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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及其同时

代众多杰出人物均怀揣崇高理想，肩负道义重任，尽情展现

个人才智，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成

为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的风云人物。然而，历经社会变迁与历

史筛选，唯有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屹立

于时代潮头，成功实现了拯救民族于危难、挽救文明于濒危

的伟大目标。探究毛泽东成功的深层原因，或曰其相较于同

时代人的独特之处，鉴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似且思想引

领行动，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构成了其成功的关键

因素。

那么，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深深

植根于中国广袤大地，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同

时吸收了世界先进思想——马列主义的优秀成果，通过深度

融合，构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满足时代需求，能够有效

解决中国突出问题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其中，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华传

统文化蕴含着“克难”精神（钱穆语），而马列主义则彰显

了“以革命暴力推翻反革命暴力”的斗争精神，二者的结合，

塑造了毛泽东在斗争中崛起、于逆境中奋发的独特气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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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与同时代人最为显著的差异所在。

本文从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出发，探寻其思想的具

体来源；同时，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挖掘毛泽东思想

的组成要素，以此阐释中国革命选择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性，

并进一步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离不开已被

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2 红枣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2.1 文化形成规律与历史背景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抽象总结而形成

的。根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的观点，

自然界事物的自然属性是文化具体内容的来源。中华文明的

摇篮和发祥地黄土高原黄河流域，其自然环境和粮食物种成

为中华文化的构成成分和材料来源之一。

2.2 红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酸枣作为原产于中国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植物物种，

早在 1200 万年前就广泛生长。其发热量高、色彩鲜艳、颗

粒大、采集方便等特点，使其成为中华先民最早采集的野生

粮食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酸枣被驯化、培育成现在

的红枣。红枣文化的形成，是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总

结红枣生产生活特点、摸索红枣生长规律、体验红枣功能价

值的结果。

2.3 红枣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红枣文化一经形成，便发挥着以文化人的功能。红枣

的生活特点、功能价值以及精神内涵被中华先民借鉴吸收，

积淀、沉淀、固化，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质、民族性格、

民族精神及民族价值判断标准。例如，红枣的挂果率高、生

命力顽强等特点，被移植嫁接到中华民族身上，形成吃苦耐

劳、自强不息、勤劳勇敢、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红枣靠嫁接孕育新生命，中华民族靠汲取异域文明成果生成

新的前行力量，二者都显示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开放包

容的气度和气质。

2.4 红枣文化与“天道”
钱穆总结中华文化时指出：“一切人文都是顺应天道

而来”。所谓“天道”，即包括红枣在内自然界万事万物生

长变化的规律。红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顺应了自然界

生长变化的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种理

念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成为推动中华

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3 红枣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探析

    红枣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本文不仅依据文化形成

的规律和逻辑推理，还通过红枣神话故事、民俗节日、礼仪

等文化元素及古文献的佐证，深入探讨了红枣文化在中华文

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红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

的瑰宝，其历史渊源悠久，内涵丰富。本文旨在通过红枣文

化的视角，揭示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挖掘

红枣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3.1 红枣文化形成的自然基础与神话传说
红枣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自然属性的植物，其生长环境、

生物学特点等为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红枣在黄土

高原黄河流域的广泛分布，使其成为中华先民最早采集的野

生粮食之一。在此基础上，红枣神话应运而生，成为红枣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枣神话不仅与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如黄

帝、大禹、西王母等紧密相连，还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对自

然力量的崇拜和对生命力量的追求。

3.2 红枣文化与民俗节日、礼仪的交融
红枣文化不仅体现在神话传说中，还深深融入了中华

民族的民俗节日和礼仪之中。红枣因其美味实用而成为往来

物品和祭祀用品，西周前就已形成用红枣陪伴人生各个阶段

的习俗。同时，红枣因其挂果快、挂果多，以及剖面形似女

性生殖器和谐音“早”等特点，被赋予了生殖崇拜的重要意

义。此外，红枣还成为婚姻仪式中的规范标准，承载着繁衍

人口和婚姻规范的重要任务。

3.3 红枣文化在古文献中的记载与演变
红枣文化在古文献中也有着丰富的记载。从《诗经》

中的“八月剥枣”到后世各种文献中关于红枣的描写，红枣

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红枣的功能也经历

了从具体物像到抽象符号、从具体功能到抽象价值的转变，

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和精神符号。

3.4 红枣文化对中华民族思维与价值观的影响
红枣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还对中华民族

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红枣的

色彩搭配结构、口感特点等成为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和味蕾倾

向的重要来源。同时，红枣文化中的生殖崇拜和婚姻规范等

也对中华民族的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

外，红枣文化还渗透到了儒家、道家等思想体系中，成为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5 红枣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红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原始材料之一，其历史渊源悠

久，传承有序。从时间纵深看，红枣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过

程中的一条重要文化绵延线路；从影响面和度上看，红枣文

化化育出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看家资本。红枣文化不仅滋养、涵养了中华文明，还为中

华民族培根铸魂，成为中华民族身份标签和认证标准的重要

组成部分。

4 红枣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渊源探析

4.1 毛泽东思想与红枣文化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取了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其中包括红枣文化元素。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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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证。鲁迅虽非共产党组织上的成员，但其思想、

行动、著作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对鲁迅的高

度评价，不仅源于鲁迅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卓越成就，更在于

其坚韧不拔、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这与红枣文化中迎难而

上、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不谋而合。

4.2 鲁迅精神与红枣文化的交融
鲁迅的精神品质深受红枣文化的影响。从鲁迅的散文

《秋夜》中，我们可以窥见红枣文化的痕迹。鲁迅笔下的枣

树，默默而坚定地直刺着天空，象征着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这种精神与鲁迅本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高度契合，也体现了

红枣文化中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因此，可以说

鲁迅的精神就是红枣精神的一种体现。

4.3 红枣文化对毛泽东开放包容思想的影响
红枣文化不仅塑造了鲁迅等文化名人的精神品质，也

对毛泽东的开放包容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红枣靠嫁接孕育

的生物学特点，启发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气质。

这种气质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能够以一种开放

包容的态度吸收和借鉴马列主义等外来思想，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4.4 红枣文化与马列主义的融合趋势
近代以来，红枣文化与马列主义呈现出融合趋势。红

枣文化中的红色色彩文化，如赤胆忠心、忠诚事业、不怕牺

牲等精神品质，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不

仅体现在色彩象征上，更体现在精神内涵上。因此，当中国

选择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时，红枣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基础

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文化认同。

4.5 红枣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
红枣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为毛泽东思想提供

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还塑造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

的坚韧不拔、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同时，红枣文化与马列

主义的融合趋势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

5 毛泽东思想中的红枣文化元素探析

毛泽东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广袤大地与五千年文化沃

土之中，广泛汲取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其思想体系

中蕴含着丰富的红枣文化元素。这一点，从毛泽东对新文化

旗手鲁迅的高度评价中可见一斑。

在 1937 年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指出：“鲁

迅并非共产党组织上的成员，但他的思想、行动和著作均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

毛泽东更是对鲁迅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与评价，他称赞

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旗手”，“中国文化革

命的主将”，并连用十个“最”字来形容鲁迅的卓越贡献与

高尚品质。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不仅源于鲁迅在文学和思

想领域的杰出成就，更在于其坚韧不拔、勇于斗争的精神风

貌，这与红枣文化中迎难而上、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相契合。

那么，鲁迅这种“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以及“最硬的骨头”是如何形

成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鲁迅的散文《秋夜》中找到一些线

索。在这篇散文中，鲁迅写道：“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

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些枣树“默

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的要制他的死命”。

这不仅是一幅写实的红枣神话，更是鲁迅精神的象征，体现

了他迎难而上、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有文章分析认为，鲁

迅立志要像自己后院的枣树一样，坚持“韧性的战斗”，用

写作的笔作为“刀枪和匕首”，刺向他所憎恨的吃人社会。

因此，可以推断出鲁迅的精神就是红枣精神，其性格与品质

因红枣文化的涵养与滋养而形成。

此外，红枣文化中的生物学特点，如靠嫁接孕育新生命，

也启发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人文气质。这种气

质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吸收和借鉴马列主义等外来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

思想体系。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是红枣文化的受化育

者和继承者，更是其在新时代的发扬者与实践者。

然而，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鲁迅不是以反传统的身

份出现在现代文化舞台上的吗？为何在此将其定位为传统

优秀文化的代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入了解鲁迅所

处的时代背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奴化教育，以红枣为内

容的传统优秀文化几乎被侵蚀殆尽，中华民族陷入封闭落

后、一盘散沙的境地。鲁迅所反对的，正是这种由封建糟粕

文化和殖民文化结合形成的怪胎，他极力主张以“民主”、“科

学”的新文化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反对封建的吃人社会。

因此，鲁迅所谓的反传统，本质上是对殖民文化和封建糟粕

文化的批判与反对，他实际上是在重新寻找并弘扬丢失、遗

弃了的传统优秀文化。而他把反传统文化的手段也选择在推

崇、张扬红枣文化上，这进一步证明了红枣文化在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惊讶的是，红枣文化在近代与马列主义呈现出融

合趋势。红枣文化源于红色色彩文化，而红色色彩文化在近

代逐渐演变成赤胆忠心、忠诚事业、不怕牺牲、坚决革命等

精神品质，这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高度契合。马克思最喜欢

的颜色是“红色”，《国际歌》中的“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也体现了红色的革命精神。因此，可以认为以红枣文化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近代与马克思主义有着

合流趋势。这是东西方两大文化流派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各自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自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

和中国选择马列主义也与共同拥有的红枣文化中的红色文

化基础有关。这种共同基础使得选择更加自然、必然，结合

更加深入、高效，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38

教育与传统文化·第 01卷·第 04 期·2024 年 09 月

6 毛泽东思想与红枣文化：中国革命的必然
选择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南，其成功实践不

仅证明了自身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彰显了以红枣

文化为内容的传统优秀文化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可或缺性。红

枣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精神内涵的传统

文化，其特点在于不因树龄超长而中断，不因环境恶劣而死

亡，不因遭遇变故而停止。这种在逆境中崛起、愈挫愈勇的

精神特质，与中华民族历经坎坷仍砥砺前行、历经磨难仍负

重赶超、饱经风霜仍屹立不倒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

红枣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百折不挠、

逆境崛起的人文特点，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克难”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与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不谋而合，共

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厚底蕴。在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

危急关头，毛泽东思想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革命精神，适

时地出现在了中国亟需这种气质的历史时刻，成为了引领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和实践者，其个人气

质与思想体系与红枣文化紧密相连。他超越了常人思维，以

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令人惊叹

的抉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毅然举起抗日大旗，选择

延安作为抗日根据地，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历史担当和

民族情怀，更彰显了他对红枣文化及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

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政治动员”和“组织”

民众参与抗日战争的思想，正是对红枣文化中“不屈不挠”

的反抗传统和“英勇顽强”的抵抗意志的深刻挖掘和弘扬。

他通过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觉和团结精神，构筑起了一道坚不

可摧的抗日长城，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过

程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举，更是红枣文化在中国革命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例证。

此外，毛泽东在选择革命道路和根据地时，也充分体

现了对红枣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他优先选择文化厚重、

具有反抗和斗争传统的区域作为革命根据地，这些区域正是

红枣文化发育和传承的重要区域。这种选择不仅为革命提供

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启迪。

7 结语

综上所述，红枣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气质，在中国革命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

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成功实践不仅证明了自身是中国

革命的必然选择，也进一步彰显了红枣文化在中国革命中的

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

途上，我们仍应敬畏红枣文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不断挖掘和弘扬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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