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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乡村景观中红色文化的传承研究

谢旭斌，李雪娇，唐可风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摘要：为了发掘、重拾散落在湘西南乡村景观中，红军长征时留下的革命文化遗迹及红色景观资源，汲取红色文化养分，传承红

色革命精神，促进红色文化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转化培育和资政育人的作用。综合利用田野考察、文献法等研究方法，重点选

取了若干湘西南乡村景观中遗存的红色革命旧址、红色标语景观、红色革命遗物及历史故事等红色文化景观资源，深刻挖掘并

领悟蕴含在其中的重要红色历史事件、感人革命故事、红色革命传统等红色精神。借此呼吁人们树立文化拯救意识，合理保护

独特的红色文化景观，因为这是革命文化历史的印记，是传承红色文化精神、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的重要财富，对传承与发展乡

村红色文化，振兴乡村文化及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与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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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over and regain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Red landscape resource left by the Red Army

during its Long March scatter Red in the rural landscape of southwest Hunan, to absorb the nutrients of the Red culture, inherit

spirits of the Red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of Red culture in modern rural communities.

Research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etc. were applied comprehensively to select some Red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such as Red revolutionary sites, Red slogan landscapes, Red revolutionary relics, historical stories, etc. which remained in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s of southwest Hunan province. Then, the important Red historical events, touching revolutionary

stories, Re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and other Red spirits were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salv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asonably protect the unique Red cultural landscape, because the Red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is the mark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also an important wealth to inherit the Red cultural spiri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d 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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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进程中形成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中发展而来的兼容并蓄的优秀文

化[1]。其中蕴含的不畏强敌、忠诚无私、清廉为民、勇

收稿日期：2019-11-0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ZDB037）

作者简介：谢旭斌（1972—），男，湖南人，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景观、乡村文化艺术遗产、

艺术哲学等。

[景观文化]

10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0年2月

于创新、万众一心等精神特质，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红色文化景观是革命历史与红

色精神的物化体现，具有历史性、唯一性和传承性，是

极其珍贵的文化景观资源，更是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传

承红色文化基因的精神财富。湘西南由于地理位置偏

僻，经济发展相对不足，因此在乡村中留存着一批原

真、质朴、丰富的乡村红色文化景观。通过发掘、探索、

利用乡村红色文化景观资源，深刻领悟蕴含在其中的

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对缅怀革命先烈、坚定文化自

信、发挥红色文化的感召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

作用。

一、湘西南乡村红色文化景观

红色热土湘西南是红军长征的途经地。红军长征

途中由于行军需要、战略转移、政策宣传、召开会议等

军事战略与革命活动需要，在此遗留下珍贵的红军长

征足迹和革命文化印记，形成了类型丰富的红色文化

景观。乡村红色文化景观是重要的红色文化载体和革

命历史的见证，更是革命文化历史的“精神地标”。

红色文化景观是革命文化精神的景观地标。湘西

南作为一方红色革命故土，地处武陵山与雪峰山两大

山脉体系中，位于现在的张家界、怀化、邵阳三市的西

南部地区，其所辖的桑植、大庸（张家界）、永顺、保靖、

洪江、新晃、会同、通道、绥宁、武冈、城步、洞口等县聚

居着苗、土、侗、汉等多个民族[2]。湘西南一带由于地

理位置险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之地处

省界边缘，所以该地区成为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势力

的薄弱地带，这为红军战略转移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地发生过多次消灭反动派、

反围剿、红军长征等重大红色历史事件，著名的有长征

时的通道转兵会议，抗日战争时的湘西会战（雪峰山抗

日战）、日本“芷江受降”等。湘西南的绥宁、城步、武

冈、洞口、通道等县，是长征中红二、红六方面军多次反

转的途经地，由此在乡村景观中散落遗留下了诸如红

军路、红军门、红军楼、红军井、红军桥、红军住所等独

特而多样的红色文化景观。红色文化景观作为革命文

化历史的“精神地标”，从景观类型的角度，可以分为以

下类型。

1）老屋建筑景观：革命行军驻留地。红军在行军、

反围剿、打土豪或者战争的过程中，为了既便于聚合、

训练、开会、休憩、物资储备等日常军队活动，又不影响

百姓，因此常选择村落中的公共建筑，如祠堂、风雨桥、

书院、寺庙等地停留驻军。包括红军革命指挥所旧址、

红军会师旧址、红军将领故居、红军驻扎地等红色文化

景观。例如洞口县的武安宫，又称忠烈祠，是红六军团

十七师师长吴正卿率军经过石下江时的驻扎地。驻军

期间，红军在保证日常练兵的同时，还打富济贫，进行

着土地革命。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在此驻军宿营的

艰苦岁月和清廉为民的革命精神，特设“红军楼”，此楼

也成为该地一处独特的红色景观。绥宁县寨市镇的龙

氏宗祠是红军第七指挥所旧址，是一处以宗祠建筑为

革命基地的红色景观。张云逸、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

此处指挥作战，取得了自“百色起义”后的首次重大胜

利。在指挥所旧址附近，还保留了红七军政治部、军事

部旧址，红军标语，红军哨堡和红军战壕等红色景观。

除此之外，还有以民居建筑为基础建立的红色景观，如

红二、六军团洞口花园会师旧址——红二、六军团萧克

石江指挥部旧址等。

2）廊桥道路景观：红军长征途经地。红军长征的

途经地，包括红军桥、红军路、红军门等。这类红色景

观往往是依据红军长征行进中发生的感人故事而设立

的。例如绥宁县的黄桑坪苗族乡里，在由坝那部落行

至上堡村的沿途，有一处鲜艳的“红军路”旗帜雕塑景

观。据记载，1934年9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

六军团由城步进入绥宁，击溃伪军后，夜晚休息时沿着

道路就地宿营，和衣而睡，虽然红军队伍占领了6.5公

里长的山路，但是近万人的队伍休整未惊动周边苗寨

百姓，因此当地百姓将此路命名为“红军路”，予以纪

念。再如洞口县花园镇的红军桥，是百姓为了纪念贺

龙、肖克率领红军长征途经此处时，和当地百姓建立了

亲密的鱼水关系而设立的，并留存至今。

3）红色标语景观：革命思想的红色路标。红色标

语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符号，是宣传党的政治路线与方

针政策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简洁化、直观化、审美化

的特点[2]。红色标语景观依附于传统建筑、老屋的墙

壁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

埃政权”是书写在绥宁县红石岩镇江坡村的两幅标

语[2]。红色标语以简洁有力的话语起到宣传思想、凝

聚人心的作用。

4）烈士公墓、纪念碑：革命战士牺牲地。人们为了

纪念和缅怀英勇无畏的牺牲战士而立，如莲花桥红军

烈士墓、绥宁寨市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

5）红色遗物：革命战争遗留物。如钱币、马镫、马

鞍、水壶、马灯、衣物、信件、家书等红军长征途中的遗

留物，每一个遗留物的背后都蕴含了感人的红色革命

故事和红色革命精神。如今，部分红色革命遗物被当

104



谢旭斌等：湘西南乡村景观中红色文化的传承研究第2卷 第1期

地百姓所珍藏并成为传家之宝。

二、蕴含的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提出的新要求。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内

在的红色本质，红色传统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血脉，

红色文化资源是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的内在聚合，并以

资源的方式表现了出来[3]。因此，在乡村红色文化景

观中蕴含的红色基因是红色文化的精髓，更是红色文

化与革命精神传承的种子。每一处乡村红色景观背后

都蕴含着感人的故事，每一个感人故事里都饱含着军

民情谊，是一幅幅军爱民、民拥军、军民血肉相连的动

人画面。红色革命发展在乡村、战斗在乡村、壮大在乡

村，也正是因为这些红色文化景观根植于乡村，其中蕴

含的红色基因才显得更为淳朴、真挚，是中国共产党人

与各族人民共同留下的印记。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

红色革命的传统。在苗、土、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

南，军民和谐团结是民族团结的历史印证，团结少数民

族的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李安葆在《长

征史》书籍中记载：“到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指战员

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衣服、毛巾等，热情地赠送给当地的

各族人民。当那些一贫如洗的‘干人儿’（穷苦人），得到

红军的礼物后，个个眼含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4]。”

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第二、第六军团会师。红六军

团突围的任务是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

创立新的苏区[5]，于是红军辗转经过城步、绥宁、武冈、

洞口、隆回等地，留下了珍贵的革命足迹。如今湘西南

的乡村景观中仍保留有钱币、马灯、衣物、水壶等红色

遗物，这些不仅是军民相融的历史见证，而且是红色基

因的坚实承载。

三、乡村景观中红色文化的价值旨归

革命遗物无言却厚重，红色故事质朴却感人。乡

村景观是一种物化的、无声诉说的文化景观，尤其包含

在其中的红色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

价值。可以拂去蒙在其上的灰尘，感悟其红色精神，感

知其中的价值旨归。红色文化景观是物化的，但是红

色革命精神是永存的。几枚小小的钱币，反映出红军

革命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朴实；一盏平凡的马灯，

展现了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真挚感情；伫

立在乡村的革命老屋，诉说着革命历程的峥嵘岁月。

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在进行湘西南红色文化景观调

研的过程中，寻访到的老人们每讲起当年的红军革命

故事，都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在绥宁县的黄桑坪乡上堡村，王球娇老人的家人

曾经历过一段同红军战士的感人经历。王奶奶虽然年

迈，但是精神矍铄，面露自豪的笑容，并娓娓道出当年

的故事。1935年，萧克部队率军经过上堡古国，在附

近的乌鸡山上累死了一匹驮着行李粮食的马，同时有

三、四位红军战士由于体力不支脱离大部队，在上堡古

国停留。于是他们找到了当地山上的一户人家，希望

在此地找点吃的充饥。家中只有一位老奶奶在家，由

于对红军不了解，误以为是土匪势力，心中大惊。红军

战士连忙大声解释：“老人家，您不要害怕。我们是红

军战士，不是坏人。我们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您能不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填肚子？”质朴的老奶奶听了很心

疼。可是当时家中没有大米，只有当地的粗粮和南

瓜。老奶奶有点不好意思地对红军说：“家里穷，没有

大米，只有一些粗粮，还有南瓜。”红军连忙说：“没关

系，没关系。只要能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红军战士

在老人家吃了一些粗粮和南瓜，吃过饭后，连声道谢。

离开前，一位红军战士说：“老奶奶，您一看是个好心

人。我们还想把一个病号托付给您。这个小红军因为

营养不良，得了一种流行的‘达摆子’病，走路一瘸一拐

的。我们希望他在您家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了

再回部队。”好心的老奶奶看到虚弱的小红军很心疼，

不顾自己并不宽裕的家境爽快地同意了。红军战士连

声道谢，放心地离开了。事后老奶奶的家人在南瓜里

发现了红军战士留下的六枚铜钱。铜钱藏得很隐蔽，

红军战士在南瓜顶部用刀子划了一个弧形的盖，铜钱

藏在盖子下面。在南瓜的旁边，红军还留了一盏马灯、

一个茶壶、两个马踏以及一条红军娘子的裙子。八十多

年来，这些红色遗物在王奶奶家中珍藏如宝，代代相传。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下团村的“老苗王”杨光清老人

的家中，珍藏着一个红军马灯。据杨老讲述，1934年9

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以任弼时、王震、萧克率领的中

国中农红军第六军团进入城步。经过激战的红军战士

伤病严重，当经过杨光清老人的家时，因杨老的奶奶略

懂一些苗医、苗药，面对伤员毫不惊慌，先安顿伤员住

下，用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然后自己亲自上山采药，

有红伤药、跌打药、消炎止痛药等。奶奶采药归来后立

即给伤员或是外敷、或是煎服药物。红军伤员在杨老

家住了两天后伤情和病情都大有好转。9月14日红军

启程要往丹口镇大桥头村出发，伤员的病情也好了。

当大部队路过杨老家带伤病员一起上路时，营长周仁

杰命令一个战士取出一盏当时配备给部队常用的马

灯，对杨老的奶奶和母亲说：“你们热心救了我们的伤

员，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本当重金感谢，但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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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很穷，拿不出银两来酬谢，这盏马灯是部队配备

给我们用的，我看你们家人来客往的，晚上用松明照光

很不方便，这盏马灯送给你们，一是作为酬谢，二是作

为纪念。等革命成功，红军会记得的！”这盏红军马灯在

杨老家足足保存了八十二年，是家中珍贵的传家之宝。

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折射着红色

文化历史与革命故事，都体现了红色文化独特的精神

价值。这些红色文化景观反映了党和红军对人民群众

的深切同情与关怀，流露出红军与劳动人民休戚与共、

患难相助的真挚情感，也饱含人民群众对这支红色革

命队伍的支持，蕴含着军民群众同生死、共命运、心连

心的鱼水情深。

四、乡村红色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为了传承红色文化基因，需要正确认识红色文化

景观和红色精神的文化价值。湘西南现存的一座座诸

如武安宫、龙氏宗祠等红色革命旧址，一幅幅“在我党

领导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

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人民服务[2]”等红色标语景观，一个个马灯、茶壶、马踏

等红色革命遗物，都是培育红色文化精神、厚植红色文

化沃土的景观资源。

红色文化景观是一种宝贵的红色资源，因此应充

分发挥其效用，强化其资政育人的文化功能。发展乡

村红色文化旅游是传播红色精神的有效途径。将零散

化、碎片化的红色景观资源进行整合，深入挖掘其中蕴

含的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红色文化景观是资政育人

的“鲜活教材”，应将其作为宝贵的教育资源，从而增强

公众参与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公众意识到，红色

文化就在身边，是活生生的、触手可及的革命历史、英

雄历史、奋斗历史，其中饱含的理想信念、革命传统是

全党和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乡村红色文化旅

游，不仅可以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使内心受到触动和启

迪。然而，要正确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景

观，避免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使红色文化走向庸俗

化，从而削弱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的意义。

五、结语

湘西南乡村红色文化景观形态多样、精神内涵丰

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坚定的革命史、奋

斗史，具有见证革命历史，激发群众觉悟，传播和弘扬

忠于理想、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等优秀革命精神的作

用，对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促进社会进

步有着重要意义。这些红色文化景观随着时代的发

展，已融合成为乡村景观文化历史的一部分，转化成了

发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文化资源，也生成了村

落景观红色文化文本语义的语言符号与艺术载体[2]。

如今，人们应树立拯救意识，合理保护红色文化景观，

并树立红色精神与文化资源意识，将红色革命精神内

化于人们的精神需求，外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切实起

到红色文化的感召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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