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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
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

韩云波a,b,熊　 敏b,张梦楠b

(西南大学
 

a. 期刊社;b.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新时代以来,英雄价值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英雄文化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英雄的研究与

描述仍然存在边界内涵不够清晰的现象,英雄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历史纵向、结构横向、交叉融合各层面

均有不足,话语体系在实证研究、基础研究、量性研究各方面均有欠缺。 进一步明确英雄内涵,进行英雄

因子量性研究,深入辨析英雄观念的内涵因子,可为进一步编制英雄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
  

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从四个方面进行英雄量性实证研究,在四个方面均有新的发现。 第

一,英雄类型认知与因子分析。 发现抗疫英雄、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居前五位,英雄

类型认知具有现实性、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突出特点。 第二,英雄品质认知与因子分析。 开放式联

想的结果显示,勇敢、奉献、爱国、开朗、乐观居于前列,在继承革命英雄主义英雄观恒定品质的同时,又
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新的品质特征。 第三,英雄叙事认知与因子分析。 通过不同类型具体

案例的英雄叙事研究发现,英雄正能量不断积累,负能量不断消减和转化,但也要注意到对部分问题保

持中立不做评价的观望者占比不低,加强英雄主义教育、强化教育效果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四,英雄的

传播认知与因子分析。 英雄文化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传媒影响崛起,自主观念增强,
学校影响降低。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第二,英雄品质不忘初

心,勇敢奉献成为主题;第三,英雄叙事突显是非,中国故事感动中国;第四,英雄传播自主认知,社会合

力强化效果。 提出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建议:第一,强化英雄历史研究,彰显英雄正气力量;第二,强化

英雄本体研究,构建英雄因子体系;第三,强化英雄叙事研究,讲好英雄动人故事;第四,强化英雄传播研

究,赓续红色英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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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英雄研究需要大力加强量性研究与因子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强调,“中国正在发生日

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实现我们的目

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1]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

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2] 。 正值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际,弘扬英雄精神,强化

英雄信念,发挥英雄气概,是赓续百年奋斗红色历史明理、增信的必要部分,也是开启新征程崇德、
力行的重要动能。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1] 的重要

命题,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雄文化新篇章。 近年来我国取得了决胜脱贫攻坚战和抗

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胜利,以百年奋斗为历史基石、以新时代社会实践为当代创造的英雄精神,已经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精神品质。
学术研究是社会实践的归纳反映与总结提升,英雄文化已成文献热点,2022 年 4 月 20 日中国

知网主题检索“英雄”一词,检索结果高达约 9. 4 万条,涉及英雄文化的方方面面。 但目前对于英雄

的研究与描述仍然存在边界不清的现象,韩云波将其归纳为“‘英雄’文化内涵泛指性与实指性的二

重属性”“英雄观念文化形态研究与英雄文化的动态泛化表现” [3] 两对矛盾。 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

中都还存在“逞英雄” “反英雄”等现象,使得对英雄的判断带有模糊性,极易导致错误观念,比如

“英雄主义”被异变为夸大个人作用、好出风头、居功自傲的个人英雄主义,就与“英雄”缺乏边界密

切相关[4] 。 究其原因,在于英雄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存在一些不足。
在学术体系方面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纵向层面,“史”的意识不足,英雄事迹史与英雄

观念史的研究相对较少,百年英雄文化逻辑演进虽已粗陈梗概,但细节和深度不够,英雄文化学术

史梳理不足。 其二,在结构横向层面,英雄结构模型尚未建立,论述时缺乏标准,既有将英雄泛化的

倾向,也有将英雄窄化的倾向。 其三,在交叉融合层面,英雄研究涵盖历史、文艺、思政、传播等多个

学科领域,但未能形成良好融通,比如思政、文艺研究很少使用历史资料,历史、传播研究又很少使

用演绎方法,英雄文化宏大系统被区隔为多个相对孤立的领域,不能完整呈现英雄的整体面貌。
在话语体系方面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实证研究欠缺。 对英雄人物和事迹的史料挖掘不够,实

践层面的大量英雄人物和事迹主要存在于新闻报道和网络传播中,未能进入学术话语,导致英雄研

究的话语方式主要通过演绎进行,应然性多而实然性少。 其二,基础研究欠缺。 基础研究包括英雄

的本体概念、观念发生、因子分析等,但目前少有较深入的成果,论述英雄时往往将其当作一个不言

自明的概念,外延与内涵不够清晰,有时甚至仅凭研究者个人主观感受来界定英雄,或者仅凭文献

中出现了“英雄”一词而不顾及其历史语境与情感色彩,导致理解偏误。 其三,量性研究欠缺。 目前

大多数英雄研究成果的行文方式,要么通过情节叙述而变成人物形象分析,不少文艺评论就采用这

种方法;要么通过说理演绎而变成政策文件和理论文献的抽象重述,不少思政文章就采用这种方

法。 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说理演绎,总体上都是质性研究方法,未能引入数据分析的量性方法,对
构成英雄系统的因子缺乏归纳与辨析,成果数量众多但研究成效往往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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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重要指

示,有必要深入研究英雄的应然性即英雄概念的因子构成,也有必要深入研究英雄的实然性即英雄

概念的当下存在,还要研究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即当下人群如何通过实然性理解来建构应然性认

知。 这样,英雄研究就形成了其学科体系的三大板块:一是英雄本体基础研究,包括英雄观念形态、
英雄文化构成、英雄本体阐释等,使英雄研究有基本原理和边界可循;二是英雄实践实证研究,包括

英雄事件、英雄人物、英雄叙事等,使英雄研究有具体实践可感知可学习;三是英雄因子量性研究,
包括英雄观念调查、英雄因子分析、英雄量表编制等,使英雄研究能够质性与量性互补结合。

本团队近年来致力于英雄研究,本文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史研究基础上,尝试进行英雄

因子量性研究,将英雄观念解析分为多个内核因子,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的量性与质性相结

合的方法,为进一步编制英雄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

二、英雄量性研究的文献综述与本文的研究设计

英雄量性研究的现有文献不多,但亦各有特色,主要是时间和样本不同。 第一,新时期中学生

调查。 2007 年,曾洁抽取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乡镇级中学学生 150 人为样本,发现“多数农村初中

生既意识到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又对英雄史观持批判怀疑态度;选择英雄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品格

与能力上” [5] 。 第二,新时代疫情前大样本调查。 2019 年,周晨发放 1
 

600 份问卷,选取来自高中与

大学(本科 / 专科)学生、部队与企事业单位人员和农民工等不同群体的青年”进行调查,发现新时代

青年英雄观“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且“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同
时“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具有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
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6] 。 第三,新时代后疫情语境下本科生调查。 2021 年上半年,倪琳等通过

问卷星对 1
 

327 位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去中心化”传播并未改变“中心化”主流英雄观,仍可促成

“再中心化”英雄认同,“国家话语英雄观的媒介建构在意见多元时代不可缺失” [7] 。 第四,个案追

踪调查。 王彦等选择 G 市 Z 小学从 2017 年开始“从教师视角呈现英雄文化的当代意蕴及其教育价

值”进行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综合研究,发现“教师以外显的‘英雄行为’和内隐的‘英

雄气质’作为判断英雄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英雄文化也在逐渐走向平民化、集体化、朴素化和

生活化” [8] 。 由上可见,现有研究对主流英雄观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充分证明“诋毁英雄”的逆

流不能撼动英雄基石;但既有批判怀疑态度,也有多维构成与“去中心化”传播态势,主流英雄观价

值建构仍然面临多元挑战。
现有英雄观量性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揭示现状并提出对策,但相对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英雄认知的边界厘定。 英雄观念的模糊源于概念的简单化、模糊化,无法处理复杂多元的现实生

活实践。 目前通用工具书对“英雄”的解释也没有明确揭示英雄的精细化构成。 比如,《现代汉语词

典》第 7 版对“英雄”的解释有三个义项:两个是名词,“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不怕困难,不顾

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一个是形容词,“属性词。 具有英雄品质的” [9] 。 两

个名词义项分别强调能力结构和人格结构,与传统英雄观大致吻合,但如果以此评判英雄则边界过

于宽泛。 我们无意对词典进行苛求,且专业研究领域亦无英雄概念的精细化边界厘定与因子分析。
长期以来,英雄观念基本内核形成了一些稳定因子,比如“英”所代表的能力结构和“雄”所代表的人

格结构,而从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英雄内涵本身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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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发展,形成了英雄认知的高度复杂性。 要树立英雄认知的主流价值观,就要在调研认知现状基

础上对英雄观念形态的价值内核进行因子分析,以清晰明确的概念内涵让英雄真正成为蕴含了极

大价值信念和人格力量的正能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贡献。
基于上述认知,本文采取了与以往调研相对不同的研究路线,在调研时间、调研对象、调研内容

上进行了不同于现有成果的选择和设计。
在调研时间上,将 2020 年作为英雄文化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
伟大抗疫斗争生动展示了“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的英雄精神[10] 。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

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 [11] 事实充分证明,英雄精神既是战胜困难的力量,
也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内生动力。 尤其是经过抗击疫情和脱贫攻坚两个伟大精神的洗礼,英雄精神

迅速得到进一步升华,全社会的英雄认知水平都有了巨大进步。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参与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要“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12] 。 本团队以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指导思想,于 2021 年 4 月启动调研,尝试深入探索英雄内涵的时代

认知与因子构成。
在调研对象上,本文选择以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为主的在校青年大学生群体。 青年大学生处于

三观初步形成期,思想活跃,敏感性强,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强的认知理性,作为调研对象能够较

好地去除假象,反映认识深度和本质真实。 本文在后期选择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生作为重点访谈

对象,并提前告知访谈内容,在于尝试通过专业眼光探索英雄认知的前沿动态和深度模式。
在调研内容上,本文分问卷和访谈两个部分。 问卷设计了 18 个题目,其中第 1 ~ 4 题为人口学

调查,第 5~ 6 题为英雄类型和品质因子认知,第 7~ 9 题为英雄观形成途径认知,第 10 ~ 18 题为英雄

叙事案例认知。 问卷设计充分考虑了英雄本体、英雄氛围和英雄叙事各个环节。 在问卷问题设计

上,第 5~ 9 题借鉴了周晨的问卷设计。 第 10~ 18 题作为重点题目,采用英雄叙事方式,主要以近年

来社会文化热点中的当下人物、事迹为主,也有邱少云、雷锋等革命历史人物。 访谈部分设计了 9
个问题,作为对问卷调查的深度化和个性化补充,系统访谈个人的英雄认知历程与对相关热点的看

法,进而反映英雄观的当下发展与呈现状态。
本文调研时间为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分四轮进行。
第一轮:2021 年 4 月至 6 月,线上问卷调查。 以问卷网为平台,生成链接填写。 采用滚雪球式

发放模式,将问卷投向不同地区的高校学生群体。 在样本选择上,以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为

主要调研对象。 在地区选择上,考虑到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不设地域限制。 本轮调查随机发放问

卷 437 份,收回 437 份,筛除废卷 46 份,得到有效问卷 391 份。 有效样本的人口学分布为:在性别

上,女性 250 人,占比 63. 93%,男性 141 人,占比 36. 07%;在年龄上,21 岁以下 59 人,占比 15%,21~
25 岁 309 人,占比 79%,25 岁以上 23 人,占比 6%,绝大部分是 90 后;在学历上,专科生 30 人,占比

8%,本科生 259 人,占比 66%,研究生 102 人,占比 26%。
第二轮:2021 年 7 月。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初步分析之后,随机邀请与英雄文化没有学术相关

性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5 名,其中重点访谈对象 2 名,均为理工科一年级硕士生(编码分别为 S3、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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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对象完全无准备情况下,对重点对象进行结构性访谈,其他访谈对象为半结构性访谈。
第三轮:2021 年 8 月。 与上轮访谈相隔约一个月,预先告知访谈方向,并希望访谈对象有所准

备,邀请本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原理二级学科二年级硕士生各一名(编码分别为 S1、
S2)进行结构性访谈,内容与上一轮结构性访谈基本一致,但加入了专业角度,并试图体现深度模

式。 两轮访谈结束后统一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并编码。
第四轮: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 对访谈对象持续进行追踪访问,同时扩大一般访谈对象

至 20 名进行随机聊天,对前期工作进行修正。
在数据分析环节,本文没有采用 SPSS 等统计学方法。 英雄概念十分复杂,难以通过量化统计

来进行定义,但又必须引导学生“定义”其心目中的英雄。 回溯以往研究,英雄品质及英雄标准两条

基线一直是多数研究者定义英雄的两个维度,本文也围绕这两个维度分析对英雄的态度看法。 访

谈环节获得的相关记录,则作为问卷调查的深化、修订和补充,同时访问者与受访者的对话中将问

题进一步导向深层次内涵,形成总结性和展望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对策。
本文的创新价值,在于将认知现状的实然性与英雄本体的应然性结合起来,以本团队前期所进

行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研究为基础,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国精神谱系之中,
尝试抽象出英雄精神的基本内核,预期可为编制英雄认知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 本文以量性实证

研究为主要内容,分英雄类型认知、英雄品质认知、英雄叙事认知、英雄传播认知四个方面,系统论

述英雄认知调研情况并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的不足在于样本偏小,有待后续研究进行大样本验证。

三、英雄量性实证研究之一:英雄类型认知与因子分析

英雄观的核心是怎样认识英雄,并由对英雄的认知与认同,进而争做英雄。 英雄认知主体内容

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英雄类型,二是英雄品质。 英雄类型反映对英雄的外部认知,便于人们把握英

雄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态;英雄品质反映英雄的内在逻辑,是构成类型的要素。 问卷设计了两个题

目,分别调查英雄类型和英雄品质认知。
目前关于英雄类型的认知,国家制度层面和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认知。 韩云波根据对中国共

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的研究,梳理了民族英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群众英雄、人民英雄、平凡英雄等

主要类型[13] 。 文学艺术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关于英雄类型的归纳尚未形成广泛共识。 冉雪论述

了史诗英雄、武侠英雄、军旅英雄、悲剧英雄、反英雄、女英雄等[14] ;夏娉婷等论述了武侠英雄、红色

英雄、平民英雄等[15] 。 就目前来看,尚未见到完备论述英雄类型的成果。 本文对各类成果提出的英

雄类型进行综合,设计问卷中的英雄类型调查。
问卷第 5 题为多选题“您认为以下哪些选项内容比较符合您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列出 12 个英

雄类型。 在类型选择上,本文参考周晨的问卷,进行大规模调整,合并或删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敬业英雄、时代英雄、创业成功者、中国古代英雄侠客、身边的平凡人、漫改超级英雄、卡通人

物、娱乐明星共 9 个类型,变更或新增了抗疫英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扶贫英雄、劳动英雄、人人都

是英雄、传统英雄、武侠英雄、娱乐英雄 9 个类型。 本文问卷调查结果从高到低的选择顺序是:
抗疫英雄:如钟南山、李兰娟等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人(357 次,占比 91. 3%);
民族英雄:如近现代为我国反侵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物(325 次,占比 83. 1%);
革命英雄: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建立国家而牺牲的英雄烈士(321 次,占比 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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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英雄:如张桂梅等在自己的岗位上十年如一日坚守的平凡人(297 次,占比 76. 0%);
战斗英雄:如奋战在战场的战士、坚守在边境的驻边战士等具有战斗力的人( 275 次,占比

70. 3%);
扶贫英雄:如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237 次,占比 60. 6%);
劳动英雄:如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等热爱岗位、热爱工作的人(236 次,占比 60. 4%);
自我英雄:英雄不以成就划分,只要热爱生活,接纳自我,人人都是自己的英雄(203 次,占比

51. 9%);
传统英雄:如古代的刺客荆轲、聂政(135 次,占比 34. 5%);
武侠英雄:如乔峰、郭靖等武侠小说中的人物(108 次,占比 27. 6%);
娱乐英雄:包含娱乐明星、动漫人物、游戏英雄、漫威英雄、超人、奥特曼等(61 次,占比 15. 6%);
其他(16 次,占比 4. 1%)。
调查发现,对英雄类型的认知具有现实性、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突出特点。 其一,现实性,

疫情关系到几乎每一个人,抗疫英雄高居首位;扶贫作为 2020 年的伟大成就,扶贫英雄也占比过半。
其二,民族性,民族英雄作为一种普遍价值认同,其地位在历史上已确定无疑。 其三,革命性,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奇迹,革命英雄获得高度认同;战斗英雄的外延不再限于战

争年代,同样包含了今天的戍边卫士和广大革命军人。 其四,人民性,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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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人民性对平凡英雄、劳动英雄、自我英雄的认同,充分反映了伟大抗疫斗争所体现的“平凡铸就伟

大,英雄来自人民”的平凡英雄观,也反映了决胜脱贫攻坚战体现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劳动英

雄观。 从平凡英雄和劳动英雄出发,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这就是自我英雄,人人都

可以是自己的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经过时代的洗礼,源于古典的等级英雄和源于西方的神性英雄在当下英雄认知中已经彻底失

去其主导地位。 被西方当作“和平演变”手段的“娱乐英雄”曾经一度甚嚣尘上,在今天的英雄认知

中也已“无可奈何花落去”,虽然仍有一定市场但占比仅 15. 6%,随着近年来各类明星劣迹的曝光和

国产主流影视的崛起,西方式的明星型、超人型“娱乐英雄”还会更加黯淡,中国自己的“娱乐英雄”
将以“人民英雄”的新姿态服务和回报于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英雄与劳动英雄二元结构” [3] ,战斗英雄在前方冲锋

陷阵,劳动英雄在后方保障生产。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动成为一种常态,不再有战时

状态的特殊性,1950 年由李立三提议将评选“劳动英雄”改为评选“劳动模范” [17] 。 抗美援朝胜利

后,中国已无大的军事行动,“战斗英雄”也在日常生活场域中逐渐淡出。 基于现实性、民族性、革命

性、人民性的英雄风气稍有减弱,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英雄”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国历史进入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号召,英雄风气重回人间,成
为社会文化主流。

在结构性访谈环节,仅有 S1 对英雄类型进行了补充,另外提到了抗日英雄、戍边英雄。 一个明

显的认知倾向是,英雄类型其实并不重要,过去的英雄强调的是个人概念,而现在强调的是集体概

念,英雄类型就是这样的集体概念。 而在英雄类型的集体概念之上,还有更大的先进性群体概念。
S1 说:“英雄是一个个人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集体概念,比如说卫国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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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抗疫英雄。 但是对于当下社会中的一些英雄人物,我还是可以记住的,比如祁发宝、陈祥榕、
钟南山、张定宇、李兰娟。 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对于集体概念的英雄的宣传,是必要的,它和美国

大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不一样的。 我也喜欢看这些大片,但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的,他们的

场景、特效的确有做得好的地方,他们通过景观媒介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很强烈的,这是我们需

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它宣扬的那些个人英雄主义又是我摒弃的东西。 国家为个人英雄颁布荣誉勋

章,虽然表彰的是个人,但是他们代表的是共产党这个群体。”
本文在问卷环节没有设计“群众英雄”和“人民英雄”选项,因为这两个概念属于整体性概念,已

经不是类型概念。 从问卷和访谈对英雄类型的认知中,可以发现人们已经倾向于对英雄概念进行

整体观照,更加重要的并不是英雄类型,而是英雄被寄予的高贵品质。 由此,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就
展开了对英雄品质认知的调查分析。

四、英雄量性实证研究之二:英雄品质认知与因子分析

关于英雄品质的认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目前学界也有不同角度。 从“英雄精神的内涵”
出发,唐勇总结了信仰精神、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担当精神四个方面[18] ;宋红云总结了爱国精神、信
仰精神、奉献精神、奋斗精神、敬业精神五个方面[19] 。 从“英雄区别于他人的根本属性或外在表征”
出发,刘惠洲等总结了“自信、勇敢、智慧、责任、荣誉”五种品质[20] ;庄文城认为“英雄人物是为民族

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甘于奉献、勇于担当之人,是胆识过人、聪明智慧、不畏艰险之人,是无私奉

献、深明大义、令人敬佩之人” [21] ;李昂等认为,“英雄的共同本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和奉献自

己” [22] 。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英雄品质的问题尚未取得明确统一的共识,认知差异较大。 在实证研

究成果中,往往采取类型学方式对复杂的内涵元素进行处理,周晨采用联想词方法,归纳为 9 个维

度作为标准,降序排列为道德品质、做事风格、意志品质、体魄修养、理想抱负、传统道德、卡通漫画

特征、游戏特征、负面或感官特征[6] ,但由于联想词太多而不便判断什么是英雄。 倪琳等以预设评

判标准方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奉献与牺牲(75%)、责任与担当(74. 9%)、理想与信仰(74%)、勇
敢与毅力(68%)、卓越与成就(50%)均超过半数,可作为核心特质;高尚的品德、敬业与奋斗可作为

中观特质;才能与体魄、个性与魅力、颜值与有趣选择率低,不能作为主要标准[7] 。
在开放式联想和预设评判标准两种方式中,本文选择开放式联想,问卷第 6 题为完全不设提示

的自由联想题“当提到英雄时,您认为他们身上拥有哪些品质(请至少列举三个)”。 我们对相似相

近回答进行合并,得出英雄品质因子序列。 由于完全自由联想,因子词相对较分散,在 391 份问卷

中,因子词最高频数为 249 次,占比 63. 6%。 对全部因子词中占比高于 3%的 21 个因子词分级,得到

如下四级结果。
第一级,占比 30%以上的 7 个:勇敢(含无畏,249 次),奉献(含舍己,232 次),爱国(152 次),乐

观(含开朗,139 次),敬业(132 次),坚强(131 次),无私(127 次)。
第二级,占比 20% ~ 30%的 5 个,分别是:集体(108 次),诚信(含真诚,107 次),平凡(90 次),生

活(82 次),优秀(78 次)。
第三级:占比 10% ~ 20%的 5 个:善良(76 次),助人(75 次),爱民(68 次),爱党(59 次),能力

(40 次)。
第四级:占比 3% ~ 10%的 4 个:牺牲(30 次),正义(29 次),担当(含责任,30 次),智慧(1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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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因子词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当下青年大学生英雄观的基本情况,保持了长期以来相对稳

定的英雄内核品质因子,也在新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于历史观念的英雄品质因子认同。
英雄品质认知的观念史可分三个时段。 一是古代英雄观念,即“中国历史传统中智勇双全、文

武相兼的‘等级英雄’观念”和“西方‘神性英雄’观念” [23] ,从这两种英雄观抽象出来的英雄品质,
中国传统英雄品质是智慧和勇敢,英雄是“能力突出、勇力超群的人” [24] 。 西方传统英雄品质是超

人和拯救。 二是以中国共产党英雄观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英雄观,在品质特征上是革命英雄主义

与集体英雄主义,在类型特征上是战斗英雄与劳动英雄。 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雄观,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为代表,他提出了“平凡英雄”观念,其品质特征是“忠诚” “执

着”“朴实”,“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用一生的努力谱写

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25] 。 从 2019 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每年的新年贺词中都热情礼赞英雄,高
度评价“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 [26] 。 上述三个不同时段的英

雄品质核心因子分别是:现代之前的中国英雄是智慧和勇敢,西方英雄是超人和拯救;革命年代是

基于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战斗与劳动;新时代是平凡英雄的忠诚、执着、朴实。 本文发

现,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继承了革命英雄主义英雄观的恒定品质,又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与时俱

进,而古典和西方传统中“智慧和勇敢”“超人和拯救”两类英雄品质已明显退居其次。
革命英雄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精

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忠诚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共同“锻造了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其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内涵就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27] 。 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内核品

质,爱国、乐观、忠诚构成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外延品质。 从革命英雄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本文调

查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勇敢和奉献居于前两位,分别占比 63. 7%和 59. 3%,革命英雄主义“英勇顽

强,舍生忘死”的核心品质已经根基稳扎,深入人心,这对于传统英雄观的智勇与西方英雄观的超人

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超越,说明较大比例中国新时代青年树立了对革命事业的信仰。 勇敢和奉献

两种英雄品质,与上官酒瑞通过共现关系得出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关键词前两位“艰苦奋斗、奉
献精神” [28]颇为相近,说明新征程上青年对英雄品质的认同与主流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 第二,在
革命英雄主义的外延品质中,爱国、乐观、诚信等分别占比 38. 9%、35. 6%、14. 8%,这和革命英雄主

义的核心品质一起,构成了革命英雄主义品质的完整框架。
在革命战争基本结束后,一度曾有过“诋毁英雄”的逆流,以所谓“人性”和“生活”的名义将英

雄平庸化、普泛化、消费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

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29] 在继承革命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和平年代需要怎样

的英雄呢?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那么“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

代”,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的就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30] 。
在本文调查中,敬业、坚强、无私、集体、平凡等品质分别占比 33. 8%、33. 5%、32. 5%、27. 6%、

23. 0%,这些都是新时代“平凡英雄”的品质。 “平凡”并不是口号或标签,新时代青年已经深入领会

“平凡英雄”的内在特征,敬业、无私、集体等品质得到普遍认同,这些都是区别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和

平时期英雄主义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革命传统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到“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命题的新时代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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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型英雄到“群众英雄”“人民英雄”,英雄愈来愈成为一个集合概念,其品质特征一方面固然

可以细分,但另一方面整体性愈来愈突出,时代性愈来愈鲜明。 这在访谈中有突出表现。 S1 说:“小

时候我认为那些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作出牺牲的人就是英雄,但是现在觉得英雄是一个广泛的定义,
我对英雄的认识更加贴近生活了。”

在 S4 看来,英雄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她说:“我开始觉得超级

英雄是我心中的英雄,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不能称为英雄了。 因为他们是被拟构出来的虚拟

形象,我觉得英雄要为人民服务,做实事,才能称得上英雄。 比如张桂梅,她帮助丽江的山区女学生

上学,她可以算是英雄。 英雄不是高高在上的,每个人都可以称为英雄,只是说你可以做到别人做

不到的事情,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第一个站出来。”一方面,普通人只要具有了某一种英雄的品质,就
可以争做英雄;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走向偏激,因而又要把英雄行为和英雄人物区分

开来。 也就是说,某些行为因为符合英雄的某一些品质特征而带有“英雄性”,但英雄人物需要长期

不懈的坚守,这正是为什么和平时代的“平凡英雄”必须要具备“忠诚、执着、朴实”品质的深刻意义

所在。 对于英雄认知的偏误,以及“诋毁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用个别英雄品质替换了英雄的

核心品质和整体品质,这是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也是厘清英雄边界的关键点所在。

五、英雄量性实证研究之三:英雄叙事认知与因子分析

在目前的英雄研究成果中,数量极大的思政学科成果很少涉及具体人物和事件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文艺领域,“英雄书写研究中对英雄形象的探讨,成果多集中在各类

题材中的英雄形象及英雄形象的具体类型研究中,对英雄形象的本体性研究不多”,而在具体书写

过程中,“神性特征逐渐淡化,人性因素逐渐突出”,从而“造就了其区别于一般形象符号的特殊

性” [14] 。 除了对英雄的礼赞之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文艺领域英雄叙事对英雄困境的描述,比如李洪

华就曾谈及“曾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的孙尚宪、领导过抗战宣传队的卓竟成、有过

英雄热血的贾自我等人,在历经生活磨难和人世纷争之后,尽管退守乡土,却仍然无法解救精神的

困境和颓败的人生” [31] ;王桂妹谈到抗战女英雄题材小说中“出色的战地女英雄”在“现实中的冷

遇” [32] 。 这给英雄价值评判留下了一个“后门”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放大,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

里就将“英雄困境”偷换概念为“诋毁英雄”。
一面是思政学科缺乏对英雄的具象书写,一面是文艺学科对英雄困境的伤感情怀,给别有用心

者留下了偷换概念的空间。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诬蔑诽谤,前期有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深

刻教训,后期有中国“公知大 V”对革命英雄的疯狂诋毁,苏联未能及时阻止这一逆流导致了爱国主

义和民族精神的消散,中国及时有力回击了这一逆流而更进一步巩固了主流英雄价值观。 英雄叙

事因其具体、直观、可感特性,是直接决定英雄文化建构与传播的重要环节,也是澄明英雄文化价值

判断进而弘扬正气、打击邪气、平复怨气、消解戾气的重要环节。 而就目前所见英雄文化量性研究

成果而言,几乎都未在英雄叙事上设计相应调研环节。 本文将英雄叙事作为重点,这既是弘扬英雄

文化的必要环节,也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
本文设计了占全卷 50%的题目来调查英雄叙事,问卷第 10 ~ 18 题列举 9 个相关案例,采用“三

选一”答卷,在正反两个选项之后同时列出“中立”判断。 问卷对于案例的选择,主要考虑三个因素:
一是传播热点因素,二是分歧争议因素,三是社会风气因素。 上述因素并不单一分布于某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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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综合交融在各个案例之中,成为一种整体认知。 具体案例分为四类。
第一类:对“平凡英雄”或“凡人英雄”的认知。 第 10 题讲述电影《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人物

陆勇的故事,第 11 题讲述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王老师跳入长江勇救落水儿童的故事。 他们为

人奉献,但有争议。 陆勇为病友在海外代购仿制药,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但也因此涉嫌“妨

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 王老师救起两名小孩,自己不幸遇难。 对于陆勇,赞成 61%,中
立 26%;对于王老师,赞成 84%,中立 6%。 可以发现:第一,英雄都是利他人格,印证了上文“奉献”
品质。 还发现英雄的奉献是有风险的奉献,有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受到较大损害甚至牺牲生命,这也

是出现了部分中立和反对声音的主要原因。 第二,英雄的奉献必须和勇敢无畏相结合,形成超越普

通人的品质。 第三,英雄的魅力在于他们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平凡英雄”,也许平

时名声不显,关键时刻却能突显巨大奉献精神和突出贡献。
第二类:对“诋毁英雄”或“贬低英雄”的认知。 第 12 题列举“火烧邱少云违背生理常识” “黄继

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等网络言论;第 13 题列举认为疫情封控“是集体对个人权

益的过度侵吞”等网络言论。 前者否定革命战士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实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

现,他们对英雄的诋毁是主观恶意的;后者站在个人主义立场,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对集体主义

奉献精神的否定,是无视他人利益的西方无限制个人自由主义的翻版。 在答卷中,对前者持否定意

见的占比仅有 69%,而赞成和中立达到了 15%和 16%,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细节” “真实” “合

理”等尤其是以所谓“史料”“学术”名义出现时仍然需要高度警惕。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主要从“历

史”入手,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这些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看来距离生活较遥远,青年对此没有

切身感受,因而还有一定市场,有一些青年对此持保留态度。 曾有一段时间,党史教育弱化,思政教

育泛化,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与对革命历史中的英雄所持态度不同,对疫情期间个人自由与集体利

益的冲突,81%反对个人自由主义,15%中立,而赞成者仅有 4%。 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疫情期间革命英雄主义的卓越表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现实伟力。

第三类:对“捍卫英雄”和“关爱英雄”的认知。 第 14 题讲述仇某明微博“@ 辣笔小球”诋毁“卫

国戍边英雄”被捕;第 15 题列举《民法总则》 《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英雄条款及《刑法修正案(十

一)》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名;第 16 题讲述广西百香果女孩杨晓燕被害,她父亲在她一岁时因救人

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艰难生活,杨晓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许多人痛心英雄后代命丧恶魔

之手,责问相关部门没有对英雄遗孤进行优抚,相关部门回复因她父亲并未获得见义勇为称号,所
以没有法律依据给予优抚。 对仇某明的处罚,支持占 88%,中立 9%,反对仅 3%;对相关保护英雄烈

士的法律法规,支持占 92%,但也表示可以范围更广,中立 8%,没有反对意见;对杨晓燕事件,79%
的人表示应该给予慰问关心,不必局限在制度范围之内,仅有 9%认为必须严守制度,中立 12%。 由

上可见,对于捍卫和关爱英雄,多数青年形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全社会认同英雄、捍卫英雄、关爱

英雄的正能量氛围,但也认为现有做法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灵活处理。
第四类:对“怀念英雄”和“崇尚英雄”的认知。 第 17 题讲述袁隆平去世后人们自发悼念;第 18

题引述 2013 年的一份关于“青少年崇拜偶像最靠前的人物”前十名有九人是明星而仅有一人是杰

出人物雷锋。 袁隆平在世时并不以“英雄”之名显于世间,而他去世后,据“长沙市殡葬事务中心安

保部门工作人员回忆,24 日前后来明阳山悼念的人员达 30 余万人次,从殡仪馆运走悼念袁老的鲜

花装满了 32 辆卡车。 悼念活动结束三四天后,还有外地的群众赶来送别。 人们如此缅怀袁隆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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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在中国早已成为民族英雄和不懈追求科学的象征” [33]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也高度评价

他是“一位真正的粮食英雄” [34] 。 人们自发悼念他,92%的人认为这是“社会怀念英雄、崇敬英雄的

表现”,8%表示中立,没有反对意见。 对于一度明星流行、英雄不显的状况,78%认为应该引起警惕,
10%认为不应大惊小怪,12%保持中立。 近年来,有关部门开始规范资本无序扩张和失德艺人行为,
这种情况已经大有好转。

从以上英雄叙事认知的案例调研发现,青年英雄观中的正面价值已大致形成,正能量不断积

累,负能量则不断消减和转化。 但也要注意到,对部分问题保持中立不做评价的观望者占比不低,
这提醒我们加强英雄主义教育、强化教育效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英雄叙事是英雄文化的重要内容,以其具体可感性来具象体现英雄文化的强大感染力。 在结

构性访谈中,几位受访者提到了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S1 提到了《亮剑》里的李云龙、《恰同学少

年》里的毛泽东;S2 提到了《火影忍者》里的鸣人、《奥特曼》中的迪迦;S3 提到了《亮剑》里的李云龙

与魏和尚、《西游记》里的孙悟空;S4 提到了蜘蛛侠。 但受访者提得更多的还是历史和现实中的英

雄人物:S1 提到了祁发宝、陈祥榕、钟南山、张定宇、李兰娟等卫国戍边英雄和抗疫英雄;S2 提到了

刘胡兰、张思德,钟南山、袁隆平、黄文秀和感动中国的人物;S3 提到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和抗

疫中的武汉人民;S4 提到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桂梅,甚至还提到了都美竹,她更是通过亲身经历讲

述了社区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党员,主动要求要讲述党的发展历程及她对党的感激之情。 S4 说:
“当时我感觉很感动,她并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老党员一心向党。 她身上符合英雄的特质在于,在她

那个年代可以入党,就已经证明了她是一个思想崇高的人。”她还把疫情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为

英雄。 而对于自己,她说:“我觉得自己居家隔离称不上是英雄,只能说是配合工作。”
可以看到,英雄叙事是英雄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具多元性和广延性的部分,如何对

英雄叙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使英雄的姓名如雷贯耳,使英雄的事迹尽人皆知,使英雄的情怀感人

至深,使英雄的风尚广为传扬,我们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六、英雄量性实证研究之四:英雄传播认知与因子分析

国家高度重视英雄研究,2020 年以来有 11 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涉及马列·科社、党史·
党建、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其中 6 项涉及传播,2021 年更是有“新时代英雄观的理论

建构与传播体系研究”两项同名重大项目立项。 中国知网“英雄+传播”主题检索超过两千项结果,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赓续中的英雄传播,如罗亮研究了红色文化赓续中英雄烈士事

迹的传播路径创新[35] ;二是媒体中的英雄传播,如陈力丹研究了“狼牙山五壮士”的传播历程[36] ;三
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传播,如李琦等研究了主流剧的英雄叙事传播[37] 。 但对英雄传播认知和体系

构建的系统成果目前还很少见到,相关项目研究成果还未大量发表。 目前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基

础性工作有待深入开展。
本文的问卷设计了三个题目调查英雄传播途径及其有效性认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影响英雄观形成的途径。 本文借鉴周晨的研究,但删去了“其他课程学习”单项,

将“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两项合并为“传媒影响”,增加了“个人的学习所得(成长过程中的价值积

累)”单项。 本文以多选题方式作答得到的占比降序排列途径为:传媒影响(包括书籍报刊、电视、广
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QQ、微博、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兴媒体)78%,影视作品(电影、电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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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所得(成长过程中的价值积累)67%,思政课影响 64%,家庭影响(父母言传身教、亲人影

响)59%,学校氛围(教师、学校活动)58%,生活经历(如参与抗震救灾、疫情防控等)50%,同辈群体

(同学、朋友、同龄的某一名人等)29%。 在本文的调查中,前三位是传媒影响、影视作品、个人学习。
本文的调查进一步彰显了社会影响和自主观念的形成,而这正是经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

新一代青年人自主意识的增强,也是“90 后”平视世界的反映。
第二个方面:影响英雄观形成的活动形式。 以多选题方式作答,占比由高到低的活动形式为:

组织观看相关电影、宣传片、专题片 88%,组织游览博物馆、纪念馆等活动 67%,举办主题讲座、人物

座谈会等 62%,举办的各类比赛(如演讲、朗诵、征文比赛)51%,学校公众号、微博号等平台推送相

关内容 51%,课程撰写相关论文、专题报告、实践调研等 47%,学习强国平台打卡学习 40%,组织相

关科研活动、项目申报等 35%。 可以看到在具体活动形式上整体偏向于观赏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的

视频观看,这和当下的视频学习方式一致。 生动形象的以单向接受为主的活动如参观、讲座也有较

大比例。 各类学习型活动效果则明显弱一些,而带有一定要求打卡性、强制性的活动更弱一些,科
研活动由于仅有少部分人参与而居于末位。 从答卷的选择可以看到由强到弱的渐变轴线,即受动

性、观赏性越强越受欢迎,观赏性高于活动性,活动性又高于学习性和研究性,这提示我们需要有生

动活泼的教育内容与教育路径。
第三个方面:上述途径及活动的有效性。 本题项是对上述两类调查的总结,结果显示,选择影

响很大的占 58%,没有影响的占 4%,这说明英雄风尚的形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继续坚持下去

就会形成更加普遍和良好的英雄风尚。 但另一方面,认为影响有限的人数也占据了 39%的比例,说
明活动效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尤其是面对具有明显圈层分化的青年群体,“如何‘破壁入圈’,让主

流英雄文化在青年群体中获得价值认同” [38]成为对青年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取得较大效果的前提。
通过与其他类似研究比较发现,近年来英雄文化的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学校

影响弱化,传媒影响崛起。 在周晨的调查中,学校氛围 72. 7%,传统媒介 65. 1%,思政课学习

60. 7%。 疫情发生之后有较大变化,在倪琳的调查中,较高的是主流新闻媒体 57. 65%,学校思政课

52. 98%。 在本文的调查中,传媒影响 78%,影视作品影响 69%,个人学习所得影响 67%,思政课影

响 64%。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第一,疫情的影响,疫情发生后,青年大学

生主要通过媒体来获取原本多渠道的信息,而在隔离生活中,视频作品成为主要消遣渠道,个人学

习有所加强,课程主要采取线上方式,这使得学校氛围减弱而个人化方式加强。 第二,样本的影响,
周晨的样本中大学生仅占 37. 4%,本科学历 57. 7%,研究生极少;倪琳的样本中高职和民办本科占

了 35. 49%,完全没有研究生;而本文的样本为专科 8%,本科 66%,研究生 26%。 由于学历层次的不

同,问卷调查结果自然有所差异。 可以认为,三项调查分别反映了以非大学生群体、本科群体、本硕

群体为主的状况,三项调查具有互补性质。
在结构性访谈中,最初接触到英雄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渠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影视剧,而在后

来的学习和实践中拓展了对英雄的认知。 S2 说:“上了大学以后,我逐渐认为,英雄也并不一定要去

做什么大事,要去拯救世界。 平凡人也可能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只要在自己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人,
都是英雄。 比如说革命时期的刘胡兰、张思德,和平时期的钟南山、袁隆平、感动中国人物。 这些英

雄的共性在于,有自己的信仰,能够在某一时刻勇敢站出来,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我。”2021 年启动

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更是极大促进了英雄认知的升华。 这样的认知拓展,不仅仅是单一学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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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是学校教育、组织教育和自主学习的综合结果。
社会实践也促进了英雄认知的升华,在历史发展大势驱动下的所见所闻所感,虽然可能就个人

来说处于空间隔离之中,但当下发达的媒体提供的异常丰富的信息,仍然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

灵。 S3 说:“疫情给我带来的改变挺深刻的,非典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从英雄的角度来说,我有感觉

到英雄力量的存在,钟南山、李兰娟等,像钟南山院士,他年纪那么大了,还亲自坐动车到了武汉,而
且他还不顾自己的安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到武汉。 那些医生和护士,他们也是英雄,自身觉悟

够高,而且他们明知道有感染的风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去帮别人,做的事情也够称为英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9] 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正是

中华民族成长的缩影,学习教育与社会实践共同促进着他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丰富的传播途

径进行了整体化归并,实现了新时代英雄认知的升华。

七、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结论与四条建议

(一)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结论

本次调查历时近一年,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
英雄类型是人们对英雄最直观的认知,在颠覆古典传统智勇英雄和西方传统天降英雄的基础

上,赓续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英雄类型一方面继承了民族英雄、革命英雄

的宏大叙事传统,也传承着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的双元结构,更书写了抗疫英雄、扶贫英雄的时代画

卷,扬弃了超人英雄、娱乐英雄,弘扬了平凡英雄的人民性和时代性。 在英雄实践中,“集体英雄主

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民族英雄精神在灾难中得到深刻体现,时代英雄文化在战‘疫’中得到

品格升华”,在“群众英雄”和“时代英雄”的英雄谱系中,必将载入“中国人”的名字[40] 。
第二,英雄品质不忘初心,勇敢奉献成为主题。
勇敢和奉献作为英雄的两大核心品质已取得广泛共识,这对传统古典英雄以智勇双全作为两

大核心品质有巨大差异。 勇敢并不等于能力,奉献也不等于牺牲,能力和牺牲都已退居其次,普通

人、活着的人都能成为英雄。 正义、担当等品质也退居其次,爱国、乐观、忠诚就是正义和担当。 时

代在发展,英雄品质认知同样在发展,具备忠诚、朴实、执着的人格力量,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第三,英雄叙事突显是非,中国故事感动中国。
最能起到认识英雄、崇尚英雄教育和传播作用的是鲜活的英雄叙事案例,引导人们深入思考英

雄的内涵,认识到身边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能够争做英雄,正所谓“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正所谓“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进而有力回击“诋毁英雄”“贬低英雄”逆流,捍卫

英雄,关爱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弘扬社会正气,讲好英雄故事,让英雄叙事富有魅力,在全社

会形成广泛的英雄风气。
第四,英雄传播自主认知,社会合力强化效果。
新时代青年伴随着新时代中国而成长,90 后平视世界,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他们在接受教育

和传播时更能自主理性认知,因而在接受英雄传播的过程中,传媒、影视等社会文化传播成为超过

学校和家庭的最重要渠道,个人学习也占据重要位置。 当然,在几项不同的调研成果中,学校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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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调研选项占比也都超过 50%,而随着时间的更新逐渐增长至 64%,相信随着思政课建设不断“在

‘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41] ,思政课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会不断增强。
(二)关于英雄研究的四条建议

第一,强化英雄历史研究,彰显英雄正气力量。
革命英雄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百年奋斗重大成就走上新征程的历史进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部分。 “离开历史研究的革命精神研

究,很容易陷入概念的堆砌、文字的演绎和低水平重复”,面对规模恢宏、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仅仅概括其本质属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深入到个体,研究其特色,把研究建立在扎实

深入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独特的表现、独特的价值进行历史学的概括,彰显其精神的个

性” [42] 。 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强化百年英雄文化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百年历史上,英
雄文化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以战斗英雄为核心的革命

英雄主义高潮,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平凡英雄为核心的人民英雄主义高潮,两个高潮呈

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但其本质相同、精神相通,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表现。 英雄文化

还曾经一度受到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和娱乐至死、消费至上错误思潮的异化,倪琳将“颜值”列为调查

项目就是对这一异化现象的反映。 英雄文化还曾遭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意诋毁,也曾经被民粹主

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用来粉饰美化其反动、极端甚至恐怖行为。 因而,强化英雄历史研究,正本清源,
才能让人们清楚地认知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从而树立百年英雄正气,弘扬新征程上第二个百年奋斗

的英雄气概。
第二,强化英雄本体研究,构建英雄因子体系。
英雄既是一种外在的称誉,也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但长期以来出现了英雄内涵模糊的状况,这

给人们认识英雄、学习英雄带来了困难。 在已有的各项调查中都发现被人们视为英雄品质的因子

词众多,尤其是在联想状态下可谓五花八门,周晨调查得到的高频联想词达到 4
 

931 个,合并之后仍

有 209 个,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英雄,缺乏可执行性,也是英雄内涵模糊的现实反映与主要原

因。 因而,强化英雄本体研究,通过对英雄内涵的研究,筛选出英雄品质的核心因子,进而编制英雄

量表,有助于确定英雄内核,避免英雄文化被异化歪曲甚至恶意利用,树立正确英雄观念。
第三,强化英雄叙事研究,讲好英雄动人故事。
英雄既是一种精神品质的概括,更是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体现的,讲好英雄故事就是对英雄

品质的具象化和实践化,是英雄理论的现实显现。 有一段时间,充斥于社会文化中的要么是美国好

莱坞大片里的“超人英雄”,要么是以“人性”名义将英雄“凡人化”塑造成缺点突出的所谓“人性英

雄”甚至“躺平英雄”,这实质上是丑化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
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43] 。 这股英雄叙事歪风盛行的结果,是英雄流血又

流泪,历史英雄人物被质疑贬斥,现实英雄人物被抹杀湮没,盛行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超人英

雄”、资本野蛮生长操纵下的“流量英雄”,而广大人民群众看不到真正的英雄人物,本来动人的英雄

事迹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笔下的虚假做戏。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

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44] 。 学术界在澄明英雄内涵的

基础上,要致力于研究讲好英雄的动人故事,牢牢把握英雄叙事话语权,“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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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气概” [2] 。
第四,强化英雄传播研究,赓续红色英雄传统。
真正的英雄不是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逞英雄” “论英雄”,也不是天降救世主的“超人英雄”,

而是忠诚、执着、朴实地奉献于社会和他人,他们可能是“深藏身与名”的默默付出的凡人英雄,英雄

美名需要广为传扬,英雄风气需要广为培育,这就是英雄传播的担当与责任。 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了

解英雄,争当英雄,真正体现英雄来自人民、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赓续红色

英雄传统。 通过英雄传播,还要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英雄话语,使我们的英雄观能够成为充分体现主

体自信并得到跨文化广泛接受的话语。 正如吴岩所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不仅要传播中国的东西,
还要把中国的东西变成外国人能够理解的学术语言,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45] 。 英雄传

播就是要让中国英雄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认同,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支撑,让英

雄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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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has
 

witnessed
 

a
 

new
 

historical
 

height
 

of
 

heroic
 

value
 

and
 

heroic
 

culture
 

as
 

a
 

hot
 

topic.
 

However 
 

the
 

boundary
 

connotation
 

remains
 

unclear
 

in
 

the
 

research
 

and
 

description.
 

The
 

academic
 

system
 

of
 

heroic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in
 

the
 

vertical
 

history 
 

horizontal
 

structure
 

and
 

cross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ourse
 

system
 

is
 

inadequate
 

in
 

empirical
 

research 
 

basic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basic
 

work
 

for
 

further
 

compiling
 

heroic
 

can
 

be
 

provided
 

by
 

further
 

clarifying
 

heroic
 

connotation 
 

conduc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heroic
 

factors
 

and
 

deeply
 

discriminating
 

connotation
 

factors
 

of
 

heroic
 

concepts.
   

A
 

quantit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heroes
 

is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respective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ly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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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ic
 

types 
 

anti-epidemic
 

heroes 
 

national
 

heroes 
 

revolutionary
 

heroes 
 

ordinary
 

heroes
 

and
 

combat
 

heroes
 

rank
 

among
 

the
 

top
 

five
 

and
 

the
 

cognition
 

of
 

hero
 

typ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orientation
 

of
 

reality 
 

nationality 
 

revolution
 

and
 

people.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heroic
 

quality 
 

open-ended
 

association
 

reveals
 

that
 

courage 
 

dedication 
 

patriotism 
 

openness
 

and
 

optimism
 

are
 

at
 

the
 

forefront.
 

The
 

constant
 

quality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is
 

inherited
 

and
 

the
 

new
 

quality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s
 

manifested
 

in
 

the
 

heroic
 

quality
 

in
 

the
 

new
 

era.
 

Thirdly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heroic
 

narrative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reveal
 

that
 

heroic
 

positivity
 

is
 

mounting
 

while
 

negativity
 

is
 

lessen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roportion
 

of
 

onlookers
 

is
 

not
 

low 
 

who
 

remain
 

neutral
 

towards
 

certain
 

issue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strengthen
 

heroism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Fourthly 
 

in
 

terms
 

of
 

the
 

cogni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heroic
 

diffus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diffusion
 

and
 

influencing
 

channels
 

of
 

heroic
 

culture 
 

with
 

the
 

rise
 

of
 

media
 

influence 
 

the
 

enhancement
 

of
 

independent
 

concept
 

and
 

the
 

reduction
 

of
 

school
 

influence.
  

Four
 

conclusions
 

are
 

drawn
 

by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ly 
 

the
 

types
 

of
 

heroe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ith
 

ordinary
 

heroe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Secondly 
 

the
 

heroic
 

quality
 

remain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with
 

bravery
 

and
 

dedication
 

becoming
 

the
 

theme 
 

Thirdly 
 

the
 

heroic
 

narrative
 

highlights
 

right
 

and
 

wrong 
 

with
 

China
 

stories
 

moving
 

China 
 

Fourthly 
 

heroes
 

spread
 

independent
 

cognition 
 

with
 

social
 

joint
 

force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
 

Four
 

suggestions
 

are
 

accordingly
 

put
 

forward
 

on
 

further
 

study 
 

Firstl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hero
 

history
 

to
 

highlight
 

the
 

righteous
 

power
 

of
 

heroes 
 

Secondl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hero
 

ontology
 

to
 

build
 

a
 

hero
 

factor
 

system 
 

Thirdly 
 

strengthen
 

heroic
 

narrative
 

study
 

to
 

present
 

moving
 

heroic
 

stories 
 

Fourthly 
 

strengthen
 

heroic
 

diffusion
 

research
 

and
 

continue
 

the
 

heroic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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