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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态势与路径
——以“雨花英烈精神”传播为例

刘　洋　韩雨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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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进程的全面加速正引领着红色文化传播生态的深刻转型，推动其在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中以创新姿态融合。本

文聚焦于“雨花英烈精神”的社会化传播案例，运用双重视角——数字赋能下的媒介协同效应与受众互动机制，探索这一背景

下红色文化传播的态势与路径。结合理论解析与实证数据分析，本次研究发现：一方面，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为红色文化传播

开辟了新平台，孕育了多样化的传播形态；另一方面，受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促使红色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成为必然。然而，

从数字化演进的另一面来看，信息隐私泄露、信息安全威胁等新兴问题相伴而生，导致信息环境的碎片化及不实信息的扩散，

这对保持红色文化传播的纯净性和深化其内涵构成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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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ing trend and path of red culture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Take the spread of the “Yuhua Heroic Spiri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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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verall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 process is leading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promoting its innovative integration in the booming cult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case of “Yuhua Heroic Spirit”, and uses a dual perspective - media synergy effect and audience 
interaction mechanism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to explore the trend and path of red culture communic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find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opened up a new platfor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nurtured 
diversifi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audience make it inevitable 
to innovat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red culture. However,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gital evolution, emerging problems 
such as information privacy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hreats are accompanied by fragm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spread of false information, which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maintaining the purity of re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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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深厚底蕴的载体，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展现出新颖的传播特征与路径拓展。挖掘红

色资源的深层价值与传承红色传统，对于汇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

不可估量的意义。深刻体现了对革命精神保护与弘扬的高度关注，特别强调了雨花台烈士群体所体现的崇高精神

价值，进一步凸显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价值与启示意义。[1] 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媒介深度融合交织的

广阔时代背景下，围绕红色文化核心的民族优秀精神、崇高革命遗产及先进时代价值观的全媒体传播与涵育体系

构建，已成为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研究焦点。

一、数字时代“雨花英烈精神”传播的现实意义

" 雨花英烈精神 " 作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标志

性文化和精神象征，其根源深植于南京雨花台地区新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量革命烈士在此英勇牺牲的历史事

件中得以彰显。“雨花英烈精神”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尤其是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及周边

地区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实践，并最终在雨

花台及南京周边地区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群体所

体现的革命精神 [2]。“雨花英烈精神”体现了共产党

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核心特征包括坚定的信念、忠诚于党、不畏牺牲。“雨

花英烈精神”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艰

难困苦岁月中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其深入人心的群众

路线和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为我国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雨花英烈精神”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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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并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彰显新的传播面貌与路径。雨

花英烈们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书写

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辉篇章，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

代表，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自由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

斗，凝聚着中国革命的理想和精神。因此，深入挖掘和

解读“雨花英烈精神”，不仅有助于传承红色文化的历

史底蕴，更能够激励当代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深入传

播和实践。基于此，系统性研究与传承“雨花英烈精神”，

对于激发全民爱国情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不可小觑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数字技术应用下红色文化传播态势分析

在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红色文化作为承

载中国革命历史深邃内核的载体，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传播新特质与路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本文应用 SPSS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立足传播渠道、传播触达、传播影

响等维度，对红色文化在大众传播层面的传播现状进行

分析，为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效

率提升、模式创新与影响力扩大的具体路径与策略奠定

基础。

（一）大众了解红色文化的渠道

本文首先就公众对于红色文化传播的认知现状进

行调研，以获得社会大众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以及存在的认知差异与传播效果的实际反馈。

调研数据显示，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微博、小红书

等社交媒介，成为获取红色文化信息的主流通道，占

比高达 68.18%，显示出数字化平台的显著优势。影视

媒介紧随其后，以 61.82% 的占比呈现其在文化传播

中的重要角色。传统媒介如报纸、学校教育体系等，

分别占比 65.45%、59.09%，表明其在红色文化传播

中仍保有稳固地位。相比之下，家庭教育的参与度略

低，占 45.91%。而其他非典型渠道则占比最少，仅为

16.36%，说明其在当前红色文化传播中的边缘位置。

整体来看，互联网与影视成为大众接触红色文化

的主要窗口，而传统媒介与教育体系虽有其作用，但需

加强，家庭教育及其他渠道需被激活。

（二）红色文化传播受滞的主要原因

根据近年来旅行大数据分析显示，年龄介于 13 至

27 岁，即所谓的“Z 世代”群体，已成为红色旅游消费

市场的主导力量，其在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消费者中的占

比接近六成 [3]。这一高比例数据明确指示了该年龄段

群体在红色旅游板块内的高度偏好与活跃度。此外，观

察到“90 后”与“00 后”群体参与红色旅游活动人数

的显著攀升，进一步印证了年轻世代对红色文化传承的

热情增长及关注度的大幅提升，体现出在新时代背景下

青年群体对历史文化认同感的增强趋势。然而，在探索

红色文化在数字化语境中的传播态势时，不可避免地需

直面其在传承与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

上述问卷揭示了现存的问题：宣传力度不足，宣

传覆盖范围有限，这直接指明了红色文化传播需强化并

扩展宣传策略，拓宽推广渠道。同时，内容创新性缺失

导致难以吸引目标受众，提示红色文化传播需与时俱进，

结合现代社会背景与年轻人的具体需求，革新内容形式

和展现方式，以增强吸引力，确保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

与时代同步，满足新一代的审美与认知习惯。

（三）新媒体平台影响红色文化关注度的因素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新媒体平台在

提升红色文化关注度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正面效用，如通

表 2-1 了解红色文化的渠道

表 2-2 红色文化传播受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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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术革新与内容多样化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但其影

响并非全然无瑕。

本次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受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关

注和传播红色文化内容时，平台的页面布局对其关注度

具有显著影响，占比 61.36% 的受访者强调页面布局设

计是他们关注红色内容的关键因素。内容主题的吸引力

居于首位，高达 83.18% 的参与者认为内容主题直接决

定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度。而内容的组合排列与呈

现方式同样重要，69.55% 的受访者认为合理的内容组

合提升了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此外，语言风格亦不容忽

视，影响了 61.82% 的受访者认为语言表达方式影响他

们对红色文化的感知。相比之下，其他因素影响力微弱，

仅占 14.09%

由上可见，新媒体平台在进行有关红色文化内容

的品项设计时，需重视页面布局、内容主题、内容组织、

内容组合、语言风格等元素的优化，以最大化提升用户

关注度。

三、“雨花英烈精神”在数字化传播中的多元路径

数字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多元化交互

特性，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领域、创造了新可能，

通过延拓传播路径，极大拓宽了其影响力边界，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增添了新的维度与动能。

以往，红色文化资源主要通过书籍、电视、广播

和实地参观等方式传播，受众群体相对有限。数字技术

驱动下，诸如“双微一抖”等社交媒体平台、在线教育

门户及数字图书馆等新兴传播媒介顺势兴起，对“雨花

英烈精神”及广泛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与效果产生

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的分发与交互

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是当前最

流行的信息传播工具。在这些平台上，政府部门、团体

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发布关于“雨花英烈精神”的内容，

包括文字介绍、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用户可

以迅速接收到这些信息，并进行评论、点赞、转发等互

动操作，进而将信息扩散到更广的范围。特别是一些创

新的内容形式，如微电影、声音剧等，能够以更贴近生

活、富有情感的方式呈现“雨花英烈精神”，深受年轻

人喜欢。

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的渠道，社交媒体平

台以其便捷性和大众化特点，吸引了大量用户。在这些

平台上，以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的关于“雨

花英烈精神”的信息，能迅速获得大量浏览和分享。基

于上述调查，许多用户表示这种轻松直观的方式使他们

更愿意接收和传播“雨花英烈精神”。新兴短视频平台

抖音也成为了当下宣传红色文化传播的热门渠道，截至

2022年2月底，抖音上有146个以红色文化命名的账号，

以及 30 个以红色文化“话题”呈现的账号。这些账号

大致分为商业、公益和业余三类，其中商业类数量较多，

公益类数量较少，还有少量的业余类抖音账号 [5]。

（二）视频网站和慕课平台的广泛覆盖与深度传

播

以 MOOC（中国大学慕课）和哔哩哔哩为代表的在

线教育与中长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深度学习的机会，

虽然这种方式可能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但调查中

部分用户表示，他们愿意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更系统、

深入地理解“雨花英烈精神”，以获取与之相关的更为

全面的知识。

例如，哔哩哔哩上河海大学“青春计 E”宣讲团制

作的关于“雨花英烈精神”的视频，播放量为 587 次，

弹幕量为 0，点赞数为 9，投硬币数为 2，收藏人数为

4，转发人数为 17[6]。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板块也曾制

作郭《雨花台论坛》节目，播放量为 2890 次，弹幕量

为 7，点赞数为 47，投硬币数为 4，收藏人数为 65，转

发人数为 134[7]。有的平台会开设相关主题课程，邀请

专家学者进行讲解，或者制作课程视频，涵盖历史背景、

英烈事迹、精神内涵等各方面内容。另外，这些平台通

常会提供课程论坛、答疑区等功能，让学习者能够进行

交流讨论，提升学习效果。

（三）数字图书馆的在线检索与珍贵典藏

数字图书馆作为权威红色文化资源的宝库，精心

汇编纂集了诸如雨花英烈的原始文档、历史图像等珍贵

资料，利用先进的搜索引擎与分类索引系统，为公众检

索与获取提供便捷通路。图书馆更进一步推出数字化展

览与在线阅读服务，使得红色文化资源实现无时地访问

与即时欣赏，满足用户查阅雨花英雄的历史文献、图片、

新闻报道等需求。尽管此模式对用户检索技能有一定要

求，但调研指出，对雨花英烈有深度研究需求的用户更

偏好此类平台。

表 2-3 新媒体影响群众关注度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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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种新兴传播渠道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雨

花英烈精神的传播，用户对传播路径持有各自的倾向性，

因此需根据不同传播路径特性，量身定制传播策略以适

应多元化用户需求，以此提升雨花英烈精神的传播效益。

四、数字赋能下“雨花英烈精神”传播的趋势和

挑战

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诸如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及混合现实（MR）等前沿媒介的应用，也

为红色文化传播积极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维度。这些技

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营造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使受

众能够跨越时空限制，亲历历史场景，从而使受众在高

度参与和情感共鸣中深刻理解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显

著提升以“雨花英烈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传播的影

响力与教育效果。

然而，技术赋能之下的红色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

挑战，如信息准确性、版权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需

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从数字化的演

进视角审视，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深刻地重塑了

红色文化传播的格局。在此背景下，“雨花英烈精神”

的传播路径中既蕴含着丰富的机遇，亦遭遇了多重挑战。

数字化技术以高速度、强互动性及广覆盖范围为特征，

尤其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形态的兴起，极大丰富了传播手

段并增强了传播效能。社交媒体平台、在线教育门户等

新兴传播渠道，为红色文化遗产的全球推广铺设了广阔

舞台，实现了跨地域、跨文化的广泛触达。

但这一进程并非毫无隐忧，数据隐私泄露、信息

安全威胁等伴随而生的问题导致了信息碎片化与不实内

容的泛滥，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纯度与深度构成了挑战，

也凸显出加强监管机制与规范体系建设的迫切性，以保

障红色文化传播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结  语：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红色文化研究需

持续创新，紧跟技术前沿，确保红色文化在传播中保持

时代活力与影响力。未来的红色文化传播将深刻融入跨

平台整合、个性化定制与社区化生态的发展脉络之中，

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剖析能力，传播策略将更

加侧重于精准捕捉个体的兴趣偏好与行为模式，从而实

现内容的精细化定制，同时深化受众的参与感与沉浸度，

推动红色文化的有效触达与深刻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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