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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学术建构
———基于 CSSCI 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冉　 雪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英雄文化源远流长,而英雄文化研究却起步甚晚,与丰富的英雄文化资源不相匹配。 自

步入 21 世纪,英雄叙事在大众文化领域大放异彩,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英雄文化,引发学术界对英雄文化的热切关注。 基于 CSSCI 期刊论文对有效文献的时间分布、
主要议题及高被引论文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知:第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成果总体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 从时间上看,2013—2017 年侧重于对文艺作品中英雄文化与英雄形象的阐述,2018 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新时代英雄文化、英雄理论与制度等则成为研究的热点。 第二,这一领域目前主

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关于英雄及其概念群的本体性探索,“英雄”“英雄文化”“英雄主义”“英

雄精神”“英雄形象”“英雄叙事”等概念的阐释正在逐步完善中;二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研究,包
括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自身特色等整体性考察,抗战时期劳动英雄与新时代人民英雄等阶段性研究,
以及主要领导人英雄观的重点研究;三是有关文学艺术作品中英雄书写的分析,抗疫英雄、超级英雄等

形象体现出“英雄”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与新内涵,新时代英雄书写的“人民性”“个性化”“崇高性”
“日常性”等特征得到重视;四是对历史与当下英雄整体或英雄个体的论述。 第三,从这一领域的高被引

论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法学、电影与文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英雄文化研究最为热门。
总体来看,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应深刻把握时代主题,汇聚研究力量,并以问题为导

向,回应时代关切,自觉将研究汇入时代洪流,突出实践价值;同时在多元英雄形象的建构中彰显平凡英

雄的时代取向,并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革命英雄文化的传承,文化产业创造等方面努力探索自身特

色,构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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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
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 。 在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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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习近平总书记将英雄及英雄精神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英雄”在新时代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从英雄

文化的学术发展逻辑来看,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也适逢绝佳发展机遇。
如今,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新时代英雄文化”尚未以概念的形式正式提出,

也不曾指明确切的内涵及研究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文所讨论

的“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即以此为时间节点。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领域广泛,而成果分布

集中;研究内容丰富,但深度有所欠缺;长于文本分析,弱于理论阐发。 从数据来看,党的十八大以

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中国知网以“英雄”为主题的文献已高达 2. 2 万余篇。 为此,本文以 CSSCI 期
刊论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据统计的方式,对有效文献的时间分布、主要议题及高被引论文三方面

进行分析,尝试描述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整体格局,就其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看法。 数据筛选

方面,鉴于党的十八大召开于 2012 年末以及 CSSCI 期刊论文发表的周期性,本文以“英雄”为“主

题”,在 2013—2021 年 CSSCI 来源期刊及扩展版期刊中进行检索,截至 2022 年 4 月 1 日,得到 1
 

699
条结果,因大量文献与英雄主题呈低相关度,另有部分为非论文文献,经剔除共得到 328 篇有效文

献。 另外,也将此领域部分重要的非 CSSCI 期刊论文、专著等纳入考察,以使本研究结论更符合

实际。

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时间分布

21 世纪以来,英雄文化研究资料在经历一个快速的增长期后,逐渐步入相对平稳的积累期。 丰

富的资料为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前期文献筛选及 CSSCI 期刊论文数量来

看,此领域还面临着研究主题泛化及整体研究水平不高的问题。 对符合筛选条件的 CSSCI 期刊论

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2022 年数据因不完整不计入内,按照发表年度以柱状图表示如下(图 1)。

图 1　 新时代英雄文化 CSSCI 期刊论文按年份统计结果柱状图(单位:篇)

根据图 1 可知,2013 年以来英雄文化研究 CSSCI 期刊论文数量大体呈稳定增长态势,可分为

2013—2017 年稳定增长期与 2018—2021 年略有起伏期两个阶段来考察。 通过对两个阶段文献的

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前一阶段围绕“英雄史诗” “神话” “小说”等主题研究的文章较多,侧重于对

文艺作品中英雄文化与英雄形象的阐述;后一阶段集中于“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英雄观” “英雄精

神”“英雄烈士”等研究,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新时代英雄文化、英雄理论与制度等成为研究热点。
这一趋势体现出英雄文化研究不仅应时而变,而且朝着理论化、深度化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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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13—2017 年。 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和“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等重大活动中,都发表了关于英雄文化的重要讲话,并身体力行,缅怀先

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特别是 2015 年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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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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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从思想观念、国家制度、文化传承、人文情怀等方面为新时代弘扬英雄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引。 这些

英雄论述与实践深入人心,对学术界启发颇深,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
第二阶段:2018—2021 年。 英雄文化研究数据在增长较明显的前提下保持合理的波动,2021 年

更是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说明此领域得到持久的关注与稳定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

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3] ,深入阐述了英雄“忠诚、执着、朴实”的

品格[4] 。 2018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法律形式为英雄烈士提供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战狼 2》《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影片,在商业

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其惊人的票房号召力为英雄文化这一宝藏吸引了更多学术“掘金人”。

二、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

新时代以来,英雄文化研究既接续了以往的研究视域,又与时俱进,孕育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这一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对英雄概念的本体性探索;二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考

察;三是对有关文学艺术作品中英雄书写的分析;四是对历史与当下英雄整体或英雄个体的论述。
(一)关于英雄概念的本体性探索

1. 多元视角下英雄内涵的探析

新时代以来学者们从三个不同角度对英雄进行了阐释:(1)对英雄进行价值判断,“英雄是每一

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先锋” [5] ,“英雄是进步价值观的杰出代表,是时代的精

神坐标” [6] 。 (2)从个人品格、精神气质进行判断,“自古以来
 

‘英雄’作为救国救民、舍生取义的文

化符号,构成了中国社会推崇的理想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与精神纽带” [7] ,“英雄的本

质在于当人类面临各种生存逆境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勇于突破,而决不退缩的顽强精神和

意志” [8] 。 (3)对“英雄”概念的生成流变进行历时性考察。 刘志伟追溯了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

起源,先秦时期“英”“雄”分别作为单音节词使用,两汉时期“英雄”一词出现但使用较少,到汉末三

国时代得到广泛使用,认为“英雄”代表的是时代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9] ;徐大威认为英雄的内涵较

稳固,“其审美本质是指人崇高的超越精神”,然而其外延是动态的、生成性的,在英雄形态的流变过

程中,“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等质素逐渐内化为其本质规定性[10] ;韩云波通过

历史溯源,考察了中国传统中的“智勇双全、文武相兼的等级英雄观念”和西方“神性英雄观念”,追
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群众英雄”和“人民英雄”为核心的英雄文化发展史,梳理出新时代“英雄”的

时代意蕴[11] 。 学者们研究角度不同,概念界定不一,但存在着共识,即认同英雄具有崇高的超越性,
这一本质性认识决定了英雄不论以何种面貌呈现,其内在品质都具有坚固的稳定性,不能被肆意涂

写。 杨仑认为,“不同的时代,英雄的表现形式或许不尽相同,但英雄的内涵却高度一致” [12] 。 卡莱

尔曾将“英雄”划分为六大类: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与君王英雄[13] ,
扩大了英雄的范围。 那么,随着时代的演进,“英雄”的外延将继续拓展,这一过程中只有把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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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规定性,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作出理性的判断。
2. 以“英雄”为中心的概念群研究

英雄文化研究涉及诸多内涵上互有交叉重合的概念,并且在时移世易的过程中,新概念不时出

现,逐渐聚合为以“英雄”为中心的概念群。 对这些概念群及概念之间关系的辨析,是英雄文化研究

持续向深与广发展的话语前提。 “文化”“英雄主义”“英雄精神”“英雄形象”“英雄叙事”等概念的

阐释工作正在逐步完善中。
什么是“英雄文化”? 张明仓界定为,“以英雄人物为依托、以英雄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系统和

价值系统,是关于英雄观念、行为、精神、功绩、评价、传承的总和” [6] 。 费英秋从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精神层面是英雄文化的核心,它反映了人们对英雄的态度、认知、评判以及价值与情感取向;制度

层面是对英雄精神传承、表彰、捍卫和弘扬的保障机制,包括英雄表彰制度、英雄保护制度等;行为

层面表现为人们由认知到行为转变的过程,以及人们践行英雄精神的实践过程及实践结果” [14] 。
现阶段“新时代英雄文化”这一表述方式频繁出现,并产生了多个研究主题。 研究中所涉及的“英雄

观”“英雄情怀”“英雄精神”等都属于“英雄文化”研究范畴,因而“新时代英雄文化”虽未有定名,但
相关研究已经展开,是“英雄文化”在新的历史方位所产生的具有阶段性质的新概念。

对“英雄主义”的解读,学界“求同存异”。 《伦理学大辞典》将其界定为,“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

的历史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强、首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行为” [15] 。 吴玲也指出,“虽然不同

历史时期的英雄主义有不同内涵,但它有着共同的所指,均指称在主动承担具有社会重大意义活动

中所表现出的为了群体利益甘于牺牲自我的气概,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

情怀” [16] 。 虽然“英雄主义”被辞典赋予标准化与固定化的解释,但并未影响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

对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傅道彬将文学领域的英雄主义分为四类主题:神性英雄主义、历史英雄

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8] 。 王伯睿等指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内涵,“战争年代的革命英

雄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牺牲精神;和平年代的人民

英雄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进取精神;新时代的平民英雄为了复兴伟业‘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奋斗精神” [17] 。 韩云波从广泛的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文学艺术、影视传

媒、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四个领域对“英雄主义”的不同理解,并总结到,“虽然各界对英雄主义的观

点不一致,但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 [18] 。 但有学者提醒到,“需警惕对于个人英雄

主义的贬斥,谨防集体主义规训裁夺个体价值”,消减英雄形象魅力[19] 。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英雄精神形成了系列重要论述,学界也展开了对“英雄精神”

的深入探讨。 唐勇谈到,“英雄精神是以人民英雄、民族英雄为本体依托,以英雄价值观为核心的精

神系统和价值系统,是关于英雄观念、英雄行为、英雄伟绩、英雄价值的总和” [20] 。 习近平总书记对

新时代英雄精神的全面阐发,将其呈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奋不顾身,舍生忘

死’的奉献精神” “‘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敬业精

神” [21] 。
在人类浓烈的英雄情结下,英雄叙事得以大量产生。 陶东风谈到,“在叙事学的意义上,英雄叙

事的核心在于讲述一个关于‘英雄之所以成其为英雄’的故事。 而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意义

上,英雄叙事则可以被看作一种镌刻于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元叙事范型’” [22] 。 虽然不同学科

对英雄叙事的阐释各异,但叙事过程往往伴随集体无意识的参与,使得叙事学与文化人类学—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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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意义融合一体,从而影响英雄的塑造。 李宗刚将“英雄叙事”视为“作者在英雄理念的指导下通

过‘文学想象’塑造出英雄形象的过程”,也“可能是叙事主体在整合了诸多的因素之后承载着诸多

文化理念和情感的对象物” [23] 。
在英雄叙事中,诞生了丰富多彩的英雄形象,如民族英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超级英雄等。

由于“英雄形象”这一概念较浅显直白,常被学者信手使用,因此也往往忽略了对其进行概念上的解

释。 总的来说,“英雄形象的符号生产,其内在的宏大叙事属性以及与民族认同乃至国家形象建构

的关联度” [24] ,是其他形象符号无法相提并论的,因而其在主流文化传播领域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对英雄及其概念群内涵的研究,是构建英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但除思想政治

教育之外,其他领域学者大多未体现出概念阐释的意识。 英雄概念群存在内涵重叠,边界模糊的问

题,比如上文中出现的“英雄文化”与“英雄精神”的定义就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且缺乏严格的辨析。
在新时代国内外思想文化深刻变动中造就的文化新语境下,英雄涵义的演变与新概念的生成,不断

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也提醒研究人员要树立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
(二)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文化

中国共产党已成立 100 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立场一以贯之,在伟大的

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了全新

的英雄文化观念谱系,实现了英雄文化观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25] 。
目前,学界从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文化展开研究:(1)整体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英雄文

化的生成逻辑、发展历程、自身特色等;(2)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抗战时期劳动英雄与新时代人

民英雄的研究;(3)重点研究,即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英雄观研究,其中毛泽东与习近平的

英雄观受到积极关注。
1.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整体研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与自身特色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

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26] 。 百年的艰辛跋涉,成
就了中国共产党辉煌的英雄文化。 “经典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与中华传统文化英雄观在中国的革命

实践中得以凝结、升华,并创造性地催生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观” [27] 。 韩云波探

究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两种基本样态,较为详尽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观念文

化[25]与英雄制度文化[28] ;穆鹏程通过对党的历代领导人论著中英雄论述的耙梳与研读,总结了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英雄论述与英雄实践,阐发了党的英雄观的时代意蕴[29] ;郭辉也通过文献

资料的发掘,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整体考察[30] 。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其确认的英雄主体与倡导的精神品质中树立起自身的特色。

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英雄文化的主体对象”,建立起以“群众英雄” “民族英

雄”及“人民英雄”为主体的英雄谱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25] 。 中国共产党从“以工人阶级和农民

阶级作为战争英雄和民族英雄的主体构成、基于‘无名英雄’的概念将英雄的主体扩展为普通群众、
实现了英雄的职事化转向”三方面完成了英雄主体的平民化转向,克服了传统英雄主体精英化的局

限[31] 。 另外,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精神品质,体现为“人民是真正英雄的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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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为理想信念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忠诚、执着、朴实的英雄风

范” [29] ,是传统英雄理念与时代英雄精神交融的产物。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英雄文化始终蕴藏在其奋斗历程中,已成为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及力

量源泉。 而学界的探索才初步展开,在历史文献发掘、英雄理念总结方面亟待进一步开发。
2.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阶段研究:抗战时期“劳动英雄”与新时代“人民英雄”
对抗战时期“劳动英雄”的研究,学界着力较多。 王建华考察了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生成的理论

与实践逻辑,对劳动英雄在根据地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进行审视,以此探讨英雄塑造对国家建设的影

响[32] 。 也有国外的学者对延安的妇女劳动英雄进行研究,剖析当时形成的妇女劳动英雄现象,介绍

塑造妇女劳动英雄形成的政策和理念,并指出对妇女劳动英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时存在的

多种解读[33] 。 此外,还有学者从制度和运动入手,研究了英模表彰活动与根据地的劳动英雄运动。
表彰劳动英雄模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确立的一项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
至今仍定期举办,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

“人民英雄”与“劳动英雄”同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是国家英雄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人民英雄”研究目前散见于共产党英雄文化研究文献中,缺乏专题探讨。 “人民英雄”概念由

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提出,一直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论

断,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并且推动了“人民英雄”向国家制

度层面的转向。 2016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施行,在 2019
年国庆前夕举行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020 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等

场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向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颁授“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将“人民英雄”作为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确立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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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3. 重点研究:毛泽东英雄观与习近平英雄观

对毛泽东英雄观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佑新等探索了毛泽东英雄观念中英雄应具备的精神品

格[35] ;姚力考察了毛泽东在劳模表彰制度中对群众路线思想的应用[36] ;柳礼泉等人分析了毛泽东

所树立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道德模范三类榜样及其榜样思想的内容与当代意义[37] 。 目前关于毛

泽东英雄观的研究各有侧重,研究成果多呈零散状态,专篇论述文章尚不多见,还缺乏对资料的挖

掘与逻辑的梳理,观念的阐释也显得不足,需要深入思考于当代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发表的系列英雄论述为起点,多方阐发其英雄观:(1)文化底

蕴。 习近平英雄观渊源有自,是中国优秀传统英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结晶,既是对中国

共产党英雄文化的赓续和发展,也是“在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解构崇高、丑化英雄的现象中逐渐

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7]与时俱进的英雄观念。 (2)深刻内涵。 习近平英雄观涉及“英雄主体” “英雄

精神”“对待英雄的态度”“英雄品格”等问题,体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

将人民视为英雄的主体,“英雄是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平凡而伟大的人物”,“英雄最根本的特性就是

人民性” [38] 。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将“英雄精神”呈现为以“爱国”“奉献”“奋斗”和“敬业”为核心的

精神力量,对于当代社会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动力”,“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引领时代主流文化和社会风尚的重要源泉”
等[20] 。 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要“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崇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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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就是要坚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拥有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基础;“捍卫英雄”要求

绝不做亵渎英雄的事情;“学习英雄”就是要发挥榜样的无穷力量;“关爱英雄”就要体察英雄人物的

现实诉求[7] 。 最后,“英雄品格”即“忠诚、执着、朴实”,“是对英雄最突出、最主要、确定不疑共性品

格的高度概括,更是无数英雄高贵品质的提炼” [39] 。 (3)理论品格。 习近平英雄观包含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思想内涵,体现出“胸襟视野宽广、时代特征鲜明、问题意识强烈、实践特色突出” [39] 等主要

特点。 (4)价值意义。 新时代需要习近平英雄观的价值引领,因为“它不仅激励英雄们再创人生辉

煌,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激发全体人民敬仰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 [40] 。 总

体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英雄论述“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英雄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时代特征,是构建

和弘扬‘新时代英雄文化’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 [18] 。
(三)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英雄书写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41] 。 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他再次谈到,“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

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

扬” [42] 。 历史没有遗忘英雄,文艺创作者们也未曾停止对英雄的书写。 新时代以来,文艺作品中所

出现的抗疫英雄、本土超级英雄等英雄形象就是对英雄书写的新发展。
2020 年,在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涌现无数英雄人物,催生出战“疫”文艺,“抗疫英雄”

应运而生。 傅道彬谈到,“战‘疫’文艺最鲜明的特征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

神,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了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英雄群体” [8] 。 “抗疫英雄”于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
使他们实现了由平凡到不凡的蜕变,成为真正的英雄。 他们可谓是对“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

大” [4]的生动诠释。 在抗疫题材影视作品中,“通过对英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的叙述,为社会树立

英雄标杆与时代楷模,铸就新时代的楷模形象” [43] 。
近年来,《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国产影片崛起,其中着力刻画的英雄形象被

部分学者冠以“超级英雄”之名,积极呼吁建构中国本土超级英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张健等人将

《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一批“颇具突破性的军事电影”称为“新军事电影”,认为它们

“塑造了个性化与集体主义相平衡的超级英雄”,并总结了中国超级英雄的符号类型[44] 。 新军事电

影取得较大成功,在一片赞美声中,反思与批评之声渐起。 如上文将冷锋在非洲认干儿子的行为阐

释为充满脉脉温情,而盖琪将其视作“优越感与居高临下感”的体现。 她提出,《战狼 2》 “非常典型

地展现出了一种面向国际的、新的国族身份想象的尴尬”,“它借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像修辞,
在很大程度上将我们的主旋律英雄叙事书写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新版本” [45] 。 《战狼 2》引发

国人观影热潮,国旗、国徽、制服等一系列国家公权力符号的运用,激发了国人对国家的自豪感与荣

耀感,其创造的精神价值不言而喻。 当超级英雄的人际交往隐喻着国际之间的交往时,如何更合理

地利用超级英雄的人物设计进行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定位,尚需更多思考。 周星等人提出,伴随

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对于中国人而言,拥戴自己的国家和期望能够有与强大祖国相匹配的英

雄形象成为一种深埋心间的心理势能”,但中国电影传统偏向于表现日常性关系对象,对于超越性

的超级英雄的接受,还需要破解一些难题[19] 。
除了抗疫英雄与超级英雄,军人英雄、科学英雄等英雄形象的书写也体现出“英雄”在新时代背

景下的新发展与新内涵。 对于新时代文艺作品的英雄书写,不少学者提出自己的思考。 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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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学的英雄书写“从人民性出发,显示鲜明的个性,闪耀人性的光辉,具有历史反思精神,体
现崇高的审美追求” [8] 。 有的总结认为,新时代国产剧的英雄“实现了传奇与现实、宣教与娱乐、崇
高与优美的完美融合,体现出崭新的时代风貌” [46] 。 还有学者倡导在日常生活中找寻英雄精神,
“在‘平凡的世界’中发现并书写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高度、道德境界、主体创造性的凡人英雄,
正是当代文艺创作者应当正视的艺术命题” [47] 。 英雄书写的“人民性” “个性化” “崇高性” “日常

性”等特征得到重视。
在不断拓展英雄书写内涵的同时,学者也注意到英雄书写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英雄”概

念本身在文化内涵上具备“泛指性与实指性的二重属性” [28] ,导致对英雄的解读动态多元化;且“消

费主义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学作品中所谓‘人性英雄’和‘超级英雄’走

向两个极端,英雄的崇高性一度面临消解的窘境,也有被影视‘神剧’里所谓‘英雄’的不真实夸张

‘捧杀’的危险” [48] 。 在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文艺领域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由社会中的成功人士、财
富精英、偶像明星等承担,“‘英雄’的意义被窄化为名利场中的赢家,‘英雄’的内涵被缩减为商业

社会丛林法则下的强者,‘英雄’的价值被简化成‘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的示范样板” [47] 。 英雄的

超越性与丰富性被消解,这般空心的符号存在已无法为社会传达正向的价值理念。 而以“抗日神

剧”为代表的影视剧一味迎合消费市场,过度追求娱乐化,在嬉笑打闹间弱化并进一步抵消了历史

的严肃性与英雄的崇高性。 在浓厚的娱乐氛围下,英雄的伟大光环日趋黯淡,历史的正义遭遇质

疑,历史虚无主义乘虚而入便是明证。
英雄代表了一个时代最理想的人格。 中国文艺已经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上,文艺工

作者的文化创造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42] 。 对于英雄的书

写,要自觉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书写人民英雄史诗,坚持守正创新,以大写的中国人形象展示中国的

风采、讲述中国的故事。
(四)历史与当下的英雄

要做到“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便不能忽视对历史与当下英雄的研究,无
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都是理解、铭记与感怀英雄的方式。

宋道雷、周蜀秦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英雄存在的中国范式。 他们提出,英雄在中国主要是作

为国家英雄而非个人英雄而存在。 中国英雄的国家存在范式分为四种,即“传统中国的伦理范式,
现代中国的政治范式,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范式与新时期的生活范式” [49] 。 黎俊忻分析了霍元甲

如何经过不同的人和机构对其故事的书写与图像的传播,从一名普通武师,被附加上强烈的民族主

义情绪,转化为民族英雄的形象的过程[50] 。 秦勤以抗日英雄马占山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九一八事

变”后其形象由舆论中的民族英雄到“汉奸”,再重新成为民族英雄的全过程,探究民族危亡之下马

占山形象的建构以及在抗战动员中的作用[51] 。
远离了战乱纷争的年代,新时代的英雄是各行各业或关键时刻涌现的平凡英雄。 “抗疫英雄”

作为社会热点,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张宏杰指出,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抗疫

英雄形象赖以产生的底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抗疫英雄形象的本色;众志成城是抗疫英雄形象的

特色[52] 。 2020 年,中国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到,“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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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

给了脱贫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
 [53] 。 李保国、张桂梅、黄大发、黄文秀、黄诗燕等杰

出代表都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新时代英雄。

三、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高被引论文统计与分析

由于高被引论文是考察研究领域热门议题的重要参考指标,故本文将对 2013 年以来的高被引

论文作出统计与分析。 但在统计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发表越早的文章越有机会获得高被

引,一些近期发表的热点文章因被引频次不够统计标准,有遭遇忽视的可能。 因而下文以篇名包含

“英雄”为检索条件,根据实际被引情况,分别在每单一年度内挑选出最高被引的几篇文章,经过综

合考量,最终筛选出 15 个研究样本,按年份倒序排列,得到表 1。
表 1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高被引论文统计

排序 作者 题目 期刊 被引

1 韩云波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16

2 韩云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英雄制度文化的形成
与发展

探索,2021 年第 3 期 11

3 韩云波
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
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探索,2020 年第 2 期 35

4 代金平
卢成观

新时代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实践基础
和理论价值

探索,2020 年第 2 期 22

5 周　 晨
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

探索,2020 年第 3 期 13

6 唐　 勇
捍卫与传承:英雄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实
现路径

思想教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44

7 田旭明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新时代培
育和弘扬英雄文化的若干思考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9 年第
8 期

25

8 刘　 颖
《民法总则》 中英雄烈士条款的解释论
研究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60

9 黄忠顺
英烈权益诉讼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
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 21

10 王叶刚
论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的民事责
任———以《民法总则》第 185 条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51

11 黄点点
论《民法总则》对英雄烈士等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的保护

理论月刊,2017 年第 8 期 31

12 王建华
革命的理想人格: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的
生产逻辑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35

13 饶曙光
尹鹏飞

《战狼》:类型拓展下的英雄叙事 当代电影,2015 年第 5 期 31

14 王建疆 后现代语境中的英雄空间与英雄再生 文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 18

15 吴长青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
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社会,2013 年第 5 期 36

　 　 从整体来看,新时代英雄文化的热门议题分布在以下几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领

域。 在 15 篇高被引文章中,有 8 篇属于此类。 其中,4 篇研究新时代英雄文化,3 篇研究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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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文化,且全都发表于 2019 年及以后,体现出学者们近期的共同关切。 其余 1 篇研究延安时期的

劳动英雄问题,表明学术界在追踪英雄文化新发展的情况下,不忘持续推进历史情境中的英雄文化

研究。 (2)法学领域。 表 1 中有 4 篇文章属于此类,且全部文章的最高被引即来源于此。 这 4 篇文

章分布于 2017—2018 年,是对 2017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5 条有关英雄烈士等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保护制度的阐释与分析。 (3)电影与文学领域。 表 1 中有 2 篇

文章分别涉及国产电影的英雄叙事及后现代文学英雄理论研究。 前文已述,以“新军事电影”为代

表的国产电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因此在学界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文学方面的英雄研究多

集中于具体文本的讨论,理论化程度不足,因而受关注的文章不如其他领域多,仅有的一篇讨论的

是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英雄的存在方式问题,说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英雄的再生与转型已成为学

者们比较关心的话题。 (4)社会学。 表 1 中有 1 篇文章探讨了抗争政治中的英雄伦理,是从社会学

视角对英雄问题的思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多见,但透露出英雄文化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

“大有可为”。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兴起离不开期刊界对此选题的大力支持。 表 1 中仅《探索》杂志便出现

了 4 次之多,高频次的被引无疑指向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该杂志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文化”及

“新时代英雄文化”的积极关注,有力推动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进步。 除此之外,从 2017 年起,
《思想教育研究》陆续刊发了一系列英雄文化相关研究论文,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于“英雄精

神”及“习近平系列英雄论述”的深入探讨。 以《文艺争鸣》《当代电视》《当代电影》等为代表的文艺

界杂志也汇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英雄研究论文,相信将会对文艺领域起到示范效应。

四、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最佳载体。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下,大
力推进英雄文化研究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紧密关联,是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心共识的重要

工作,同时也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绝佳路径。
(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应汇入时代洪流

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应创设新的研究主题与奋斗目标,尤其是在思想上要

确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将研究主题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
1. 把握时代主题,汇聚研究力量

首先,英雄是民族精神与力量的集中体现,在最普遍的情感、精神、道德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社会

影响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时代呼唤着英雄的出现。 把握这一主

题与英雄文化的关联,有助于强化学术界对英雄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为当前的英雄文化拓展全新的

研究空间,吸引更多研究资源与研究力量。 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创新、脱贫攻坚、抗击疫

情等社会领域的重大实践及文艺创作中,诞生了无数英雄事迹,为英雄人物谱系增添了新的形象类

型,进一步丰富了英雄文化的表现内涵。 改革英雄、扶贫英雄、抗疫英雄、军人英雄、科学英雄、人民

英雄、平凡英雄等新英雄类型与新概念层出不穷,需要研究者及时追踪最新动态,处理好英雄内涵

与外延的关系,促进英雄文化研究的话语体系建构。 最后,新时代英雄文化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将人民视作新时代英雄的主体。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要建立在以人民英雄为中心的英雄叙

事、英雄精神、英雄传承等问题上,结合各学科特色,使英雄文化研究迸发出更多活力,增添更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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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
2.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关切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元价值观念滋生。 一些别有用心者通过主观臆断、断章

取义、戏说恶搞等手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歪曲,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英雄人物。 借由

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

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54] 。 学术界对此也迅速作出反应,揭露了历史虚无主

义的险恶目的。 但历史虚无主义并未完全清除,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苗头和动向,学术界与理论界必

须加深研究力度与批判力度,激浊扬清,还社会与网络一片清朗。 新时代也意味着未知的挑战,树
立英雄的崇高形象,需要时刻警惕、及时澄清思想上与话语上的混乱。

(二)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应确立自身特色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虽未成体系,但在实践中逐步开拓了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地。 新时代英雄

文化区别于传统英雄文化与西方英雄文化,但具体在哪些方面构造起自身的特色,还需要更多理论

与实践方面的探索。
1. 彰显新时代研究取向,构建多元化英雄形象

就中国古典英雄概念来说,“英”与“雄”尚未组合成词之前,“在被分别作为人物品格褒词的初

始阶段,就已赋予其指称最高和较高层级人物的意义内涵” [9] 。 因而,在等级制度分明的古代社会,
智勇双全的英雄常从帝王将相等人物中诞生。 明清之际,随着英雄传奇的广泛出现,出身中下层阶

级的平民英雄、草莽英雄成为新的英雄形象类型,但英雄依然难以脱离其阶级属性。 西方文化提倡

个人主义,从古希腊时期的半人半神式英雄到如今风靡一时的好莱坞超级英雄,始终凸显出对英雄

个体生命强力及伟大意志的颂扬。 而新时代的英雄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首要面对的便是主体的转向,是不需要依赖

身份、地位、血统或特殊技能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群体,面向的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而非天

马行空的想象。 要深入挖掘普通人的英雄性,捕捉人性的闪光点,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与英雄行为

的不凡深刻表现出来,以此确立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区别性特征,彰显人民大众的力量。 需要提及的

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时代不允许多元英雄形象的出现,文艺创作鼓励百花齐放,但文学经典提醒我

们,与时代价值观、人民愿望相一致的英雄形象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2. 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赓续革命英雄精神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要注重发掘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 新时代英雄文

化研究尚待深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英雄思想、英雄精神、英雄道德等资源,不但可提升自身文

化涵养,还可促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英雄文化资源尚未得到系统清理的机会,文艺

作品中蕴含着大量英雄叙事、英雄理论,而今目之所及的研究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经典文本,如《三国

演义》《水浒传》这类家喻户晓的著作中。 如何使各类文史著作中沉睡的宝贵资源完成创造性转换

与创新性发展,达成与当代审美的契合,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传承下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是

新时代英雄文化的重要内涵。 影视剧、小说等文艺作品对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十分热衷,但在创作中

要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不能为了一己私利甘当市场的奴隶。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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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常工作中,常表现为高度重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成就事业的重要

精神动力。 新时代平凡英雄的成就离不开革命英雄精神的薪火相传,赓续与弘扬革命英雄精神是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3. 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掌握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权

在国家致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时,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文化产

业可谓适逢其时。 英雄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使英雄文化从理论到实践互为支撑,有利于拓

宽英雄文化研究空间,使研究领域充满活力;另一方面,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可以提供更生动有趣

的话语传播方式,有助于英雄文化入目、入心、入行。 至今,英雄文化产业在文艺创作、影视、旅游、
网游等领域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实践,许多文化产品取得群众口碑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但从

更高层面看,各个领域依然以独立的形式生产着自身的文化产品,尚未实现内容间的互融与渗透。
例如,好莱坞对超级英雄电影一整套产业链的开发与延伸,将文化影响力推向极致。 超级英雄电影

上映前后会涉及以下环节:漫画的发行、相应电影的手机游戏推出、超级英雄周边产品的销售,并进

一步将影片创意延伸到新媒体平台、主题公园、玩具、餐饮行业等领域,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群。 中国虽已孵化众多创意产业园区,但暂未出现能与好莱坞、迪士尼等相抗衡的文化产业园,但
我们有信心在文化工作者的精诚合作下,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拥有世界级的本土英雄文化产业园。
将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权与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益于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传达真实的

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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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s
 

heroic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the
 

study
 

of
 

heroic
 

culture
 

started
 

very
 

late 
 

and
 

does
 

not
 

match
 

the
 

rich
 

resources
 

of
 

heroic
 

cul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heroic
 

narratives
 

have
 

made
 

a
 

splash
 

in
 

the
 

field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eroic
 

cul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riggering
 

a
 

keen
 

interest
 

in
 

heroic
 

culture
 

in
 

academia.
 

Based
 

on
 

CSSCI
 

journal
 

papers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time
 

distribution 
 

main
 

topics
 

and
 

highly
 

cited
 

papers
 

of
 

the
 

valid
 

papers 
 

and
 

it
 

can
 

be
 

learned
 

that 
 

firstly 
 

the
 

quantity
 

of
 

research
 

paper
 

of
 

heroic
 

culture
 

maintains
 

a
 

steady
 

growth
 

trend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time 
 

2013-2017
 

focus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heroic
 

culture
 

and
 

heroic
 

image
 

in
 

literary
 

and
 

art
 

works 
 

while
 

after
 

2018 
 

the
 

heroic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heroic
 

culture
 

of
 

the
 

new
 

era 
 

the
 

heroic
 

theory
 

and
 

the
 

system
 

have
 

become
 

the
 

hotspot
 

for
 

the
 

research.
 

Secondly 
 

there
 

are
 

four
 

main
 

topics
 

in
 

this
 

field 
 

first 
 

the
 

ontological
 

exploration
 

of
 

heroes
 

and
 

their
 

conceptual
 

cluster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hero  
 

hero
 

culture  
 

heroism  
 

hero
 

spirit  
 

hero
 

image  
 

hero
 

narration  
 

etc.  
 

is
 

gradually
 

improving.
 

Second 
 

the
 

study
 

of
 

the
 

heroic
 

culture
 

of
 

the
 

CPC 
 

including
 

its
 

formation
 

logic 
 

development
 

proces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holistic
 

studies 
 

the
 

study
 

of
 

labourer
 

heroes
 

during
 

the
 

war
 

period
 

and
 

people s
 

heroes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
 

targeted
 

studies
 

of
 

the
 

heroic
 

outlook
 

of
 

major
 

leaders.
 

The
 

third
 

is
 

the
 

analysis
 

of
 

the
 

heroic
 

writing
 

in
 

literary
 

and
 

art
 

works.
 

The
 

images
 

of
 

anti-epidemic
 

heroes
 

and
 

superheroes
 

reflect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connotation
 

of
 

hero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hood  
 

 individuality  
 

 loftiness 
 

and
 

 everydayness 
 

of
 

heroic
 

writing
 

are
 

emphasized.
 

The
 

fourth
 

is
 

the
 

discussion
 

of
 

history
 

and
 

current
 

heroes
 

as
 

a
 

whole
 

or
 

individual
 

heroes.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most
 

highly
 

cited
 

papers
 

in
 

this
 

field 
 

stud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storical
 

culture 
 

law 
 

film
 

and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are
 

the
 

most
 

popula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on
 

heroic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We
 

should
 

grasp
 

the
 

theme
 

of
 

the
 

times 
 

gather
 

research
 

power 
 

and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the
 

times
 

with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nd
 

consciously
 

merge
 

the
 

research
 

into
 

the
 

torrent
 

of
 

the
 

times
 

and
 

highlight
 

practical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highlight
 

contemporary
 

orientation
 

of
 

ordinary
 

hero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 -hero
 

images 
 

and
 

strive
 

to
 

explor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volutionary
 

heroic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o
 

as
 

to
 

build
 

a
 

research
 

system
 

of
 

heroic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at
 

tells
 

China s
 

stories
 

and
 

presents
 

China 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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