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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红色文化的表达方式 

——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为例 

张广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精神，传播弘扬红色文化，今年江苏举办的“百年征程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1921—2021）”

（以下简称“江苏党史展”），抓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契机，以普及党史知识为基础，以弘扬革命精神为内涵，以

阐释创新理论为旨归，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播的理想殿堂、精神家园、教育基地、情景课堂，为记录伟大时代、传

承红色基因、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探索了新渠道。 

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的质朴表达 

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形态。红色文化的人民性决定了传播也要走群众路线。

江苏党史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服务群众中引导群众，在感动群众中凝聚群众。 

以群众视角精选展品展项。江苏党史展经过党史、档案、文物等领域专家历时半年的严格遴选、严谨考证，坚持党性与人

民性的统一，在真实性中体现政治性，在个性中反映共性，最终展出人们想看、爱看、喜欢看的实物（文物）124件，档案（文

献）730件。姚佐唐烈士用过的铁锤头、如东县委大印、李克农同志的办公桌、丁明俊传递情报时穿的旗袍等实物或仿件都成了

观众瞩目的焦点。上世纪 80年代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用品，也成为很多观众驻足热议的看点和话题，大家在今昔

对比中更为赞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今天的幸福生活。 

以大众语言阐释深刻道理。红色文化只有受到群众欢迎才能引导群众，只有群众接受才能教育群众。江苏党史展在提炼标

题、编写文字说明和讲解词时，坚持以人民群众的立场、视角、兴趣、感受为着眼点，着力打造人民的展览、群众的学堂。在

12 万字的文字大纲中，讲党在江苏 100 年来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创业、改革创新的奋斗历程，讲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

府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生动实践，讲群众身边事例，讲城乡面

貌变化，让观众看后自己思考、自己感悟，自己得出结论，从心底说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 

以感人故事弘扬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必须讲好红色故事。让青年人讲给青年人听，请在全国全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中

获奖的青年选手担任讲解员讲革命先辈年轻时的故事，相似的年纪、相通的心灵，缩小了主人翁与听众的距离，让革命先辈成

为青年人的榜样。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请被展出的当代典型来到场馆，讲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带领群众拼搏奋斗的故事，用

身边榜样感染人影响人。让改革先锋、知名摄影记者等历史亲历者记录者到现场讲历史，把政治化、符号化的英雄形象还原成

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活灵活现的“人”，用“第一人称”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表达 

只有成为艺术的盛会、美的殿堂，让展览富有生命，让展品充满感情，让展项带有温度，才能受到人们的诚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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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的空间艺术揭示主题。展览是一门综合的空间艺术。江苏党史展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展现党在江苏一百年

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这一宏大主题规定了展览空间的规格和样式。筹备组在

12000 平方米的展厅内，以 4个相对独立空间展示党史 4个时期，以 1600 米展线的峰回路转展示党的百年征程艰辛曲折，以近

7米高展墙的巍然矗立映射党的事业崇高壮美，以暗红向亮红色调的渐变反映民族复兴的方向……整个展厅在变化中寻求统一，

在部分中呼应全局，在张弛中把握节奏，构成一个气势恢宏、基调昂扬、庄严肃穆、催人奋进的神圣殿堂。 

美轮美奂的光影艺术营造情绪。展览本质上是视觉艺术。江苏党史展充分发挥摄影、绘画、雕塑等光影艺术各自优长，形

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视觉盛宴。在图片挑选上，注重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典型性、直观性，从 6 万多张图片中选出有“生

命”、会“说话”、能反映重大历史瞬间的经典画面，与展览主题、观点、人物、时代融为一体。在绘画运用上，大胆使用美

术作品反映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弥补因缺少历史图片造成的视觉空白。对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筹备组还精心制作了雕塑，

将主题形象由二维延伸到三维空间。在展览序厅，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党的一大与会代表的群体雕塑，深深震撼了观众。 

婉转优美的听觉艺术撞击心灵。江苏党史展在“历史”进程的不同节点，挑选《新四军军歌》《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春

天的故事》等不同时代的经典革命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激发人们或庄严肃穆、或热烈兴奋、或悲痛激愤

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 

走进历史、贯通古今的时代表达 

注重时代差异，借助时代载体，把握时代脉搏，为受教育者架起不同时代之间的桥梁，让红色文化传播既合乎古、又应和

今。 

在庄严仪式中对话先烈。为了让观众更深刻认识先辈们生活的时代，江苏党史展在仿制实物、营造氛围、还原史实上煞费

苦心，设置了 70多个场景，努力让观众穿越时空、回到从前。仿制中共一大会址的石库门楼房，观众步入其中，穿越历史、参

与建党的庄严神圣感油然而生。在江苏省委成立时的办公场景内，当了解到 8 年间江苏省委连续遭到 9 次重大破坏、16 次重建

改组，陈延年等 5位省委书记和 20多位省委领导先后壮烈牺牲时，几乎所有观众都为之感动，在电子献花台上列队敬献花圈、

寄托哀思。在赵世炎烈士牺牲 94年纪念日当天，数百位观众自发带来鲜花，敬放在烈士头像前面。 

在体验互动中感悟精神。文化在交流中传播，在互动中弘扬。江苏党史展借助科技手段，引入时代元素，推动了红色文化

传播更加深入人心。在让观众体会党在新时代的建设成就时，筹备组不仅等比例仿制了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

号潜水器，还装配 VR眼镜，用虚拟技术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在展览尾厅，设置电子留言台，观众在这里可以留言、点赞、评

论、为党和祖国献花。展馆还专门设置了庄严的宣誓厅，许多党组织团队观展结束后，在这里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巩固深

化教育成果。 

在“四全”传播中放大成效。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早已走出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历史窠臼，搭上了新时代快车。

江苏党史展充分利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放大效应，采取每日一展项、每周一展台、专题日直播等模

式，持续推出专家解读文物、厅局展示成就、组织名人观展、举行专题活动等，不断设置话题、引导舆论热点，使得展览突破

了坐等惯例，在全社会掀起了“媒体话展览、人人谈展览、家家看展览”的热潮。在疫情防控期间，筹备组及时应用实景复刻、

虚拟仿真、人工智能、云直播等技术，推出“天地一体、内外交融”的网上展馆，将线下展馆 100%实景搬至线上，同时开设“红

色基地全景瞰”专区，集纳荟萃全省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VR线上展馆，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打造了一个“足

不出户、永不落幕，随时在线、人人可看”的党史教育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