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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

价值,值得多视角不断研究。 这一论述的产生具有多向度的现实针对和多维度的思想源流。 它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需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在英雄观意识形态中指导地位的需要,是构建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国家话语体系的需要;它与优秀传统文化英雄观交相契合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一脉相承并对之进行了时代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 在英雄与时代的关系上,明确指出英雄来自时代和人民,是国家的先锋、民族的脊梁和坐标、社会

的榜样;在英雄的主体上,展现了人民总体、群体、个体三重英雄主体逻辑,表明了人民英雄是英雄的核

心范式;在英雄的含义上,明晰了英雄的本质、精神和品格;在英雄的养成上,指明了英雄养成的总体、根
本、具体三重路径。 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英雄观的

基本问题,即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指明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内容,明确了时代对英雄的决定作用

和英雄对时代的影响作用,并把英雄对时代的作用同英雄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作用统一起来,全面完

整科学回答了英雄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基本原理即英雄与时代关系

原理的原创性贡献;这一论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人民英雄主体思想,深化了英雄主体内涵,拓
展了英雄主体外延,使英雄主体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核心概念的原创性贡

献;这一论述在英雄谱系上是动态谱系与静态谱系的统一,展现了人民英雄是英雄的核心范式,这是对

马克思主义英雄发展观的原创性贡献;这一论述从唯物史观格局、宽宏的历史视野特别是新时代站位高

度,阐明了英雄观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和价值归宿问题,形成一个既全面完整又内在关联的科学的英

雄观体系,其本质特征是英雄的人民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理论体系的原创性贡献;这一论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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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理解英雄,在英雄史中理解历史,将英雄观统一于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人民观,开辟

了英雄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大历史观、大英雄观的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英雄;人民英雄;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科学内涵;原创性;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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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需要英雄和英雄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

要论述不断涌现,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

的研究体例主要有两种:一是对重要论述的生成、内涵、价值的总体研究;二是对重要论述某一方面

或某些方面内容的分体研究。 从研究的进展逻辑看,十八大以来,较早的研究主要是将这一论述渗

透在对英雄文化、英雄精神、英雄价值、英雄传承与崇拜、英雄观的变迁等一般英雄观的研究之中。
对这一论述的直接命题研究始见于 2019 年的几篇文献,如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英

雄文化的重要论述由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四方面构成[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

雄及英雄精神论述的核心要义是把忠诚、执着、朴实概括为英雄的鲜明品格和精神内涵[2] 。 显然,
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一种分体研究。 近两年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学科更

加广域,一些学者从英雄精神、英雄人物定位、英雄形象、英雄价值、崇尚英雄、英雄文化等维度,分
别对这一论述进行更为深入的分体和总体研究,其主要观点都聚焦在重要论述的产生、内涵和价值

三大方面。 关于这一论述的产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英雄观,“从理论渊源来追溯,以
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吸收中华优秀传统英雄文化的丰厚滋养,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中孕育发展” [3] ;又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英雄观的合理内核,构建了

体现中国共产党价值使命并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英雄观” [4] 。 关于这一论述的内涵,有学者指出,
这种阐释“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等角度阐释‘英雄’
内涵” [5] ;有学者从英雄对人类的贡献性和群体性、英雄品质与精神的价值性、英雄行为的卓越性等

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英雄的内涵[6] 。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英雄人物的

本质定位,即英雄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 [7] ;有学者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精神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英雄来自人民的群众史观、时势造就英雄的历史

发展观、复兴伟业需要英雄精神的实践观等方面” [8] ;有学者指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实践养成英雄

的思想,“习近平关于崇尚英雄的重要论述回答了中国的‘大历史’为何需要英雄、马克思主义理论

如何塑造英雄、新时代‘四个伟大’实践怎样成就英雄的基本问题” [9] ;有学者更是深入到制度养成

这一关键环节,探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英雄制度对英雄养成的作用,认为“英雄观念与英雄制度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两翼” [10] 。 这些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

的产生和内涵提供了多维视角。 关于这一论述的核心要义,有学者认为是英雄主体、英雄精神和如

何对待英雄的问题,并指出,“对英雄主体内涵的清晰认识是确立英雄观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只
有正确把握英雄主体内涵,才能回答好英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 [11] 。 重视对“核心

要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进展,但既然已经认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英雄观的“基本问题”,那
就只有这个基本问题即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才是英雄观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而不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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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或本质论,这就像哲学基本问题是主体问题等哲学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一样。
随着对这一论述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研究的深化,必然伴随着对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构想。 关

于这一论述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向度阐释,即“概括英雄鲜明品格,阐释英雄精神内

涵”,“阐述英雄及英雄精神的价值”,“阐明对待英雄的应有取向” [2] 。 又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

代英雄观是新时代对‘谁是英雄’ ‘如何对待英雄’和‘怎样培育英雄’等重大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回

答” [3] 。 这些对“理论体系”的构想也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这一论述或理论体系的出

发点和前提是什么,是主体论或本质论还是英雄与时代的关系论? 这一论述的核心要义、价值旨归

是什么? 这些宏观性、格局性的重要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构建理论体系必须明确理论创新,没
有创新就没有体系。 关于这一论述的理论创新,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英雄观

的新境界,但对其原创性贡献尚未充分阐释。
上述研究成果都为对重要论述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借鉴和启示,但还存在一些总

体性的缺失。 一是学者们的研究各偏重于重要论述科学内涵的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对其总体的理

论体系的阐释还不充分,更没有揭示其从基本问题到根本问题再到价值旨归的逻辑结构;二是对其

理论贡献的研究亦主要局限于某方面,特别是缺失对其原创性贡献的透析和整体把握。 此外,还存

在一些具体性的缺失和不充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可以多视角多学科研究,
也更需要哲理化的阐释和建构。 本文力图更全面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的产生逻

辑,探究其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进而缘于产生逻辑,基于理论体系,探究其原创性理论贡献。

二、产生逻辑:现实针对与思想源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与传统文化英雄观交相

契合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一脉相承并对之进行了时代化

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多向度的现实针对

1. 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需要

时代需要英雄从而也需要英雄观。 时代需要造就英雄,伟大的时代更需要英雄,更能产生和造

就英雄。 新时代是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时代,更需要英雄和英雄精

神,并为英雄辈出提供了时代机遇和条件,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 时代需要英雄,必然需要英雄

观的理论;时代产生英雄,必然产生英雄观的理论,以之助力英雄的产生和发展,指导英雄的事业和

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英雄情怀,是伟大时代的领导者,义无反顾和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

一理论任务。
2. 这一重要论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在英雄观意识形态中指导地位的需要

“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扁平化作用,是英雄的致命克星,它使每个人平庸,从此英雄失去

了自身生产的土壤” [12] 。 英雄虚无主义不仅表现在学界的理论意识形态,还表现在大众文化层面

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言论和行径,深刻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抹黑、
丑化、否定党的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实质,并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

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13] 。 习近平总书记高举人民英雄的旗帜,推崇英雄精神,弘扬英雄价值,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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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新境界,占领了英雄观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3. 这一重要论述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国家话语体系的需要

多年来英雄文化的话题话语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其表达主要是文学叙事和艺术刻画,
这就需要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升华,进而以此引领文艺文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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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7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为文艺等英雄文化提供

了理论导向,特别是有力回击了文艺领域里的历史虚无主义。 从学界研究生态看,多年来学界对英

雄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文化英雄观、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和西方英雄文化,主要局限于英雄观的

理论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史特别是新时代现实英雄文化,这就需要建构

具有百年党史宽宏视野和新时代站位高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英雄的重要论述正是适应了这些需要,将理论话语创造性转化为生活话语,将西方话语创造性转

化为中国话语,将传统话语创造性转化为现代话语,说人民“喜欢听” “听得懂”的话,讲述中国英雄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突显人民英雄本色。
(二)多维度的思想源流

1. 这一重要论述与传统文化英雄观交相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深受中华英雄文化涵养,其传统思想源流是优秀传统文化

的英雄观。 传统文化英雄观的英雄主体主要指向“俊杰” “豪杰” “勇士” “英才” “圣人” “神人”,并
将胆识、勇敢、忠义、仁爱、才能等视为英雄的一般内涵,扬雄在《法言》中更是把“为天下先者”视为

英雄豪杰。 传统文化英雄观主要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强调英雄的智勇才能都要与仁德结合,把仁

德视为英雄的本质和人格,而仁德就是爱人爱民忠君爱国,而最具备仁德品质的就是君王或圣人,
如孔子在《论语》中把古代先王尧奉为圣君或英雄,认为尧的仁德使百姓得治,安居乐业。 但是传统

文化英雄观从根本上说是英雄史观,如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王者是上天的安排,其英

雄主体主要指向少数帝王将相圣人君子等道德主体,近代梁启超甚至认为旧中国四万万人民中只

能有几十人至多上百人的英雄,而民众都是盲从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胸怀中华

五千年英雄文化,与传统文化英雄观交相契合并对之进行改造和创新,它崇尚英雄文化,推崇英雄

的价值作用,弘扬英雄的爱国爱民精神,重视英雄的道德人格修养,这些思想都继承和发展了传统

文化英雄观。
2. 这一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一脉相承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英雄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是时代造就的

“伟大人物”并对时代有重要影响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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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2。 马克思以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作为判断英雄价值和真伪的标

准,他最喜爱为人民生存利益而英勇战斗的古代英雄斯巴达克斯,认为他是“整个古代历史中最伟

大的人物”,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需要英雄但又缺少英雄,真
正具有英雄气概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盛赞巴黎公社革命英雄是人民英雄,“巴黎全体人

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

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16]119。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英雄的欺骗性和反人民性,指出资

产阶级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他讽刺一些脱离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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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英雄是虚伪的“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 [16]8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了时代对英雄的决定性和英雄对时代的影响和榜样作用,并强调了英雄

的人民性。 这些思想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与时代关系特别是英雄人民性的论述提供了直接的

思想源泉。
3. 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观始终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联系在一

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17]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

应,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观建构了由革命英雄、劳动英雄、改革创新英雄和新时代英雄等英雄范式

构成的英雄谱系,而人民性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党的百年奋斗史及其英雄史衍生了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英雄观。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批评“个人英雄主义”的过程中率先阐明“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 [18] 。 他把群众英雄分为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强调英雄的群众性或人民性,“战斗英雄、劳动

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 [19] 。 从民族英雄到革命

英雄,从战斗英雄到劳动英雄,人民性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突出特征。 1949 年 9 月,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明确提出了人民英雄这一概念范式,把革命英雄、民族英雄都

归结为人民英雄,更加突显了英雄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盛赞、推崇和弘扬英雄。 邓

小平同志多次为革命烈士、英雄模范题词———如为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为“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盛赞烈士的丰功伟绩和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江泽民同志称颂红军伟大长征创造了“惊天动地

的英雄史诗” [20] ;胡锦涛同志赞扬 2008 年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和“无所

畏惧的英雄气概” [21] 。
4. 这一重要论述突显了英雄的人民性,展现了人民英雄核心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大历史观,特别是将英雄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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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 [22]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英雄是实现新时代伟大目标的强大力量,他指出,“对一切为党、为国

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都要发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

量,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苦奋

斗、不懈奋斗” [14]7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赓续党的百年英雄观,涵养五千年中华英雄文

化,是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雄观在新时代融合升华的思想结晶;立足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和真理力量;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闪耀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世界之光。 这些立足点即 21 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站位,体现和

渗透在习近平关于英雄重要论述的方方面面。

三、英雄与时代关系:英雄的来处与去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首先明晰了英雄观的基本问题及其内容。 他指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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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 [23] 。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包括两方面内容,
即时代对英雄的作用和英雄对时代的反作用。 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英雄从哪里来的英雄来处

问题,也是英雄有什么作用的英雄去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

要论述的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阐明了英雄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还明确了这一问题的两

个方面的内容,并全面深刻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英雄来自时代即来自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英雄来自时代和人民,阐明了时代对英雄的决定作用,回答了英雄与时代关

系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英雄的来处问题。 英雄的来处即时代对英雄的作用问题,它是英雄观的

首要问题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和英雄史观对立的焦点。 这里,“来处”不同于“出处”,
“问来处”不同于“问出处”。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指的是不问英雄个人身份。 看英雄是谁或谁是

英雄不仅要看来处,还要看去处。 只有认清英雄的来处和去处才能认清英雄的作用及含义、本质和

养成路径。
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英雄观认为,时代、时势造英雄。 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英雄史

观认为,英雄造时势、时代。 如托马斯·卡莱尔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而已[24] ;黑格

尔强调只有英雄能创造时代和历史的丰功伟绩,并将英雄与人民对立起来[25] 。 习近平总书记将英

雄问题置于唯物史观的大格局,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史,认为英雄来自时代、来自人民,从而把握和解

决了英雄观的基本问题,为阐明英雄观的其他问题奠定了直接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英雄来自时代或时代的需要,“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

出的时代” [26]3。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时代需要英雄、造就英雄,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

更需要英雄,更能产生和造就英雄,“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27]19。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时代为英雄产生、养成和发展提供机遇和条件,“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

就英雄的时代” [14]72。 时代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新时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 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

歌” [28] 。 英雄来自时代,但时代不是抽象的时间或空间,而是人民的生活和实践过程。 习近平总书

记把英雄来自时代和来自人民统一起来,认为英雄从时代中来也是从人民中来,从人民的生活实践

中来。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 [29] 。 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

英雄来自人民,二是英雄来自人民与来自时代是统一的,新时代就是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三是英雄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即人民性是英雄的本色。
(二)英雄对时代的作用统一于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英雄来自时代和人民,同时又强调英雄对时代有重要的反作用,并把英雄对

时代的作用同英雄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作用统一起来,全面论述了英雄对时代的作用或价值。 而

英雄来自时代和人民即英雄来自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来自时代和人民的实践,英雄对时代和人民的

影响作用即英雄回到时代和人民之中,为时代和人民而奋斗牺牲,亦即英雄从来处来又到来处去的

过程。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阐明了领袖人物和政党的英

雄作用。 他尊崇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和老一辈革命家为英雄,大力弘扬焦裕禄等党的干部英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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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

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30] 。 习近平总书记尊崇

领袖英雄,强调领袖、领导干部和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就是彰显领袖、共产党对时代、历史、国家、民
族和人民的领导和指向作用,就是彰显领袖和先进政党的英雄伟业和英雄本色。

其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领袖、政党等英雄个体、群体的意义上阐明了英雄的作用,还指明了

英雄总体的作用,认为英雄是“国家的先锋”,是民族的“脊梁”“坐标”,是社会前进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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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抗战英

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

量” [27]19。 又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26]8。 关于英雄的榜样作

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 [31] 。
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先锋作用的论断,主要是强调英雄是国家和时代的开路人、引路

人,为人民利益开拓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脊梁作用的论断,主要是强调英雄是支撑民族屹

立于世界的铮铮铁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就是人民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智慧与勤

劳、勇敢与胆识、牺牲与奉献,筑起民族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坐标作用的论断,主要是强

调英雄在民族精神、文化、文明、理论、价值观中的凝聚、导向、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榜

样作用的论断,主要是强调英雄在社会生活和各行各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
党的领导与英雄的先锋、脊梁、坐标作用是统一的,而无论是国家先锋还是民族脊梁、坐标和社会榜

样作用,英雄的作用最终都表现在人民性上,英雄的时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作用都统一于英雄的人

民性。

四、英雄的含义:英雄的人民性特质

时代与英雄的关系是英雄观的基本问题,是英雄从哪里来、英雄有什么用或英雄到哪里去的问

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英雄观其他问题解决的直接基础或前提。 那么,什么是英雄即英雄的含义或

本质是什么?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英雄主体和

核心范式,并在历史和时代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认识英雄的本质,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英雄的含义特

别是英雄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要义。
(一)英雄的三重主体逻辑

传统文化英雄观从德、才、智、勇等意义上界定了英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认为,英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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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这些

概念都是在英雄个体的意义上界定英雄,表明了英雄的智勇德性及人民性等品质和特性,但这些概

念都忽视了英雄的社会关系本质。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5]135。 习近平总书记没有直接给英雄下定义,但他立足现实和历史,基于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本学,阐明了英雄的丰富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在英雄是谁的主体问题上,展现了人民总体英雄、群体英

雄、个体英雄的三重主体逻辑。 其一,他认为人民总体英雄即全体的人民英雄。 他强调,“人民是真

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 [14]146。 这里说的人民英雄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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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意义上的人民英雄。 其二,他认为人民群体英雄即人民总体中的某个群体或团队英雄。 “八路

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

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14]69。 这里的“众多英雄群体”即人民群体英雄

主体。 其三,他认为人民个体英雄即人民总体或群体中的个人英雄,正如他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

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33] 。
人民总体、群体、个体三个层次的人民英雄主体是三位一体的,如董存瑞、黄继光既是个人英

雄,又都属于人民总体和群体英雄的一员。 从地位看,习近平总书记称颂的个人英雄有谷文昌、焦
裕禄、项俊波等干部英雄,也有董存瑞、黄继光等普通战士英雄;在职业上,习近平总书记推崇的有

军人英雄、劳动英雄、科技英雄等各行业的人民英雄;在身份上,习近平总书记褒扬有名分的或著名

的英雄,也盛赞无名分的甚至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创造

者的语境中论及的英雄指的是总体的人民英雄,在非历史创造者的语境中论及的英雄指的是群体

和个体英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英雄论的主要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主体是人民英雄的

论述,表明了英雄的核心范式亦是人民英雄。 英雄的核心范式就是存在于各种英雄类别中的带有

普遍性的英雄范式。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劳动英雄都是人民英雄,这与毛泽

东的人民英雄主体思想是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英雄谱系是动态与静态的双重谱系。 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可将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动

态英雄谱系归结为从革命与建设时代的英雄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英雄再到新时代的英雄。 其静态

谱系是革命、战斗、劳动、科技、见义勇为、改革创新、领导干部、领袖、政党等各行各业英雄的总体。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这个双重谱系中的英雄都是人民英雄,这就表明了他把人民英雄看作是英雄

的核心范式。
(二)英雄的人民性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主体的论述回答了英雄是谁的问题。 那么英雄是什么呢? 这就是英雄

的本质问题,亦即英雄何为的问题,因为英雄的本质要通过其作为来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

本质的论述是英雄本质与英雄精神、英雄品格、英雄本色的关联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史观,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将英雄置于历史过程和现实社会关系,

阐述了英雄的具体历史本质和共同本质,并突显了新时代英雄的本质。 他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

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34]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不同时代英雄的

内涵不同,不能用一种标准去评价英雄,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上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

在历史或时代的变化中把握英雄的内涵,而不是抽象地谈论英雄本质,比如在纪念抗日英雄、战斗

英雄和革命英雄中强调英雄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爱国、勇敢、奉献本质,在表彰劳动英

雄和科技英雄中突出英雄为国家富强和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吃苦耐劳和创新创造本质。 他特别

阐明了新时代英雄的本质,“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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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 也就是说,新时代英雄的本质就是为人民美

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和奉献,而奉献就要创造创新,创新是新时代的英雄之举,是新

时代英雄本质的应有之义,他特别鼓励文艺和科技工作者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勇于创新、做创新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了英雄本质的历史性、具体性和时代性,而且阐

明了英雄的一般本质或共同本质,那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奉献、牺牲。 他指出:“英雄模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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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都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35] 这里用了两个“都”字,即是说英雄的共同本质就是为人民

利益奋斗和奉献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推崇的“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革命英雄

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行各业的英雄,都是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人民英雄。
英雄的本质与英雄精神和品格是统一的,英雄精神和品格是英雄本质的进一步展开。 英雄的

本质、精神、品格都是英雄的内在规定性,并通过英雄的事业、业绩、行为和实践表现出来。 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推崇英雄精神,重视英雄品格,他立足英雄的历史、现实、功业、事迹,阐明了英雄的勇敢

精神、奉献精神、担当精神、创新精神、爱党爱国爱民精神,突出了英雄精神的人民性,把英雄精神看

作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精华、传统文化的结晶、人民生活和前进的精神动力,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英雄的品格即“忠诚,执着和朴实”,并具体阐明了这些品格的党

性和人民性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与时代关系以及英雄的主体、本质、精神和品格的论述,
都展现了英雄的人民性本色。

综合关于英雄含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可将英雄概念的意义归结为:从总体看,英雄是人民总

体、群体和个体英雄的总和;作为群体和个体英雄,英雄是代表先进社会关系和人民利益、具有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涵养时代和民族精神气节、智勇德才兼备、为社会国家民族进步发展作

出贡献的人物;新时代英雄既具备英雄的普遍特性,更具有新时代特殊本质,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己任,代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英雄的本色或本质特征是人民性,核心范式

是人民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含义的论述,是对英雄史观天赋神性的超人英雄或个人英雄

概念的批判和矫正,是对传统文化道德圣贤英雄概念的继承、改造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

念的时代化创新发展。

五、英雄的养成:总体、根本、具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最终指向英雄的养成问题,英雄养成问题即如何生成、培
育、成就英雄从而使英雄辈出进而发挥英雄作用的问题,这是英雄观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

要论述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最终目的就是指导社会尽可能地养成更多的英雄并发挥

英雄的作用。 时势造英雄不是自发地产生英雄,而是要依靠人的自觉能动性,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

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英雄要靠时代、制度、社会、国家的养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养成路径的

论述,呈现出总体路径、根本路径和具体路径三重路径逻辑。
(一)总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时代与英雄的关系论述,指明了英雄养成的时代总体路径。 在习近平总书

记看来,英雄来自时代,时代养成英雄主要是指时代为英雄提供生长的土壤、发展的条件和空间,集
中表现为事业养成,革命时代的革命事业养成革命英雄,和平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养成劳动、
科技、创新英雄。 他特别强调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为英雄提供了生长条件和用武之地。
而时代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时代和事业养成亦即人民养成,即英雄来自人民。
由此,时代养成、事业养成、人民养成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时代总体养成路径的基本蕴含。

(二)根本路径

时代总体养成离不开制度养成。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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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的根本制度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革命、建设和

发展时代的英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又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美好的社会制度奋斗中实现英雄的理想抱负,施展自己的英雄本领。 而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

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英雄的制度养成即

英雄的社会关系养成。
(三)具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将英雄的养成问题置于时代总体和社会根本制度的大格局,还特别指明了

英雄养成的具体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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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心同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27]19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具体制度、法规、政策路径。
1. 以纪念、缅怀等形式铭记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
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6] 铭记是深度的心灵刻画和牢固的观念确认,通过铭记可达到

心中有英雄的境界,让英雄成为内在的英雄情结,进而激发崇尚英雄、学做英雄的精神动力和实践行

为。 而纪念、缅怀活动是有英雄情境的知情意一体化的最有效的铭记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把铭记英雄

作为英雄养成的逻辑起点,反映了英雄的内化活动在英雄养成具体路径中的先行地位和作用。
2. 以荣誉和敬仰崇尚英雄

纪念、缅怀是铭记活动,也是崇尚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崇尚英雄除了纪念、缅怀、铭记英

雄,更需要“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

仰” [37] 。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了荣誉和敬仰的主要方式,就是为英雄设立各种纪念日、在社会树立

英雄榜样、形成崇尚英雄的社会风尚以及给英雄以表彰和奖励等。
3. 以法规和斗争捍卫英雄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捍卫英雄主要是捍卫英雄的地位、名誉、形象以及英雄奋斗牺牲赢得的成

果,不允许亵渎丑化否定英雄。 他明确提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制定捍卫英雄的

法规等捍卫英雄的基本方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等一系列捍卫英雄、保护英雄的法规,这些法规对于传承英雄精神、树立崇尚英雄的社会风尚、形成

学英雄做英雄的良好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导和文化凝聚作用。
4. 以身示范、以平凡成就伟大学做英雄

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主要是对已有英雄的内化、弘扬、保护,是为英雄养成创造社会

环境、铺垫英雄文化的沃土,目的是让人们学英雄、做英雄,将英雄精神和事业发扬光大。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 [14]71。 学英雄不是停留在口头

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中。 学英雄做英雄才能在现实中养成英雄,是英雄实现的最终方式。 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强调学英雄做英雄,要求党员干部要以身示范,少年儿童、青年学生、大众工作者都要学英

雄做英雄;要将英雄精神和事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学英雄做英

雄。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具体要求,指明了学英雄做英雄的基本路径。
5. 以政策和生活保障关爱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实,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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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 [38] 英雄们在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上勇于付出,为社会国家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也有个

人精神和生活的困苦。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对英雄个人生活的关心,并要求党和国家及各级政

府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关心关怀英雄模范。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下,国家建立健全了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见义勇为英雄的表彰奖励制度、模范人物的表彰奖励制度,这些制度和举措对

于保障英雄模范人物生活、维护其尊严和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全国人民学英雄做英雄起到很

好的激励作用。

六、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一脉相承,又对之进行时代化创新,与
中国传统文化英雄观交相契合,又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形成

了全面完整科学的英雄观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21 世

纪的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是马克思主义英雄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其理论创

新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
(一)阐明英雄观的基本问题即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英雄观的基本问题,即英雄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的

两个方面内容,进而从百年党史及其英雄史的宽宏视野和新时代站位高度,具体阐明了时代对英雄

的决定作用特别是英雄对时代的影响作用,并把英雄对时代的作用同英雄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作

用统一起来,全面完整科学回答了英雄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的问题。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基

本原理即英雄与时代关系原理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指出了英雄与时代的一般

关系,主要从革命英雄、领袖人物等方面确立了英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

记将英雄的作用问题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仅阐明了英雄

与时代的一般关系,而且阐明了英雄与时代特别是新时代的特殊关系,为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奠定了

更直接、更深厚的基础。
(二)阐明人民英雄的三重主体逻辑,创新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人民英雄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英雄主体思想,主要是一般地阐明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英雄

是英雄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英雄三重主体逻辑,把人民总体英雄和人民群体、个体英雄辩

证统一起来,全面完整科学回答了英雄是谁的问题。 它既表明了人民英雄是英雄的主体,又展现了

人民英雄主体的基本结构或基本形式,并表达了不同人民英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即在

人民总体英雄的意义上,人民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体或个体英雄与人民总体英雄共同创

造历史,并对历史起着比普通群体或个体更大的作用,但不能独立创造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

英雄三重主体逻辑,深化了英雄主体内涵,拓展了英雄主体外延,使英雄主体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核心概念的原创性贡献,也超越和升华了传统文化英雄观的英雄主体

思想。
(三)强调英雄的动态谱系与静态谱系相统一,展现人民英雄是英雄的核心范式

在英雄谱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动态谱系与静态谱系相统一,展现了人民英雄是英雄的

核心范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英雄发展观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英雄范式主要是

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毛泽东率先提出了人民英雄范式,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对人民英雄的主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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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含义进行全面集中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不仅展现了人民英雄这一核心范

式,而且在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及英雄主体、本质、精神品格等意义上,全面完整科学展现了人民英雄

的内涵,并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大逻辑上,展现了人民英雄从革命和建设

时代的英雄到和平发展时代的英雄再到新时代英雄的不断递进的动态谱系,从而呈现了人民英雄

的大历史逻辑,特别是赋予了新时代英雄的新时代意涵,明确指出新时代英雄要承担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重任,要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奉献,这就为新时代英雄的养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从唯物史观格局、宽宏的历史视野特别是新时代站位高度,阐明英雄观的基本问题、根本

问题和价值归宿问题,形成既全面完整又内在关联的科学的英雄观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从英雄与时代的关系到英雄的含义再到英雄的养

成,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在关联的思想结构,并内含一系列原创性论断和观点,特别是

关于英雄对时代、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作用、英雄的主体结构、英雄的新时代本质和养成路径的论断

和观点,都具有开启、开拓、开创性意义,其中心线索、根本特征、核心要义是英雄的人民性,是对马

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时代化体系化创新,也是对传统文化英雄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由于

时代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英雄观主要是渗透或融合在其他理论中,尚未形成较为直接

的英雄观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重要论述的科学思想体系,捍卫了英雄,捍卫了历史,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意识形态,对于推动新时代英雄的养成和英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实践

价值;对于批判夸大英雄作用的英雄史观、美化消费英雄的消费主义英雄观、各种脱离现实生活的

虚拟英雄观特别是否定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多重批判意义。 由于时代主题不同,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英雄观主要批判的对象是英雄史观和个人英雄主义。
(五)开辟英雄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大历史观、大英雄观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不是抽象地谈论英雄,它将百年党史与英雄史统一起来,
在历史中理解英雄,在英雄史中理解历史,将英雄观统一于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人民

观,这就注定了其英雄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英雄观

的理论境界,注定了其大英雄观和大历史观的理论品质。 百年党史也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英

雄史,这一论述对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坚持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对于汲取英雄的奋发力量和促进新时

代英雄辈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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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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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pin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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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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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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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The
 

emergence
 

of
 

these
 

discourses
 

has
 

multi-dimensional
 

reality
 

and
 

thought
 

sources.
 

They
 

come
 

from
 

the
 

need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need
 

of
 

insisting
 

on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the
 

Marxist
 

hero
 

view
 

in
 

the
 

ideology
 

of
 

hero
 

view 
 

and
 

the
 

need
 

of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
 

of
 

hero.
 

They
 

are
 

an
 

achievement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ve
 

combined
 

with
 

the
 

hero
 

connotation
 

of
 

goo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d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oes
 

and
 

the
 

times 
 

they
 

clearly
 

point
 

out
 

that
 

heroes
 

are
 

coming
 

from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and
 

are
 

vanguards
 

of
 

the
 

country 
 

the
 

backbone
 

and
 

coordinates
 

of
 

the
 

nation 
 

and
 

the
 

model
 

of
 

the
 

society.
 

On
 

the
 

topic
 

of
 

hero s
 

subject 
 

they
 

illuminate
 

a
 

triple
 

subject
 

logic
 

that
 

the
 

overall
 

people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s
 

have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hero s
 

subject 
 

and
 

indicate
 

that
 

the
 

people s
 

hero
 

is
 

the
 

core
 

paradigm.
 

On
 

the
 

issue
 

of
 

hero s
 

conception 
 

they
 

illuminate
 

the
 

essence 
 

spirit
 

and
 

personality
 

of
 

hero.
 

On
 

hero  s
 

cultivation 
 

they
 

illustrate
 

the
 

overall 
 

fundamental
 

and
 

specific
 

path.
 

They
 

have
 

mad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as
 

follows.
 

The
 

discourses
 

have
 

clarified
 

the
 

basic
 

issue
 

of
 

hero
 

view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oes
 

and
 

the
 

times.
 

They
 

illuminate
 

two
 

aspects
 

of
 

this
 

issue 
 

demonstrates
 

the
 

times
 

decisive
 

effect
 

to
 

heroes
 

and
 

heroes
 

influence
 

on
 

the
 

times 
 

furtherly 
 

unifies
 

the
 

role
 

of
 

heroes
 

to
 

the
 

times
 

with
 

the
 

role
 

of
 

heroes
 

to
 

the
 

country 
 

nation
 

and
 

society.
 

They
 

have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where
 

heroes
 

come
 

from
 

and
 

where
 

they
 

will
 

be
 

comprehensively
 

and
 

completely 
 

which
 

is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hero
 

concept.
 

These
 

discourses
 

have
 

also
 

innovated
 

the
 

people s
 

hero
 

subject
 

thought
 

of
 

Marxist
 

hero
 

concept 
 

deepened
 

the
 

connotation
 

of
 

hero
 

subject 
 

expanded
 

the
 

extension
 

of
 

hero
 

subject 
 

and
 

made
 

the
 

concept
 

of
 

hero
 

subject
 

more
 

universal
 

and
 

affinitive
 

to
 

the
 

people 
 

which
 

creatively
 

develop
 

core
 

concept
 

of
 

Marxist
 

hero
 

view.
 

These
 

discourses
 

have
 

also
 

achieved
 

the
 

unity
 

of
 

dynamic
 

pedigree
 

and
 

static
 

pedigree
 

of
 

hero 
 

showing
 

that
 

people  s
 

hero
 

is
 

the
 

core
 

hero
 

paradigm 
 

which
 

has
 

achieved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hero s
 

development
 

notion.
 

These
 

discourses
 

have
 

illustrated
 

the
 

basic
 

issue 
 

the
 

fundamental
 

issue
 

and
 

value
 

destination
 

issue
 

of
 

hero
 

view
 

from
 

the
 

patter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ision
 

of
 

wide
 

history
 

field 
 

especially
 

the
 

new
 

era
 

position
 

height 
 

forming
 

a
 

complete
 

and
 

inner
 

connected
 

scientific
 

hero
 

view
 

system 
 

which
 

adopts
 

people
 

affinity
 

as
 

essential
 

hero
 

character.
 

It
 

makes
 

a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hero
 

view.
 

These
 

discourses
 

understand
 

heroes
 

in
 

history 
 

interpret
 

history
 

with
 

hero s
 

history 
 

unify
 

the
 

view
 

of
 

hero
 

into
 

the
 

view
 

of
 

history 
 

the
 

view
 

of
 

country 
 

the
 

view
 

of
 

nation 
 

the
 

view
 

of
 

culture
 

and
 

the
 

view
 

of
 

people 
 

and
 

open
 

up
 

a
 

new
 

realm
 

of
 

the
 

view
 

of
 

great
 

history
 

and
 

great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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