄托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昭示着人民革命的奋斗历程。用
红色来表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事物，是很形象和准确的。 
   （二）红色旅游的涵义。我们说的红色旅游，就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建
树丰功伟绩所遗留的纪念地和标志物为依托，以其所承载的光荣历史、英雄事迹和永恒精神为内
涵，组织和接待国内外游客开展瞻仰拜谒、观光游览和学习缅怀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贵在
“红色”，参与者游览红色遗址，重温红色历史，接受红色熏陶，增强的是红色意识，具有革命传
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红色旅游也是旅游，它是随着我国三个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特别是
旅游事业的大发展而出现的旅游新品牌。红色旅游的推动、运作和发展，也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
律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 
   （三）红色旅游的发展进程。建国以后，到革命遗址和纪念物去参观拜谒，一直就是各级党
团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但以前的革命传统教育规模较小且与旅游无关。“红色旅
游”这一概念，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我国旅游行业最早出现的。自1996年起，国家旅游局连
年举办“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局长培训班”，当时着眼点在于通过发展老少边穷地区旅游事业，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1998年，以红色旅游资源数量多、品位高著称的江西省，率先
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红色旅游促销口号。2004年初，江西、陕西、福建、河北、广东、
北京和上海联合签署了《七省（市）共同发展红色旅游郑州宣言》，决定就加强红色旅游发展进行
区域协调，打造红色旅游经典产品链。“红色旅游”的影响日益凸现，成为2004年中国旅游类十大
流行语之一。 真正把红色旅游提升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发展战略的层面，是从2004年底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2004——2010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开始的。2005年2
月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召开的全国发展红色旅游工作会议，对在全国范围内深
入持久地发展红色旅游进行了全面部署。红色旅游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引起了全社会和海内外的广泛关注。2005年11月，全国红色旅游五大经典景区韶山、井冈山、遵
义、延安和西柏坡有关领导就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五大景区在资源开发、市场共享、联合促销、
加强合作等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西柏坡共识》。2006年10月，“中国延安红色旅游市场开发与
营销论坛”在圣地延安召开，与会代表共同探讨进一步推动全国红色旅游快速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四）红色旅游资源的界定。红色旅游资源是我们党和军队在战争年代革命历史、英雄事迹
和永恒精神的载体，是红色旅游得以开展的依托。广义的红色旅游资源，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
今，顺应历史潮流和推动社会进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切革命纪念地和标志物。狭
义的红色旅游资源，则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所形成的革命纪念地和标志物。我们所说的旅游资源
一般是就狭义而言，它主要包括以下8方面内容：1、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党建军事大事件。



 

2、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活动。3、反映红军长征艰难历程
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4、反映我党率领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荣历史。4、反映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和
重要事件。6、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7、反映老一辈革命家成长经历和丰功伟绩。8、反映
上述各个历史时期革命英烈的感人事迹。 
   二、红色旅游的主要特征 
   （一）突出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 一个社会占主流和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也总是与执政党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
治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红色旅游之所以为“红色”，因为它是由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推动的一项利党利国利民的多赢之举和英明决策。红色旅游参观的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旧址，展现的
是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开展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巩固
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政治色彩不言自明。 
   （二）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同样道理，红色旅游之所以从去年以来在我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有声有色，也是因为它顺应了新的时代要求，满足了新的社会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高度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与和谐社会建设，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开展和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社会氛围。改
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品位不断提高，也为红色旅游的推进提供了
发展空间和客源市场。 
   （三）丰富的知识性。旅游是学习之旅、精神之游、知识之路，红色旅游更是如此。红色旅
游的目的地都是革命老区，而每一个革命老区都记载着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光辉业绩。红色旅
游的参观点都是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这里的每一个英名和每一件文物，都见证着中国革命胜利的
发展历程。通过参加红色旅游，既可以使广大游客学习到党史、军史和国史方面的知识，又可以增
加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知识。没有知识性的旅游是肤浅而枯燥的，红
色旅游正因为具有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才有独特的魅力和广阔的前景。 
   （四）潜在的教育性。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可见
旅游的教育性特征，无论中外都是认可的。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不需要僵硬的说教，而在于寓教
于旅，寓育于游；也不在于刻意的强求，而呈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红色旅游的教育作用，虽然
是潜在的，但却是有力的。踏上红色之旅，置身红色之游，人们自然就会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光荣与正确。面对伟人领袖的旧居遗物和英烈志士的陵园墓碑，人们当然就会感受到心灵的震
撼和境界的升华，油然而萌生崇敬之情、效法之志。 
   （五）轻松的休闲性。旅游就是旅行游览，红色旅游就是到革命老区的纪念地去旅行游览。
红色旅游与古迹旅游、生态旅游、出境旅游、太空旅游的区别，仅仅在于旅行目的地和游览景点的
不同。但红色旅游也是旅游，也具有一般旅游轻松、休闲、有趣的特点。红色旅游应当寓庄于谐，
寓化于乐，让游客在轻轻松松旅行中享受“红色精神桑那”，在高高兴兴游览中汲取“红色思想营
养”。红色旅游只有具备休闲性和趣味性，才能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六）广泛的群众性。红色旅游要持续健康发展，也应该秉承“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 的明智理念。红色旅游的群众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包容性和吸纳性很强的主题旅游活动，
对不同地域、职业、年龄、文化层次和爱好志趣的旅游者都有吸引力，能使他们旅有所获，游有所
得。红色旅游资源是为全社会固有的公共文化财产，游览票价相对较低，有些还免费或半价开放，
可以方便更多的群众参观。红色旅游对国外游客、港澳台游客具有相当吸引力，也可以面向海内外
开拓旅游市场，吸引旅游客源，把红色旅游做大做强，抓实抓好。 
   三、红色旅游的时代价值 
   （一）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弘扬党的光荣历史，展现党的丰功伟绩，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的政治工程。 
   2006年7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
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中，处僻壤穷乡而心忧天下，居土窑陋室却决胜千里，率领人民
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史和民族发展史上，建立了伟业丰功，谱写
了光辉篇章。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但却不会一劳永逸。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
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剩无几，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因特网革命”和“颜色革命”
愈演愈烈，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演变和渗透变本加厉的严峻形势，如何能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红色江山”长治久安，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旗永远飘扬，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亟待破解的
“世纪难题”，也是必须答好的“时代考卷”。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让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到革
命老区和红色景点，重温我们党的创建史和革命史，触摸我们党的奋斗史和胜利史，就能使他们深
刻了解共产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昌盛建树的丰功伟绩；深刻了解只有拥

 



护和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才能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和平发展强
起来”。每一个革命纪念地和纪念物，都似一首凝固的主旋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一
次红色旅游，也就如一场流动的交响乐《中国革命之歌》。红色旅游的广泛开展，可使中国共产党
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深入人心，使人民群众更加钦佩和热爱中国共产党，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更
加坚实，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二）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培育老区特色产业，加快老区建设步伐，是推动老区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经济工程。 
   革命老区就是战争年代我党我军从事革命活动的老解放区，它是我们党、军队和新中国的创
始之地、胜利之本和奠基之石。全国共有1389个老区县，遍布28个省、市和自治区，涉及人口3.7
亿。由于历史、自然等各方面原因，目前老区大多数还属于贫困或欠发达地区。没有老区的小康和
现代化，我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不可能实现。重视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老区人民尽快富
裕起来，既是我们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老区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得天独厚。发展红色旅游，是拉动
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是促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助推器，也是加快老区小康社会和现代化
建设步伐的新途径。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加快老区的交通基础和城市硬件建设，打破老区封闭滞后
的现状，提升老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老区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发展红色旅游，可以把老区
的红色历史文化优势早日转化为后发经济优势，形成老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培育老区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物质经济财富的转化，增加老区财政收入。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开阔老区
干群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老区生态环境建设，带动老区相关产业发展，扩大老区就业
机会。2004年，全国20个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旅游者近3000万人，旅游总收入202.6亿元。更令人可
喜的是，2006年仅延安就接待中外游客56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亿元。红色旅游魅力无穷，
势头强劲，对于革命老区确实具有“一招妙而全盘活，一业旺而百业兴”的重要作用。是一项无污
染、可持续、效益好的旅游扶贫工程；也是一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并
举，推动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富民工程；更是一项让旅游者受教育“富脑袋”，使老区人
得实惠“鼓口袋”的民心德政工程。 
   （三）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是提高青少年思想政治素质的教育工程。 
   我们党在战争岁月带领人民浴血奋斗，培育了南湖精神、南昌起义精神、古田精神、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山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留
下了众多纪念地和纪念物。在红色遗址中所凝结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党和人民在新世纪新阶
段共克时艰、再铸辉煌的精神支柱，是需要倍加珍视和永远继承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也是
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所说，“历史是一
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 一个不重视来路的民族和国家肯定没有理想
的出路；一个不敬仰前贤的政党和社会肯定没有光明的前程。在新形势下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实质
就是以遍布老区的纪念地和纪念物为依托，以战争年代我们党培育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为内涵，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旅游为平台，形象地对他们进行党的光荣历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收到入
眼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红色旅游在观光游览中灌输革命精神和政治营养，在休闲娱乐中融汇庄重
话题和激越情感。它是新时代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爱党教育的新创造，是新形势下提高全社会
特别是青少年思想政治素质的新探索，也是新阶段三个文明建设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新载体。灿
烂的红色旅游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之果。 
   （四）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保护和开发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用科
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文化工程。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它作为一种“精神力”和“软实力”，
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加强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有助于在
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巩固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对于促进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
作用。发展红色旅游就要先培育重点红色旅游区，配套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重点打造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这将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重要价值的认识，极大地推进革命历史文化
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开发工作。去年9月以来，中宣部等10部委对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工作进行了专题安排，其中重点资助韶山、井冈山和延安三大基地的“一号工程”已经启动。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大与升华，也是民族精神
在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历史关头的丰富与弘扬。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就是对我党优良传统和革命精
神的褒扬，这无疑对新时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
设，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类纪念地和纪念物，蕴涵着丰富的革命历史知识
和红色文化价值。在红色旅游中，旅游者可以零距离地接触红色纪念地和纪念物，重温历史，学习
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也是世界先进思想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红色旅游的深入开展，将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游客，
前往老区的纪念地、纪念物观光游览。我国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将会进一步扩大，
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 
   （五）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打造旅游产业新品牌，提升旅游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是我国
旅游业实现新跨越的希望工程。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2004年，国内
旅游出游人数达1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4711亿元，接待入境外国旅客1693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
入257亿美元，已成为亚洲旅游强国。然而到此未穷千里目，还应再上一层楼。国家旅游局曾把
2005年确定为“红色旅游年”，在2005年里，仅陕西和河北两省的红色旅游，接待游客人数就分别
达到了1520万人次和1100多万人次，革命圣地延安接待境内外游客达509.42万人次。红色旅游已成
为全国旅游经济新亮点。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增强旅游部门干部职工的职业荣誉感和政治责任
感，提升旅游业在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局中的地位，扩大旅游业在全社会以至海内外的影
响，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旅游产业新品牌，带动古迹旅游、生态旅游和出境旅游同步发
展，实现2020年建成世界旅游强国的宏伟目标，都有极大促进作用（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思政理
论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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