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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创建了综合性和专门性的革命纪念馆，如宁夏博物馆、将

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盐池县革命纪念馆等。

红色革命遗址遍布宁夏的各个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广大宁夏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工

作的重要历史见证，生动鲜明地为后人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宁夏人民为革命事业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和爱国

情怀，折射出无数宁夏儿女充满血和泪的革命历史。

2、精神维度——悠久的文化传承

物质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这种物质载体所呈现的精神

理念就是文化的精神层面。宁夏红色文化的精神层面就是

指通过具体的革命事迹和物质形态所传达的革命精神，主

要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理念等。1934年，第五

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转移，开启了

长达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革命先辈以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

信念结束长征，红军在宁夏将台堡成功会师，为革命的胜

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长征精神一直鼓舞并激励着

中华儿女在祖国繁荣富强、不断发展的新时代依旧坚持爱

国爱党，始终如一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

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6年毛泽东在抵达陕北前夕

途经宁夏，在攀登六盘山时写下了著名佳作《清平乐·六盘

山》，朗朗上口的词藻生动展现了毛泽东个人的胸襟抱负与

红军不畏艰险的爱国情怀。时至今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六

盘山精神依旧是宁夏人民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食粮。

3、制度维度——宝贵的经验总结

党 领 导 宁 夏 各 族 人 民 群 众 在 革 命 实 践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就是宁夏红色文化的制度维

度，是适合宁夏地区具体社会实际的正确指导理论。在红

军西征初期，为巩固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行积极的

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党中央创建了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旧址位于宁夏同心县同心清真大寺。“单家集苏维

埃政府”作为西吉县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是红军西

征期间三次停驻单家集的革命产物，至今为当地群众津津

乐道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就是毛泽东为团结回汉群

众力量在此地提出的。 [5]在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交互作用

影响下，我国各民族居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

点。宁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穆斯林同胞有他们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所以

党一直坚持推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和主张，极大地保

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为国家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实践基础，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提供

了相关经验。

宁夏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宁夏这片黄土地上孕育而成的红色文化有着鲜明的

地域特征，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党领导的革命

活动为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宁夏人民群

众进行社会革命的产物，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宁夏红色文化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扎实的文化基础、

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实践基础三个方面。首先，宁夏

红色文化深深扎根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

之中，凝聚和秉承了宁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扎实

的文化基础。其次，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宁夏以来，宁

夏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宁夏的革

命实践相结合，因此宁夏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为依据，符合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

最后，宁夏红色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国共

产党领导宁夏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进取，使得这一

文化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文化基

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的紧密结合是宁夏红色文化科学

性的基础也是重要保障，必须坚持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便更好地推动宁夏红色文化的发展。

2、旗帜鲜明的时代性

宁夏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时代

性主要表现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

所 谓 历 时 性 就 是 当 人 们 提 起 某 种 精 神 ， 会 自 然 联 想

到与这种精神相关的某些具体事务。 [6]例如提到六盘山精

神时，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诗作《清平乐·六盘

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六盘山精神，想到中国革

命的艰难发展历程；提到将台堡遗址，会想到三军会师的

激情与震撼，想到红军历经困难爬雪山、过草地的不屈不

挠的胜利会师情景。这种历时性体现了红色革命精神促使

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产生思想方面的升华。共时性是将

某种精神的内核贯穿于民族发展中，以这种精神来激励学

者积极进取。历史不断发展进步，虽然红色精神、物质和

制度是与当时阶段性的社会同步，但其本身所蕴含的主题

是永恒的。红色文化的共时性使中国人不管在什么地方、

什 么 时 候 提 起 ， 都 能 产 生 共 鸣 ， 都 能 让 人 感 到 振 奋 。 因

此，任何一种红色文化精神的形成都会成为我们宝贵的精

神财富，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3、基础坚实的群众性

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是全国人民的任务，也是宁夏人民的首要任务。只有在

革命过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发

挥厚积于群众中的力量。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宁夏红色文化的主体是广大

的宁夏人民群众，这种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宁夏人民

在革命斗争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因此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红色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宁夏红色文化经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在新时代的今天

依旧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成为激励和鼓舞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