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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摘要：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的不断加

快，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对海

南本土传统文化传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愈

发紧迫。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术所面临的发

展机遇与面临的挑战一样大。本文从海南自

贸港建设对本土苗绣艺术的影响、发展机遇、

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展开，以期为海南本土苗

绣艺术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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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地各

级政府的重视，海南也不例外。随着海南自贸

港建设步伐的加快，本土各种具有悠久历史的

地方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南

苗族刺绣，作为海南本土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审美价

值，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之下，研究其传

承与发展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本土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对于推动海

南自贸港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促进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术市场的发展

海南自贸港建设给苗族刺绣艺术市场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海南作为国内外知名的

旅游圣地，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本土苗绣艺术

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特色，通过自贸港

的政策优势，可以吸引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

和游客，为苗族刺绣艺术市场提供广阔的市

场空间；自贸港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得海南与

国际市场的交流更加频繁，也为苗族刺绣艺

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海

南省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和补贴政策

也对苗绣艺术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助于本土企业和灵活从

业者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海南省政府通过政策优势、国际交流、文

化产业扶持和旅游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措

施，为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南本土苗绣艺术市场

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但是，

机遇是与挑战共存的，海南苗绣在发展的同

时也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传统技艺传承不

畅等挑战，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扶持，也要加

大创新发展力度，这样才能推动本土苗绣艺

术市场的持续发展。

二、优化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术产业链的

进步

海南自贸港对文化艺术产业各项扶持政

策为本土苗绣艺术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文化产业

所制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为产业链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

年来，前来海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以及各种

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加，为本土苗绣艺术作

品的销售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扩大了市场的

需求。同时，海南自贸港旅游文化市场的发

展也促进了本土苗绣艺术产业链的升级，它

开始向规模化、品牌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通过与旅游业、文化艺术产业以及快时尚产

业的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提升了

整体的市场竞争力。

除了市场方面的影响外，科技创新也是推

动本土苗绣艺术产业链升级的重要环节。在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本土苗绣艺术研发

的企业开始将数字化设计等现代科技手段应

用于生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同

时，企业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了传统技

术在新时代的技术研发和创新。[1]

三、推动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术的国际化

发展

随着当今社会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作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重要的对外文化宣传载体

的海南本土苗绣，必然要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所以当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环境，也成为了

本土苗绣艺术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保障。海

南作为国际旅游岛，每年都会有大量国内外游

客前来旅游度假，自贸港各种优惠政策同样吸

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者、国际大企业前来投

资，这种大环境为本土苗绣艺术作品的展示和

推广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为本土苗绣艺术市

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泉。

近年来，国际性的文化活动经常会选择海

南作为举办地，而这样的文化活动为本土苗

绣艺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条件和平台。本土苗绣艺术的传承人、苗绣

企业可以通过与外国艺术家的交流合作，吸

收更多现代艺术文化的创新元素，以提高自

身的艺术水平，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作

出更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品，从而促进市场竞

争力的不断提升。同时，国际性的文化活动

也为本土苗族刺绣艺术的教育、培训和交流

提供便利，有助于培养新一代的本土苗绣艺

术传承人。

另外，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也为本土苗绣艺

术提供了更多的宣传和推广的机会，对品牌

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政府各种扶持政

策的帮助下，本土苗绣艺术传承人和苗绣企

业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向国内外宣传和

展示海南苗绣艺术的独特魅力，通过注册商

标、打造特色品牌等方式来提升本土苗绣艺

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搭建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术的文化平台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一环，文化旅

游业的不断进步对海南本土苗绣艺术也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

其传承与创新搭建了更大的文化平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重精神消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前来海南的游客，

不只是对海南的碧海蓝天和温润的气候感兴

趣，本土丰富的地方文化和特色民族艺术同

样是游客们关注的重要环节。游客们对于本

土苗绣艺术的兴趣和需求，无形中会促使本

土苗绣艺术家们努力地创作，不断地创新，以

适应消费者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在文化旅

游的背景下，本土苗绣艺术可以被更多人所

了解和关注，文化平台的搭建，促使海南苗绣

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不同于黔湘川地区苗族

艺术的特色文化不断探索新的形式，将传统

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更具独特性

和更高艺术价值的苗绣艺术作品。[2]

五、结语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为各种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

动了本土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海南苗族刺

绣艺术作为海南本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有别于内地黔湘川苗族传统刺绣的艺

术形式，在海南自贸港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地

位。近年来，海南自贸港的宣传力度越来越

大，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使

得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和投资者来到

海南，这为海南苗族刺绣艺术的发展与推广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展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有助于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海南本土苗族刺绣艺

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自贸港

建设的大背景下，本土苗族刺绣艺术的市场

前景更加广阔，创新发展也更具潜力。然而，

如何更好地发挥海南自贸港建设在助推传统

文化的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推动传统文化

艺术的传承，仍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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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本土苗族刺绣艺术发展的影响
徐劼

文化价值不仅是塑造精神特质的基石，更

是民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红色文化根植于

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标识，体现出先进性、民

族性和多样性。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红

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

追求和价值信念，是革命历史的直接产物、理

想信念的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独特展现，是

构建民族关系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成

为了一种自觉抵御外部社会思潮冲击的精神

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维护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巩固民族团结，并在文化

认同与价值整合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进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

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

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彰

显了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湘江战役红色文化，

是党和八桂各族儿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崇高使命而共同铸就的特色文化。它

奠基于桂北土地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并

不断发展，在凝心聚力建设壮美广西的实践中

展现出了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价值。

1934年，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桂北的

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展开殊死对决，最终成功

突围。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之战，湘江战役期间是我党大规模大面积接触

少数民族的肇始，由于特殊的历史任务和特定

的历史环境，为取得更多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

持，党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桂北民族工作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极具地方少数民族

特色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确保了党的民

族工作顺利开展，点燃了少数民族群众投身于

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沿途群众为红军送粮

带路、收治伤员、掩埋遗骸，甚至在最困难、最

危险时刻参加红军。

湘江战役红色文化大体上可划分为器物

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基本形态。从具体内容

来看：

一是文本资料类。文字作为传统记录方

式，其价值不仅在于所承载的历史知识，更在

于其内容的深度、广度与持久稳定性。在部队

进入广西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

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

性，在11月29日进一步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

工作的原则指示》。红军通过多种宣传方式，

如口头宣传、标语、传单和群众大会，积极争取

少数民族支持。此外，有关湘江战役史实的研

究也是重要的文献资源。在1986年前后，桂北

5县开展了一定规模的调查采访，收集到了一

些珍贵史料并汇编成册，记录着红军途径各县

的相关历史史实和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史，图文

并茂，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当时颁布的布

告、指示、文件以及后来编纂的纸质文献，印证

了党的优良作风，成为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传

承、研究、发扬的重要依托。

二是遗迹场馆类。2018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对湘江战役历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

调了对红军烈士遗骸的保护和纪念设施建

设。据此，广西相关部门制定了《红军长征湘

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保护总体规划》，获得中

央批准。该规划涵盖了68个建设项目，包括5

个纪念设施（如纪念园、纪念馆）、26个红军墓

维修保护项目、14个旧址遗存维修保护项目，

以及23个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广西按期完成

了所有项目，包括三个纪念馆的展陈，共展示

了755幅图片、486件文物、21项实景、40组主

题雕塑和46幅美术作品。

这些项目的完成，不仅是对湘江战役历史

的铭记，也是对红军烈士的缅怀，对于弘扬红

色文化和传承革命精神具有深远意义。

三是精神品质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

长征过程中的一次关键战役，它不仅是长征军

事上的重要转折点，更是红军精神面貌的一次

集中体现。湘江战役精神，是中央红军在极其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凭借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钢

铁般的意志，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强大精神武

器。这种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崇高信仰,红军战士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革

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战

胜一切敌人的力量源泉；坚定信念,在湘江战役

中，红军战士们表现出了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

念，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动摇过对革

命事业的信心；顾全大局,红军战士们在战役中

展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愿意为了整体利益

牺牲局部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甘于

奉献,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战士们表现出了无私

奉献的精神，为了革命事业，甘愿付出一切；严

明纪律,红军的严明纪律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

湘江战役中，红军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确保

了战役的顺利进行；为民情怀,红军战士们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他们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

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这些光辉品格与高校思政教育中立德树

人的要求在内容上相辅相成，功能上相互促

进，成为激励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将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培养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重要力量源泉。

四是文艺作品类。马克思认为艺术是社会

生活的形象化呈现，属于人类所创造的特定精神

文化现象。艺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反映社会生

活，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有力体现。红色文化文艺

作品能够反映政治趋向、革命诉求，是革命历史

的缩影，能够渲染革命精神，提供精神滋养。桂

北这片土地上，湘江战役的红色文化资源由众

多元素构成，包括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英雄

人物以及以此为灵感的文艺作品：红色歌谣，

如《湘江悲歌》《难忘湘江》等，通过音乐传递了

战役的悲壮与英勇，激发了人们对革命先烈的

敬仰。红色电影，以《血战湘江》为代表，通过

影像再现战役的残酷与英勇，加深了观众对革

命精神的理解。电视剧，如《绝命后卫师》等，

通过细腻叙事展现人物内心，增强了观众的情

感共鸣。此外，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美术作

品从不同艺术形式展现了湘江战役的英雄事

迹与革命精神，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内涵，展现

了真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成为了湘江战役

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也为当下的红

色文化教育供应了珍贵的素材，对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湘江战役红色文化的内涵解析
张阳黄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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