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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
生成逻辑及实践进路

胡博成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英雄不仅是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更是各领域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共产

党坚持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出发,用英雄范畴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

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全面建构起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民英雄范式。 人民英雄

同时兼具人民性和先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生活性和政治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百年来英雄观的升华。 从生成逻辑层面看,人民英

雄是中国共产党在批判中华民族传统个人主义英雄和西方超级英雄基础上建构的全新范畴,以最高荣

誉的英雄称谓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既在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批

判了传统精英式个人英雄主义,以人民英雄和集体主义超越了传统英雄主义的局限,同时还在实践进程

中以人民英雄范式为基础批判了西方超级英雄主义,一方面深刻揭示批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西

式神性英雄、超级英雄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还以人民英雄批判和回应了西方超级英雄主义对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的影响。 人民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提炼和升华,是立足新时代实践对马

克思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的创新发展。 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

神殿堂和人民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支撑,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因此新时代要坚持从以下几个方面赓续发展

人民英雄范式:要在深化研究人民英雄范式基础上全面擢升中国特色的英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展示

中国形象;要在大力培育人民英雄文化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为实践发展贡献更持久的精神文

化力量;要在加大人民英雄表彰基础上全面发挥中国特色英雄力量,型塑尊崇、捍卫、学习和爱护英雄的

社会氛围;要在强化人民英雄教育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英雄教育机制,为新时代赓续和弘扬人民英雄范

式作出更长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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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许多重大会议和重要场合发表了关于英雄的系列讲话,
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中轴全面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英雄范式,为新时代“崇尚英

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 ,
“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2] 。 英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理想人格,更是

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向前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高度肯定了人

民英雄发挥的作用,“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
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先后 8 次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

告”方式,高度肯定了人民英雄主义精神在百年实践中的雄伟作用[4] 。 人民英雄是在百年实践基础

上对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全面概括和提升,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 21 世纪的创新和发展。 人民

英雄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精神血脉滋养,从核心要义、生成机理及实践路向方面深化研究人

民英雄范式,以民族精神殿堂和人民精神家园建设为抓手,为新时代奋力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供磅礴之力,是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从英雄到人民英雄

英雄不仅是人们社会日常生活谈论和宣扬的高频词汇,而且是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热门和前瞻

话题。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各学科学者围绕英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新时代深入认识人民英

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从英雄到人民英雄的文献回顾

从学界关于英雄研究的时间脉络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英雄、英模等主题,人民英雄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才提出和深化研究的新范畴。 从学界关于英雄研究的学科范围来看,以往的研究主

要涉及文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学科,人民英雄研究则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范围内。 从学界关于英雄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以英雄类型、英雄形象、英雄群

体和个人为主,在较小范围和程度上触及了人民英雄,人民英雄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

义群众观的创新发展。 从学界关于英雄研究的总体研究效度上看,以往研究成果对英雄的概念和

价值取向比较模糊,甚至一度表现出了泛市场化、庸俗化、负面化的英雄主义倾向[5] ,而人民英雄是

为升华中国共产党英雄观、适应新时代实践发展的理论范畴,其提出和延展是弥补以往英雄研究的

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曾使用了革命英雄、民族英雄、抗日英雄、战斗英雄、劳

动英雄等多种阐发先进人物事迹的称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

基础,从“平凡英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角度全面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观。 学界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相关论述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为人民英雄范式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探索,逐
步生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英雄理论范式。 解析和梳理新时代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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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民英雄范式的总体风貌。 第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英雄为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提供了

重要历史和实践基础。 人民英雄范式的形成不是无源的、更不是偶然的,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对英雄精神的深化提炼,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和英雄制度

的全面升华,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群众史观的弘扬和发展[6] 。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英雄的重要论述为人民英雄理论范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最为厚重的理论滋养。 习近

平总书记不仅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丰富了人民英雄的科学内涵[7] ,而且创新了中国共产党

的英雄叙事范式和价值引领[8] 。 《思想教育研究》2020 年第 12 期曾组织了“习近平关于英雄的重

要论述研究”专题,从英雄人物定位、英雄价值、捍卫英雄、弘扬英雄精神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

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内容、价值以及实践导向。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人民

英雄范式形成发展提供了实践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超人英雄主义、传统个人英雄主义等影

响,英雄内涵不断泛化,各种负载特定政治目的和意图的社会思潮,试图解构革命英雄、诋毁英雄文

化,影响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9] 。 因而建构起科学反映历史和现实发展需要的英雄范式,是
新时代加强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10] 。 第四,传统英雄主义和西方英雄主义为人

民英雄范式的发展提供了间接理论来源。 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崇尚英雄传统[11] ,近代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英雄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间接理论来源。 总

之,英雄已成为新时代各学科研究的前瞻问题,抗疫英雄的文学书写、修辞表达反映出了人民英雄

的崇高价值[12] 。 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英雄的论述和学界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从英雄到人民

英雄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的坚守,这为新时代人民英雄研究提供了

重要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南。
(二)从英雄到人民英雄的问题提出

尽管学界关于英雄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勾勒出了人民英雄范式的全貌,但已有的研究仍不能

有效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现有研究成果仍以英雄为主,较少有直接涉及人民

英雄的研究。 虽然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英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仍几乎没有以“人民英雄”为研

究主题的系统性成果。 文学和历史作为研究英雄的主力学科,已经关注到了人民和英雄的逻辑关

联[13] ,总体看文学历史关于英雄的研究是否坚持人民价值立场、能否与人民英雄形成合力,是关涉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弘扬人民英雄价值取向的关键。 第一,现有的人民英雄研究侧重关注其

历史发展的演进逻辑,主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了从革命英雄、战斗英雄、劳动

英雄等成为发展演进成人民英雄的脉络体系,缺少对人民英雄核心要义的系统梳理,容易形成对革

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英雄范畴的对立化理解。 应该说人民英雄范式的提出对弘扬唯物史观、坚定人

民价值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 侧重历史演进脉络缺少对人民英雄核心要义的系统把握,容易

形成碎片化认识,并影响对其整体性理解。 第二,现有的人民英雄研究侧重关注其价值意义,主要

从文化认同、政治制度等方面肯定了新时代人民英雄的重要作用[14] 。 人民英雄的价值意义举足轻

重,然重价值意义则容易忽视对人民英雄生成机理的研究,目前只有零碎的文献涉及了传统英雄和

西方英雄比较。 事实上,人民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批判传统和西方英雄主义建构起来的新

范畴,缺少对这一深层逻辑的理解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跳跃思维,难以从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

场深刻理解人民英雄范式。 第三,现有的人民英雄研究在实践层面侧重关注英雄宣传教育、英雄文

化传承面临的困境及对策[15] ,如何赓续和弘扬中国共产党英雄观层面的研究不多。 人民英雄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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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谋复兴的实践产物,在厘清人民英雄理论范式核心要义和生成逻辑基础上,
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赓续和弘扬人民英雄范式,为民族复兴贡献精神力量是其实践路向。

总而言之,从上述文献回顾和述评中,可以得出人民英雄并不是传统英雄,更不是西方英雄,它
是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全新范畴。 新时

代人民英雄范式生成逻辑及实践进路研究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从概念涵摄和基本表征角

度梳理其核心要义,为把握人民英雄范式提供基本靶向;二是从批判和建构角度提炼其生成机理,
为升华人民英雄范式提供学理依据;三是从赓续和弘扬角度得出其实践路向,为践履人民英雄范式

提供基本思路。

二、概念与表征: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核心要义

毫无疑问,人民英雄的核心在人民,因此把握人民英雄范式核心要义的关键在于结合历史、理
论和实践以概述其内涵和表征。 人民英雄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底蕴,凸显的是唯物史观和人民价

值立场,是与“众星拱北”的英雄史观和个人中心主义的英雄相对的范畴,即判断和把握何谓人民英

雄的关键在其观点和立场是否符合唯物史观、是否违背人民立场。
(一)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概念涵摄

人民英雄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全新理论升华,深入把握人民英雄范式的基本内涵首先要

在厘清个体与人民关系基础上,结合历史、理论和实践作出界定。 英雄主义史观和凸显个人的英雄

主义,割裂了英雄和人民的关系,是主观主义史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

量,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主体无法触摸真正的历史,更不可能影响、推动历史发展。 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证明,脱离群众的个体历史是不存在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事业最终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

能凝聚起磅礴之力的思想必定属于人民群众的事业” [16] 。 人民英雄范式是立足新时代实践对唯物

史观的继承和发展,英雄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个体、是遵循唯物史观的杰出份子,是立足人民价值

立场、顺应人民意志、为人民利益奔走的个体。 尽管英雄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个体,但英

雄绝不是个人价值本位的“孤胆英雄” “救世主” “神秘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着,是真正的英

雄” [17] 。 片面强调英雄的个人主体作用,是夸大英雄、曲解唯物历史的谬论。
第一,人民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建构的、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英雄范畴。 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侧重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在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批判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逐步将英雄与民族前途结合提出了“抗日英雄” “民族英雄”范

式。 1941 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18] ,并作了进一步阐释,这是人民英雄范式的

早期雏形。 抗日英雄、民族英雄都要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推进了英

雄史观向群众史观的转换,是在革命语境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

现的劳动英雄、在战斗中涌现的战斗英雄都是对群众英雄的谱系拓展,革命胜利后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对群众英雄的进一步肯定和提升。 革命时期初步建构起的群众英雄,为建设和改革时期人民英

雄范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个人主义到人民群众标示着中国共产党英雄观实现了全面擢升。 衡量

是否是英雄的重要标准在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集体利益,不平凡的英雄和平凡的英雄都符

合人民群众利益发展需求。 尽管新时代英雄有民族英雄、群众英雄、时代英雄等类型的区分,但他

们都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本质上都能归属到人民英雄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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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英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人民利益,进入新时代更是旗帜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原则,
进一步发展演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历届

领导人始终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化认识英雄和人民的关系,真正打通了人民群众和英雄在历史

观方面的融通逻辑。 不同于个人主义英雄,唯物史观高度肯定富有创造力和变革力的人民群众,中
国共产党以此为出发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从英雄谱系、英雄气概和英雄品格三个方面概述了人民英雄范式,全面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英

雄观,实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的继承发展。 平凡英雄、无名英雄、群众英雄、人民

英雄等各类讲话中的高频词汇,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范式谱系。 结合不同历史背景和

具体情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百折不挠、抗战英雄和红军英雄等群体的不畏

强暴,描摹出了人民英雄范式的宏伟气概。 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勋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提炼出了人民英雄具有的忠诚、执着、朴实品格,全面彰显了人民英雄的时代性和人民性

特征。
第三,人民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伟大事业建设进程中对人民历史作用提炼和升华的现

实必然。 英雄来源于人民,并为人民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止。 从英雄角度肯定人民群众力量,重视发

挥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实践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现实需要。 历史和实践证明,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进程中,人民群众始终奋战在党和国家

最需要的第一线。 在百年征程中,人民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在最平凡的岗位上,
为解决不同时期历史任务作出了自身的重要贡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

史” [19] 。 英雄始终与民族前途关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英雄

的人民接续奋斗,需要 14 亿人民群众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大局观奋勇向前。 明确

人民英雄在新时代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型塑有助于人民英雄范式发展演进的社会氛围,全面发

挥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目标和现实

必然。
(二)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主要表征

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区别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根基在人民,因此它最根本、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民

性。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拓展升华的其他特征还包括先进性、时代性、政治性、生活性、现实性和未

来性等。 人民英雄范式是立足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对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升华,具有六大鲜

明表征。
第一,人民性和先进性并举。 马克思指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同时随着历史发展的深入人民

群众必将走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天地。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

众队伍的扩大” [20] 。 人民英雄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普通人,同时又是人民群众中能够反映出时代发

展的先进人物[21] 。 人民英雄范式的前置条件在人民,理论创新和贡献亦在人民,是对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遵循,是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中积极作用的最高肯定。 中国共产党深谙唯物史

观精髓,不仅以人民英雄范式赋予了英雄平凡烟火气,更以英雄赞誉肯定了普通人民群众在工作岗

位上矢志不渝、埋头苦干、忘我工作的崇高品质。 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对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是立足全球化场域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英雄是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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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分子,是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以人民英雄肯定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容易型塑有助于社

会发展进步的整体氛围,全面激发人民群众主体性并有效凝聚历史合力,真正凸显出人民英雄的人

民性和先进性。
第二,继承性和发展性兼具。 人民英雄范式传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是在马克思群众

史观基础上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新发展。 作为一种迥异于西方超级英雄和传统个人英雄的新范

式,人民英雄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唯物史观。 换言之,人民英雄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唯物主义英雄

史观的基础上,扬弃了西方超级主义和传统英雄主义的种种弊病,同时又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进一步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在百年的宏大历史进

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唯物史观为遵循,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全面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事业的发展。 在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梳理党史上关于弘扬英雄模范的实践探索基础上,中
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人民英雄理论,赋予了人民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全面凸显了“人民至上”的

实践原则。
第三,政治性和生活性融合。 与西方个人主义的超级英雄不同,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提炼和升华的理论,它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等

反映意识形态要求的内容,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新范

式。 就此而言,人民英雄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它承担着思想引导、政治宣传、理想教育等功能。 当

然,人民英雄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能够承担和实现政治功能,而且还具有鲜明的生活性。 人民英雄

来自人民,是拥有崇高信仰的人民群众,是扎根社会生活并全面践履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平凡人,因
而人民英雄具有平凡生活的烟火气。 人民英雄不是西方超越世俗的“神话”,而是来自平凡岗位的

人民,展现的是平凡岗位中不平凡的事迹,诠释的是平凡中的伟大和果敢。 生动鲜活的抗疫英雄宣

传图像刻画印证了人民英雄来自平凡生活,拥有人民群众可以触摸感受的生活性[22] 。
第四,时代性和历史性统一。 人民英雄范式不是简单的英雄概念升华,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反

映出了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历史任务的变迁。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
 

如果没有这

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23]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普通人民群众提供

了平等的出彩机会以及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为成就人民英雄提供了最宏伟的实践场域。
当然人民英雄范式的时代性亦体现在对新时代精神风貌、奋斗目标和人民愿望,对时代大势、时代

精华和时代印记的全面映射,任何违背时代、脱离潮流的个体都不能冠以人民英雄称号。 与人民英

雄时代性相接的是历史性,人民英雄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英雄、战斗英雄、民族英雄、劳动英

雄、时代英雄的赓续,是对平凡英雄、群众英雄的弘扬,它的形成发展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发展中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认识深化以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
第五,现实性与未来性共存。 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实践发展演绎的全新范

式,是对普通人民群众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高度肯定,具有鲜明的现实

性。 人民英雄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和荣誉制度,具有更高远的立意,它不单单囊括了当下现实

发展中肯定普通人民群众的种种可能,还包含了对未来实践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英雄作用的无限

期许。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初心和使

命。 现实接续着未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过程中,人民英雄范式的现实价值在于

肯定人民英雄的主体积极作用,从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作出更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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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判性和建构性同在。 人民英雄范式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与西方超级英雄

以及中国传统英雄都存在着本质不同,但上述两种英雄范畴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产生

了影响,因此人民英雄范式是在批判西方和中国传统英雄概念基础上建构起的全新范式。 早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就对传统江湖英雄、草莽英雄展开了批判,为人民英雄范式澄清了

历史传统前提。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入地对西方超级英雄主义开展了批判。 人

民英雄范式的批判和建构逻辑在下文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批判与建构: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生成逻辑

人民英雄范式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为深层底蕴的新理论,是能够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英雄精神和文化的独创范式。 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不是凭空、更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批判个人主义英雄建构起来的理论,其生成标识着中

国共产党英雄观对中国传统个人英雄和西方超人英雄的全面超越。
(一)在历史进程中批判传统的“个人英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不断结合现实澄清了中华民族传统个人英雄主义

边界,克服了传统英雄主义的精英化、个体化局限,建构起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相适应的人民英

雄新范式。
第一,在主体方面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实现了对精英化英雄的批判和超越。 中华民族传统英雄

具有鲜明的精英化特征,是古代理想人格的化身[24] ,一般为功勋卓著、社会声望高、能够留名历史的

精英人物,王侯将相是传统精英英雄的典型代表角色。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精英化的英雄不仅排斥

劳动人民,而且容易与乱世结合在一起,否认和平时期出现英雄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

断批判传统英雄的精英主义取向,在类型、形象和属性方面实现了英雄主体的人民群众转向[25] 。 一

是在英雄类型方面实现了向人民群众的转化。 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抗日英雄、民族英雄,
还是建设时期的劳动英雄,主体都是工人、农民等普通人民群众。 赋予人民群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

荣誉感,充分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能动性,终极目的在于更好完成不

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为人民提供更充裕、更优厚的生活条件。 二是在英雄形象方面实现了向平凡英

雄、无名英雄的转化。 传统英雄的精英化使得英雄成为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悬空人物”,这违背

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价值立场,持续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褒扬平凡英雄、人民英雄,以普通劳动人民群众为主体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 三是在

英雄社会属性方面实现了向普通职业方向的转化。 传统精英英雄主要是乱世、战争年代涌现出的

能够力挽狂澜的个体,而人民英雄是以普通工作为职业的劳动者,是能够承担劳动生产管理的劳动

模范和榜样。 英雄社会属性从精英到普通职业的转化,突破了精英与乱世的强关联逻辑,为革命、
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支持。

第二,在价值方面以集体主义为遵循实现了对个人主义英雄的批判和超越。 集体主义作为社

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为人民英雄范式描摹了厚重的价值底色。 传统英雄具有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
将历史变革的关键寄托在杰出个体身上,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同时还将个人功成名就

作为英雄的价值追求,造成了英雄与人民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批判传统英雄的个人主义价

值基础上,全面建构起了集体主义的英雄价值观。 一是在历史观方面以唯物群众史观实现了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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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英雄主义史观的超越。 传统英雄推崇帝王将相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否认了人民群众在

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民英雄范式坚持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一改传统英雄片面关注个体作用的形

而上学认识。 在唯物群众史观指导下,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成为衡量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标

准,“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6] 。 二是在价值取向层面以集体主义的

大公无私摒弃了传统英雄的个人价值本位。 传统英雄以个人利益为本位,这是集体主义道德强烈

批判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要求“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 [27] ,不斤斤计较

个人利益,可以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奉献生命,这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价

值基础。 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并不是扼杀个人追求、否认个人合法正当利益,而是强调要突破个

人中心主义、有效平衡集体和个人利益。
(二)在社会实践中批判西方的“超人英雄”
近代以降随着国门打开,西方文化不断传入,西方超人英雄进入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

的影响,甚至一度影响了中国革命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加

强对西方“超人英雄”的批判力度,全面建构起了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人民英雄范式。
第一,在革命时期不断批判西方超人英雄的冲击,避免革命事业走向“英雄崇拜”极端。 与中国

传统英雄类似,西方英雄同样拥有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王侯将相不同的是,西方英雄主

要表现为超级英雄、神性英雄。 西方超级英雄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神话,古希腊人将英雄视为神与凡

人的后代。 以神性英雄为基础,卡莱尔为解决 19 世纪英国社会危机提出拥有浓厚神性和专制色彩

的英雄。 传奇式、竭力效仿、上帝选派等皆是卡莱尔链接在英雄形象上的词汇,恩格斯批判了这种

荒谬的、彼岸抽象的杜撰。 应该说西方超人英雄、神性英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无所不能、
拯救人类的超级英雄一度让思想文化界陷入了对西式英雄的疯狂迷恋中。 当时革命者受西式超级

英雄影响,刺杀、暗杀等现象时有出现,深层影响了革命的发展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深刻

批判了西方超人英雄对革命的误导和影响,而且在凸显人民群众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积极作用过程

中,初步建构起了人民英雄范式。 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批判了个人逞英雄的不良倾

向,同时建构起了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战斗英雄、革命英雄、民族英雄等范式,为创建和丰富中国共

产党英雄谱系完成了重要历史积累。 概言之,克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对西方超级英雄的盲

目崇拜,建构起群众英雄、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革命实际结合的产物。
第二,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加大对西方超人英雄对意识形态影响的批判力度,全力发挥人民英

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凝神聚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思潮不断侵扰,裹挟在影

视作品、文学作品中的西方超人英雄主义不断传入,并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 为

此,一是在批判西方超人英雄至高无上形象基础上,建构和巩固人民英雄形象。 借助西方超级英雄

来攻击、解构人民英雄形象,是西方社会思潮用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伎俩。 人民英雄来自人民群

众,具有普通人拥有的烟火气;而西方超级英雄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往往能借助一人之力改变国

家和民族命运,具有无可挑剔性[28] 。 在敏捷动作、动人剧情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影视和文艺作品

中的超人英雄与人民英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怀疑、揣测人民英雄日常生活细节的杂音不断涌现。
显然,用西方超级英雄取代人民英雄,以细节、碎片解构历史的影响极为恶劣、用意极为歹毒。 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直面西方超人英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开展了宣传、教育以及授勋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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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模范等系列活动,建构和巩固了人民英雄形象。
 

二是在批判西方超级英雄形而上学价值基础

上,深入挖掘和建构人民英雄的人民性和崇高价值。 西方超级英雄不断抽离英雄的个性生活现实,
以鲜明的超越性和神性特征,冲击了人民英雄的崇高价值。 以此出发,指责人民英雄要作出生命牺

牲,反向肯定西方超人英雄的价值虚无主义不断滋生。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维护人民英雄形

象和价值,不断通过制度、法律等举措来维护人民英雄形象,在全社会形成了尊崇人民英雄的氛围。

四、赓续与弘扬: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的实践进路

人民英雄范式的理论源流在唯物史观,价值立场在人民群众,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形成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是民族精神殿堂和人民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深刻

的理论魅力和鲜活的实践价值。 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赓续和弘扬新时代人民

英雄范式,要在深刻把握人民英雄范式价值基础上掌握人民英雄的话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贡献磅礴之力[29] 。

(一)深化研究人民英雄范式,全面擢升中国特色英雄话语

人民英雄是时代发展的坐标,生动展现出了百年来人民群众在御外辱、争独立、谋复兴进程中

的昂扬风貌。 人民英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创造性提炼的新范

式,是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理论。 深化研究人民英雄范式,不断丰富人民英雄的

内涵和外延,全面擢升中国特色英雄话语,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形象。 人民英雄范式是

迥异于西方超级英雄的理论,只有深化研究人民英雄,推动世界对人民英雄的理解才能更好推动世

界对中国的理解。
第一,人民英雄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式,是随着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发展不断演进的先进范

式。 在百年发展进程中,人民英雄范式拥有战斗英雄、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劳动英雄、人民英雄、群
众英雄、平凡英雄等多种反映历史和时代发展的称谓。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场景称呼存在

差异,但中国共产党树立和宣传人民英雄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既反映了中国

特色,又具有了世界意义。 在“友谊勋章”授勋现场,有 6 位外国政要和友人接受了中国的崇高赞

誉。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民英雄范式是不断发展的,它全面超越了民族传统英雄和西方超级英

雄,在国际视野中传播了中国特色的人民英雄范式和精神。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建美好世界。 可以预期,未来的人民英雄表彰活动中会不

断出现新的国际政要和友人面孔[30] 。
第二,要以人民英雄宣传和表彰为重要窗口,不断提升人民英雄的世界影响力,以此加深世界

各国人民对中国故事的了解程度。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之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引发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发展和

中国故事的好奇。 在人民英雄宣传和表彰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向世界宣传人民英雄,是讲好

中国故事、构筑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机会。 人民英雄来自人民,具有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其对外

宣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平凡英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奋斗,用鲜活生

动的日常生活事迹,可以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并以此可以更

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和伟大,最终建构起立体、真实、可感的 21 世纪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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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培育人民英雄文化,全面助推中国特色英雄文化建设

作为民族的闪亮坐标,人民英雄文化对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民英雄发挥主体能动性,为民族复兴贡献更多力量,因此要大力培育人民英雄

文化,以中国特色英雄文化建设为实践贡献更持久的力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蕴含着人民英雄文化,只有大力培育和弘扬人民英雄文化,才能更好地

推动人民英雄文化发展。
第一,要立足新时代发展需要塑造人民英雄、培育英雄文化。 人民英雄来自人民,人民英雄文

化来自人民英雄,因此培育人民英雄文化的首要前提是围绕历史、理论和现实塑造人民英雄。 新时

代是人民英雄的时代,要立足时代发展现实不断型塑人民英雄形象。 尽管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

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英雄存在实质差异,但传统民族英雄文化中蕴含着人民英雄范式发展需

要的文化资源,为此要及时梳理历史上民族传统英雄案例和文化,为人民英雄范式应对泛娱乐化冲

击提供素材基础[15] 。 新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要探索从各行各业发掘和选树人民英雄,在此基础

上及时借助主流媒体宣传人民英雄、为人民英雄正名。
第二,要结合新时代发展实践创新人民英雄文化传播的载体。 人民英雄文化是鲜活生动的,其

宣传教育不仅需要坚持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而且需要不断创新传播载体。 新时代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不断活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载体。 要真正发挥

人民英雄范式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需要不断创新人民英雄文化传播教育的载体。 毫无疑

问,寻找英雄、记录英雄、创造出更多传播人民英雄文化的文艺作品是基本前提。 此外还需要借助

各类新媒体形式,全面建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媒体矩阵,为宣传人民英雄文化提供强大媒

体支撑。 人性化、生活化的人民英雄文化需要更为直观、更为生动的传播形式,网络视听平台等新

媒体为此提供了最佳传播载体。
(三)加大表彰人民英雄力度,全面发挥中国特色英雄之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对人民英雄的表彰力度,已在全社会形成了尊崇、捍卫、学
习和爱护英雄的良好氛围。 2017 年党内功勋表彰、军队功勋表彰、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

章、友谊勋章等相关条例实施,2018 年烈士保护法通过并实施,这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为人民英

雄表彰提供了基本法律和制度遵循。 新时代要更好地发挥人民英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积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表彰人民英雄的力度。
第一,要在现有关于人民英雄表彰的法律规范制度基础上,不断细化人民英雄表彰规则。 人民

英雄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具有重要价值意义,表彰活动表面上是维护和巩固人民英雄形象,其深层意

义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人民英雄源自生活、源自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因平凡与崇高之间的矛盾

削弱人民英雄的影响力。 发挥人民英雄作用需要避免生活细节和碎片化信息的影响,为此要在现

有制度规范基础上不断落实落细人民英雄表彰制度。 新时代要不断细化对人民英雄内涵和类型的

界定,不断聚焦和细化表彰人民英雄的规则体系,在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层面形成更有利于弘

扬人民英雄的氛围。
第二,要加大对诋毁人民英雄人物、形象和精神言行的批判,在全社会形成尊崇人民英雄文化

的软制度约束。 国家法律法规是刚性约束条件,是捍卫人民英雄形象、表彰人民英雄的根本保障。
要真正在社会形成尊崇人民英雄文化氛围,还需要软制度的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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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攻击、解构人民英雄的言行时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社会并未完全形成对诋毁

人民英雄言行的批判抵制氛围。 作为新时代加大对人民英雄表彰力度的另一面,强烈批判诋毁人

民英雄的言行,在社会层面真正形成尊崇英雄的氛围是软制度保障。 人民英雄的制度化建设是极

其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其中涉及多种不确定性因素。 为更好地表彰新时代人民英雄,迫切需要深刻

把握人民英雄内涵和外延的动态性,不断廓清影响人民英雄制度建设的影响因素。
(四)全面强化人民英雄教育强度,全面建构中国特色英雄教育机制

理论研究、文化建设、表彰力度主要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廓清了新时代赓续弘扬人民英雄的基

本前提,为推动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追根溯源在新时代全面形成“崇尚英

雄”的社会氛围,还要在微观层面上全面强化人民英雄教育力度,以中国特色英雄教育机制为赓续

弘扬人民英雄贡献更深层更持久的推动力量。
第一,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民英雄范式教育活动,全面打造向人民英雄致敬、向

人民英雄学习的昂扬向上氛围。 弘扬人民英雄的深层缘由在掌控文化领导权,只有系统梳理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的人民英雄文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民英雄教育,才能够真正发挥好人民

英雄在社会动员、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以及社会整合等方面的作用[31] 。 人民英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生成的理论范式。 新时代要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兴教育

手段开展内容丰富的人民英雄教育,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礼遇人民英雄、向人民英雄学习的昂扬向上

氛围。 在教育系统架构内综合运用开学第一课、重大历史活动纪念日等窗口,开展“听英雄讲故事”
“为英雄写封信”等活动,在各类学生主体与人民英雄的情感互动中型塑向英雄学习的氛围。 此外

还要充分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视听媒介、沉浸体验等形式,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宣传教

育方式全面营造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的氛围。
第二,要及时设置和更新关于人民英雄范式教育的前沿内容,全面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为深化

人民英雄教育提供载体和平台支撑。 现有的教育资源中有多种涉及英雄教育的内容,如教材体系

中的英雄事迹宣传教育案例、篇章等,但在如何更好地凸显人民英雄范式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唯物主

义遵循方面仍存在一定缺位。 传统英雄、西方英雄与人民英雄存在本质不同,如何在涉及传统英雄

和西方英雄的教学内容中,引导受教育对象加强对人民英雄的理解成为新时代英雄教育的重中之

重。 要在现有教育资源内及时设置和更新关于人民英雄范式的教育内容,以专题化、系列化设计为

新时代人民英雄宣传教育提供载体和平台支撑。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人民英

雄,可以结合区域实际编写本地英雄宣传画册、简易读本等,与现有的教育资源形成互补,以充分发

挥所在地区的人民英雄示范引领作用。

结语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

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我们要铭记一切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32] 。 人民英雄范式是

以唯物史观和人民价值立场对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升华,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

中的决定作用,是革命英雄主义在新时代的全新表达[33] ,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光明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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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导理论。 新时代要持续深化人民英雄范式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全面建构起人民英

雄新范畴,不断为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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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roes
 

are
 

high-frequency
 

words
 

in
 

people s
 

daily
 

social
 

life 
 

and
 

they
 

are
 

the
 

focus
 

of
 

scholars
 

in
 

various
 

fields.
 

Starting
 

from
 

Marx s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 s
 

valu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highly
 

affirme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mass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ith
 

the
 

category
 

of
 

heroes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ed
 

the
 

people s
 

hero
 

paradigm
 

reflect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eople s
 

hero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and
 

advancednes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fe
 

and
 

politics 
 

times
 

and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and
 

it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heroism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logical
 

level
 

of
 

generation 
 

the
 

people s
 

hero
 

is
 

a
 

new
 

category
 

construc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individualistic
 

hero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western
 

superheroes 
 

and
 

the
 

people s
 

positive
 

rol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highly
 

affirmed
 

by
 

the
 

hero s
 

title
 

of
 

the
 

highest
 

hon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elitist
 

individual
 

heroism
 

in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y-old
 

history 
 

but
 

also
 

criticized
 

the
 

western
 

superheroism
 

on
 

the
 

basis
 

of
 

the
 

people s
 

hero
 

paradigm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it
 

deeply
 

revealed
 

the
 

worship
 

of
 

western-style
 

divinity
 

heroes
 

and
 

superheroes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the
 

old
 

typ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riticiz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uperherois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with
 

the
 

people  s
 

hero.
 

The
 

people s
 

hero
 

is
 

the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masse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a
 

grea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 s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and
 

mass
 

view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era.
 

The
 

paradigm
 

of
 

people s
 

her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ational
 

spiritual
 

hall
 

and
 

people s
 

spiritual
 

home 
 

of
 

grea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an
 

important
 

spiritual
 

force
 

to
 

promot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s
 

hero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people  s
 

hero
 

paradigm
 

to
 

promote
 

the
 

hero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ell
 

a
 

good
 

story
 

of
 

China 
 

display
 

the
 

image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vigorously
 

cultivating
 

the
 

culture
 

of
 

people  s
 

hero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e
 

more
 

last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trength
 

to
 

practic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ncreasing
 

the
 

recognition
 

of
 

people s
 

hero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rength
 

of
 

hero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hape
 

a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defending 
 

learning
 

and
 

loving
 

heroes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people s
 

heroes
 

to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hero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
 

longer-term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paradigm
 

of
 

people s
 

hero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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