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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过：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档案史料不仅展现出先烈们无私奉献、不怕

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更是我们整个民族最为宝

贵的财富。档案史料是上海高校红色文化的基础，更是

上海高校创新发展的原始助力，通过对档案史料的不断

挖掘和深入研究，努力激活“沉寂档案”，让红色文化

“活”起来，让档案史料真正发挥她的价值，做好红色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我党成立、新中国成长、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各条战线涌现

出的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

党员，不断将新鲜血液注入到红色档案中，高校红色文

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深入

挖掘档案史料，从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因地因时丰富

其内涵并传承和发扬。 

一、档案史料视域下上海高校红色文化资源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看，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出发，我党走过

的不平凡道路、追寻初心和使命的历史，被原原本本、

真真切切地记录在红色档案中。档案史料与高校红色文

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档案史料，尤其是

红色档案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宝贵资源，也是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的有力支撑。上海是除首都北京以外高校分布最

密集、形态最丰富的直辖市，是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

红色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有革命先烈如苏兆征、邹韬

奋、彭湃、瞿秋白等；有红色遗迹如中共一大、二大会

址、渔阳里、四行仓库、青年报社、毛泽东故居、希望

工程办公室、龙华烈士纪念碑、犹太难民纪念馆、宋庆

龄故居等；有红色故事如1949年开国大典上，第一次升

起了由曾联松在上海设计的国旗——五星红旗；第一次

奏响了聂耳、田汉在上海创作的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上海土地批租、股份制改革和上海制造等一系列

的上海改革创新故事……，这些都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

化资源和独特的档案史料价值，对于上海高校来说具有

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先行先试”的标本意义。上海高校

借力红色档案史料文化育人，是改进大学生育人渠道的

途径，助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二、档案史料视域下上海高校红色文化传承路径 

分析

1.整理原始史料档案，汇集红色资源素材，丰富红色

史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档案史料资源的积累是红

色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档案工作机构或

档案工作者要扩大档案收集的力度和广度，系统开展红

色档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红色档案大体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一是纸质档案，如革命英烈、先贤前辈留下的手

稿、高校发展过程中的文件、汇编；二是实物档案，如

先辈们留存下来革命工作者带有红色印记的衣物、纪念

品、徽章、生活用品等；三是图片、视频等声像档案，

如展现高校成长和发展的变化和成就的照片和影像。红

色档案大都源于我党成立以后，档案资源形成年代久

远，跨度较长，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收藏爱好者或是民间

组织手中，档案工作者需要改进工作方式，化被动为主

动，深入社会、深入二级单位、深入史料库房、深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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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友家庭，搜集档案资料线索，排摸史料档案家底，

系统梳理，挖掘史料价值，为做好档案研究、奠定红色

历史研究基础，引发社会各界和师生的共鸣与回忆。

2.寻访高校革命人物，传承红色基因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

出”，开展大学生寻访实践活动，在校大学生“走出

去”，通过寻访校史革命人物，挖掘校史中的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和感人精神，用红色校史凝注的精神

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学史懂史，使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知史爱校等要求落到实处；能够激励青年大学生传

承革命文化，学生们不断动脑、动嘴，直接和社会各阶

层、各部门的知名校友打交道，培养和锻炼了实际工作

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在与先贤校友家中寻访时和老校

友一起忆当年，校友家中的老物件、老照片、毕业证、

党徽、党章等都是其不怎么见过的，也对当年的红色老

物件多了几份崇敬。老校友口口相传的记忆实录再通过

校内文献的佐证，可以抢救一些因为误传或者由于历史

遗失的红色资源，不仅为现有的档案文献提供佐证依

据，还有实物和老校友的口述史料为证，使口中代代相

传的红色记忆更好地传承。在实践中引导他们挖掘红色

故事，聆听英雄事迹，用青春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感受

经历过峥嵘岁月的老一辈英雄的“初心”和“使命”，

明白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以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中的重

要事件为主线，奔赴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原始档案研究

整理、寻访老党员、老革命等获得鲜活素材，增强红色

文化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3.梳理汇总上海高校英雄事迹、革命故事

上海许多高校拥有百年历史，她们伴随着党的诞

生、新中国的成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成长起

来，这些高校中不乏有革命烈士、爱国校友、不断涌现

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的英雄事迹、史料档案和爱国情

怀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无不激励着在校大学生

以史明志，增加他们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自信。比如，上

海高校档案专业委员会集结各大高校，按时间顺序，收

集、整理了上海高校中142位烈士事迹，出版《上海高

校英烈谱》并配以若干照片，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党史通

俗读物。读物中包括刘湛恩、李公朴、周德佑、蒋传宗

等人物事迹，重现上海高校英模烈士事迹风采和精神内

涵，能使广大青年学子从中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进一步确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再如，上海音乐学院

编辑出版《新四军音乐图谱》由此推动“红色文化基

因”的传承与发展，无不以详实的材料考证出革命烈士

和爱国校友的英雄事迹，挖掘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行

动，对高校地下党党员及后代的采访，以真实的史料论

证了高校的校史也是一部红色爱国史。这些通过史料档

案反映的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和故事是当代大学生汲取

爱国主义教育的土壤，这些真实的史料记录是经过艺术

加工的电视剧所呈现不了的，让年轻一代更深感触那段

艰难岁月，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极具教育意义，榜样

的力量激励着他们砥砺前行、奋发有为。

4.用好“红色经典”活教材，创新红色文化教育载体

在寻访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故事、汇编照片影像成

册、制作视频、寻访日志、采访手记等，辅以档案史料

为佐证，得出经得起历史与现实推敲的史料剧本，通过

“示范党课”“红色微党课”、四史“微团课”“微宣

讲”等讲述上海高校红色历史故事，打造移动的“红

色课堂”。大学生寻访团成员将收集的宝贵资料结合自

身体会，依托社团活动、“四史”教育等活动开设红色

故事宣讲会，弘扬高校红色精神，给高校青年、党员教

师、领导干部进行史料的熏陶，精神的洗礼。另外，还

可以依托上海红色文化大背景，如上海财经大学集结沪

上艺术院团演绎红色经典艺术剧目《沙家浜》《永不消

失的电波》《敦煌儿女》等走进校园，助力搭建学习教

育生动平台，全景式展现建党百年历程中的苦难辉煌，

始终在大学生中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教

育和使命担当，引领高校师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

信念，提升艺术素养，弘扬时代精神。还可以对历史背

景、人物故事、历史场景和精神内涵等进行深入挖掘，

把红色历史故事搬上舞台并加以艺术加工，用校园舞台

剧进行青年大学生教育和展示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典

范，如同济大学大型原创校史舞台剧《同舟共济》、上

海财经大学原创的校史剧《匡时魂》、上海大学原创话

剧《红色学府》，从片段到立体，从建校初期到改革开

放，从改革开放到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一个又一个新纪

元，从一代功勋到普普通通的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深

切的共鸣，这是最深层、最永恒的爱国主义教育，感召

青年大学生团结奋斗，激发学生爱国情怀，通过欣赏红

色经典高雅艺术的形式，创新红色文化教育载体，从而

实现对红色文化传播渠道的有效拓展。

5.留住红色记忆，寻访红色足迹

上海是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是全国的“红色之

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上

海有遍布各区的历史文化遗址、革命纪念遗迹和名人故

居，据统计，已有657处上海革命遗址，属于红色资源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1个。对于上海高校大学生理当利用

独特的地域优势，开展“先行先试”的红色主题实践活

动。回顾红色记忆革命教育基地、参观纪念馆、缅怀革

命先烈……通过这样的实践课，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艰

辛的历史足迹，成为大学生了解光荣历史、缅怀革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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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重要方式，旨在将“革命历史转化为课程、史料转

化为教材、现场转化为课堂，使学生系统掌握革命史，

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传好红色文化的“接力棒”。比

如，知名历史学者苏智良领衔上海师范大学团队，近年

来深度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

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1000处革命纪念地；复旦

大学启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在老校长陈望道

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之际，

师生在陈望道塑像旁，郑重缅怀陈望道等复旦先贤先

烈，回顾重温“宣言精神”。现场，学生代表发起“传

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倡议。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要切实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这一生动教材，引

导广大高校青年在感悟历史中接受精神洗礼，从红色文

化中汲取前行力量。

三、对档案史料视域下上海高校红色文化传承的 

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说：“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

作，因为档案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经验得以总结，

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

不开档案。”历史无声，档案有痕。上海高校红色档案

记录着红色文化，承载着上海红色记忆，是广大青年学

生知史学史、以史明志、悟史爱党的重要渠道之一，让

深藏其中的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血脉，是高校档案工作

者和思政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档案不是简单的收

集、保存，用活档案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高校档案工

作普遍存在“边缘化”“养在深闺”等现象，如何用好

用活档案资源以及上海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高

校、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帮助当代广大青年学生意识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档案工作者需摒弃旧

思想，树立“大服务”观念尤为重要，从领导层面、从

机制层面树立全员档案意识，拓展归档范围。发挥档案

的作用，就是要把沉默的档案变成会说话的“财富”，

让档案走出档案柜，走进师生中间。进入新时代，做好

档案工作更为重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档案要在

“服务”二字上下苦功夫，力求把“死档案”变成“活

信息”，把“档案库”变成“思想库”，这样才能真正

使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为高校、为师生服务。

四、结语

在档案史料视域下，高校对红色文化进行传承是一

项重要的使命，档案的共同特征是传承文明，延续历

史，其承载的文化内涵通过丰富的档案史料、实物档

案、照片档案、视频档案、遗址遗迹等有形档案一一体

现出来。高校可以通过开展思政教育课堂来塑造学生的

思想境界，开展形式多样又富有感染力的红色文化教育

活动，使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进行充分理

解，基于此，则可以帮助当代青年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意义，在耳濡目染中学习红色文化，激发兴

趣，引发共鸣。在档案史料视域下，上海高校对红色文

化的传承有着极其特殊而神圣的使命，上海高校近年来

结合红色文化传承在学校思政教育中发挥着极大的作

用，今年的“四史”教育活动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

中进一步提高对红色文化的学、思、践、悟，在以后的

工作中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如何让在校大学生更好地传

承红色文化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发

展要求下，高校在传承红色文化时，应积极地整合资

源、创新教育形式和构建红色文化的信息化传播路径，

帮助高校实现多维度的红色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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