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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雄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德伦理的重要方面,马克思赞赏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英雄气

概,体现劳动人民介入历史进程的主体性意志。英雄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伦理根基之一,其形

成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伦理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继承并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具

有创新性、稳定性和引领性。英雄主义内涵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升华:一是英雄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彰显道义

生命最高力量,蕴涵践行真理的崇高信仰,表达集体主义原则;二是英雄主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深化人民

主体向度。厘清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要义,是建构英雄文化现代性维度的前提,也是培育英雄品质的重

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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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英雄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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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雄承载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生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始终是激

励人民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意志内涵与主体

向度,具有充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英雄主义主题

英雄主义的孕育与形成,贯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所特有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英雄主义伦理根

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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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2]。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三者共同诠释了英雄主义的多样具体形态。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英雄主义精神的传承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勇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英勇斗争,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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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根植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践,涌现了王进喜、焦裕禄、邓稼先等英雄

模范,形成了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激发人民主体性,“群众英雄”主题在实现富起来的历程中得到强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工匠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都是英雄主

义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研究现状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学界关于英雄文化的研究在

多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9月1日,在中国知网以“英雄文化”为主题词检索到期刊论

文704篇、学位论文106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成为新时代的学术增长点,以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期刊论文26篇、学位论文6篇。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

到,关于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研究逐年增多,2021年达到高峰。目前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

行了探讨。

一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内涵探析。从伦理学传统看,英雄主义的原初含义指向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的精神气质。众多学者关注到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在革命时期所体现的特质,从英雄

主义的理论内涵展开讨论。韩云波在翔实梳理历史文献基础上,从英雄本体和英雄观念两个方

面深化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理论内涵,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谱系的研究[3]。英

雄制度构成英雄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英雄制度文化来传承、捍卫、弘扬英雄精

神[4]。学界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独特内涵,但无论是英雄的品质特征的探讨,还是英

雄的本体呈现,都只是就“英雄主义”本身的内涵而谈,未能形成唯物史观的整体观照,对英雄主

义的内在机理的研究有待深化。

二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精神历史实践叙事研究。英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实践为根基

的,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在于其来自客观历史。代金平等聚焦英雄精神的实践基础,认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创造了英雄主义,是厚植新时代英雄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基础[5]。王

伯睿等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时代逻辑上把握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意蕴,突出英雄主

义根植于实践的鲜明特点[6]。穆鹏程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历史发展,分为探索、确立、

深化、强化四个阶段[7]。总体来看,在英雄主义研究中,对英雄人物和事迹的史料挖掘不够,英雄

研究话语方式主要通过演绎进行,存在着英雄叙事研究还远远不够的问题[8]。

三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时代价值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肯定

英雄主义,倡导“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1]。学界做出积极回应,熊敏强调,英

雄不是简单的正能量符号,而是有温度和力量的真实存在,在新时代社会实践中,英雄力量转化

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精神动力[9]。韩云波等通过新时代英雄实践的考察,梳理了新时代“英雄

主义”内涵的创新性发展与升华[10]。田旭明认为英雄文化可助力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巩固和增

强政治认同、为新时代“伟大斗争”注入精神动能[11]。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关于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研究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特征,无

论是英雄文化理论的深入还是以英雄人物为依托的叙事呈现,都彰显出较强的理论生命力与实

践价值。但同时也要看到,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研究在两方面相对薄

弱:第一,对于英雄主义意志内涵的研究,泛泛而谈的现象较为明显。革命意志内涵是彰显中国

共产党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前提,只有深入英雄主义的内在机理才能说明英勇无畏的英雄品质

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但目前在英雄文化体系研究方面并未就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形成深刻、

系统的学理性分析。第二,缺乏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的深入的辨析研究。目前英雄主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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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还不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隔阂”,对于“马克思主义‘行’”的“源问题”缺乏思

考,未能突出百年大党英雄主义精神的深刻性。

(三)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研究的创新理路

本文提出从伦理学视域考察“英雄主义”概念。英雄主义作为一种德性,是美德伦理研究的

重要范畴。不同于以原则考量行为对错的义务论或功利论,美德论肯定的是纯粹的品德特质,这

种品质使得“道德行动”趋向持久性与稳定性。德性有三个特性:其一,幸福是最高的善;其二,行

动的价值内涵于实现美好生活的目的;其三,品格是发挥卓越功能的关键。亚里士多德推崇理智

禀赋的实践智慧,这是经由情感控制审慎地选择行动的应用思维,训练这样的美德意味着避免过

度与不足两个极端,依靠极大的判断能力达到中道目标。因为增加了美德实践的难度系数,所

以,美德并不具有普遍约束性特征。英雄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理想品质,可以对“应该成为什么样

的人”做出回答。英雄常常被当作理想人格的代表。也就是说,英雄使德性获得了更直观的理

解,英雄主义体现了一种卓越品质。

从道德哲学审视美德伦理,价值因素是人的主体性根源,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历史进

程。英雄主义作为稳定的实践品质,具有深层价值取向,这是围绕“谁是英雄”“怎样培育英雄”等

问题展开探讨的核心,也是从历史理解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分野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对社会发展动力在认识上的差异。”[12]因此,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厘清英雄

主义的价值内涵,这是深化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理论意蕴与实践意义的重要前提。但已有研究

成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基础的成果还较少,因此,厘清英雄主义的深层意志内涵,拓展英雄

主义的价值主题,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关于英雄的论述为立足点,探源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思想

基础与价值意蕴,结合英雄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从革命意志内涵与人民主体向度回

应英雄主义问题,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源”与“流”。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英

雄主义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比较研究中深化思想基础,形成两节论证结构:在前一节中,阐述英雄

为何而为的伦理问题,以革命历史实践为基础凝练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在后一

节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辨析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的分野,强化英雄主义的历时性探析,论证

历史进步的人民主体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实践孕育了精神,英雄主义最根本的来源就是革命实践。本节从

马克思英雄观中获得启示,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凝练的英雄主义意志内涵,围绕道义力

量、崇高信仰和集体主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英雄观的伦理要义

马克思关于“英雄”的陈述散见于不同著述中,表达着不同的主题。例如,“拯救社会的英

雄”[13]185、“大受称赞的英雄”[13]321、“民族的英雄”[13]414、“英雄好汉”[13]556等。马克思沿用西方传

统英雄主义的美德伦理内涵,即在重大活动中表现出自我牺牲的品质,表征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力量。“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

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13]472马克思认为,只有具备英雄主义精神,革命才能取得成功。纵观

马克思的革命伦理,英雄主义主题式论述主要集中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赞赏。马克思著作

中关于英雄主义的内容以此方式得以呈现:英雄主义伦理不是抽象发展的,而是实践精神提供

的,英雄主义基于革命实践而使其伦理旨趣得到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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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信、演讲稿、期刊文章和小册子等多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中,马克思更多地参考了伦

理前提的预设,体现了对英雄主义的深层次认同。英雄主义也是革命家马克思亲履的道德实践,

同样表达着他对无产阶级顽强革命意志的赞赏,他说:“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

在凡尔赛人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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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7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需要主体性意志,革命是体现工人阶级政治意志的行动,革命

的英雄主义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从信念到现实转化的重要精神力量。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

的伟大创举彰显了英雄主义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无产阶级难能可贵的历史主动性,他说:“工人的

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

大心坎里。”[14]384在马克思那里,革命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人类解

放的现实要求。总之,无产阶级是真正的英雄,“巴黎的无产阶级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们的革命

行动谱写了英雄主义的乐章”[15]。

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这样的伦理主体性何以可能? 西方分析学派基于理性选择的博弈论,

将阶级行动微化到个体层面进行革命动机的理论重建。英雄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因基于理性自

利的道德前提设置所遮蔽而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行动分析是无法自圆其

说的,韦兰直接肯定英雄主义的道德价值,认为这种美德不仅倾向于消除自私自利的动机,直至

消除造成集体行动和搭便车问题的计算理性[16]。不难看出,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下,英雄

主义完全超越了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性,英雄的主体由个人转向无产阶级整体,其价值内涵

也实现了从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的转向。这两点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英雄主义的深刻性,

英雄主义意味着无产阶级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显然不是基于个人利益思考的结果,而是无产

阶级顽强革命意志的体现。英雄精神的革命伦理意义已经超越个体品质的叙述层面,其本体论

是道义生命的内化力量和践行真理的共产主义信仰。

(二)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

英雄主义内涵以自身价值为核心意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主体性的表达与意义系统的

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英雄是为了挣脱资本主义锁链实现自由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无产阶

级。英雄主义的内涵带有强烈的价值因素,这些价值倾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英雄品质的

界定,即英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为

根本立场,以此界定英雄主义旨趣,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蕴,

彰显了集体主义的精神价值观。同时,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意志内涵还始终建基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可以从三个方面阐释。

第一,英雄主义内化中国共产党人的道义生命力量。

英雄主义内蕴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彰显其精神内核。近代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

热的艰难环境,渴望彻底的解放,渴望挣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锁链而重

新获得自我。在中华民族觉醒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英雄主

义饱含人民的希望,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救国救民的强烈主体性意愿。李大钊大声疾呼:“我

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17]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的

价值指向中确立英雄的特质,规定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向导》周

报上明确指明,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

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

造成新的军阀[18]。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主义并不是以自由之名赋予革命以一种抽象的道德

意义,而是从实现人民本质利益的维度所展现的最高道义力量。中共中央局、青年团中央局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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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全国大会的意见中强调:“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雄主义),主张中国要找一个莫索利尼。

现在中国社会里的冲突非常之利害,只有一个建筑在大多数民众之上的政党能引导中国平民出

这困难的地位。……只有自己建筑基础于民众的意志上,凝聚这种意志于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

里的人,才能真正做中国国民运动的领袖。”[19]5中国共产党在对政局宣言中确定以人民立场为主

旨的英雄主义意志内涵,就是“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20]338。

革命叙事为英雄文化提供善的框架,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视界。英雄主义作为建构性

过程的意志范畴,同样强化于党的建设中,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

说:“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21]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

党英雄主义品质的重要因素:“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

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

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2]

英雄主义刻画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道义担当形象,饱含对人民的强烈情感,无数共产

党员在革命实践中始终保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两千万革命先烈的英勇奉献,完美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意志,始终坚持以人民幸

福为使命。经受严刑拷打的邓中夏在狱中呼吁,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

大众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领导群众运动的向警予不惧流血牺牲书写革命宣言,指出人生价

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断的。刘胡兰、董存瑞视死如归,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人

民的解放事业。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融合于为人民英勇战斗的社会实践。1950年代,中国人民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彰显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黄继光用胸膛堵

住喷火枪眼,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邱少云烈火烧身仍纹丝不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说,

出现了“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和他们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23],以革命

英雄主义气概构筑起了不朽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丰碑。

第二,英雄主义蕴涵中国共产党践行真理的崇高信仰。

英雄主义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因素,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理解“英

雄为何而为”规定了基本内容。周恩来说:“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

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24]171为信仰

而战,彰显英雄本色,体现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高贵品质。林育南说:“我们的‘革命’,是要靠

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将旧的支配阶级及制度从根本推翻……而不是古代‘王者’‘英雄’等少数

人利用武力‘改朝换代’的‘以暴易暴’的所谓‘革命’。”[19]149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始终坚守的信仰。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说:“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

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

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24]59无数革命英雄以生命践行共产主义崇高

信仰。走向绞刑架的李大钊毅然发出“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胜利”的坚贞誓言;宁死不

屈的陈延年坚信“如果怕死就不做共产党员”的信仰;瞿秋白面对六天内九次劝降,作出“请勿撕

破我的历史”的铿锵回答;夏明翰在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表达“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

信念;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革命誓言。这些誓言闪耀着英雄

主义为信仰而战的光辉,这样的革命意志同样体现于彪炳史册的长征,正是依靠坚定的革命信

念,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千难万险,用生命和热血完成了

检验真理的伟大壮举。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说:“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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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25]366“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

雄主义。”[25]368张闻天总结长征所产生的震撼世界的伟大影响的原因时再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在

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26]

第三,英雄主义表达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原则和旨趣。

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承载者是一个整体,它传递个体参与集体的力量,也是共同意志的体

现。中共北方局关于北方政局及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明确,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

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离开组织与群众去干那英雄式的冒险尝试,这样错误,以后绝对不许

再演[20]611。党中央多次批判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并提出“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

使一切斗争都变成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20]637。

事实证明,作为有限性的经验存在,私人个体并不具有人类解放的救赎意义,不能为革命胜

利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共同努力在民族危急存亡时的重要性体现得尤为明显。英雄主义作为集

体范畴,也是基于民族大义的表达。红军为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说:“哪一个

东北军的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

耶?”[27]13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强调,一切抗敌战士都是民族英雄。毛泽东提出:“军

阀可以转变为民族英雄。”[28]55他致信蒋介石:“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

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

耶?”[29]464毛泽东赞赏傅作义的英雄主义:“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

人闻之,神之为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29]455周恩来写给陈诚的信中说:“英明卓越如兄,知

于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之辨必也至精,且确诚使国人皆曰陈辞修乃真正民族英雄,则唯岂故人之

幸,真乃中华民族之福。窃谓如是英雄,曰时势造之,实大有造于时势也!”[27]368-369总之,集体主义

原则规定了英雄所体现的民族利益至上价值的唯一性。中国共产党“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

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

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27]268。可见,集体意志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

重要方面,彰显其崇高的政治情怀。这种联合并不是狭隘的政治意义,更是救亡图存的努力性建

设。朱德明确指出英雄主义的集体旨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

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30]。

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共同利益出发汇聚革命力量,积极推动并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

华英雄儿女团结起来,将生命献给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杨靖宇、赵

尚志、左权等抗日将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头颅可抛,热血可洒,忠贞的意志从未动摇。

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连队转移,将敌人引向山峰峰顶绝路,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诗

篇;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仍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宁愿投江也要捍卫不当

亡国奴的民族尊严。千千万万的英雄们在侵略者的炮火中英勇奋进,凝聚共同抵御外侮的意志,

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展现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信念[1]。

内蕴深刻革命意志内涵的英雄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不仅展现了百年大

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历程的精神理路,更内在地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书写英雄史诗,在革命实践中锤炼英雄品质,革命英雄主义体现了践行崇高信

仰的集体主义意志,“道义力量”“崇高信仰”“集体主义”共同构成英雄主义的价值根源。

激进的革命伦理向现代性实践转化是英雄精神的时代生命力,更是走向建构性政治的内在

机理,尽管革命不再是新时代的第一主题,但现代性发展并没有削弱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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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时代变迁中坚守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内核,并重塑了英雄主义在新时代的具体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拉开脱贫攻坚的序幕,广大党员干部以生命赴使命,深入雪域高原、沙

漠、山区等地方为群众解决行路难、用电难、吃水难等问题,1800多名党员将生命定格在脱贫事

业,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英雄主义的内在继承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对英雄主义

进行了界定,为革命英雄主义注入新时代内涵,指出英雄具备“忠诚、执着、朴实”[31]品质。无数

共产党人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谱写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新篇章。“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

十年坚守高原边防,在执行紧急支援任务中同外军英勇作战,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用生

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草鞋书记”周永开全心全意造福人民,积极改善民生和生态,带领群众在

当地建成国家自然保护区。“活雷锋”王兰花十年如一日坚持志愿服务,先后为居民解决各类困

难7000多件,调解各类民事纠纷600多起,开展公益活动7000多次,树立了服务群众的时代楷

模。他们共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诠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新时代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人民主体向度

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还体现于群众史观的人民主体向度,从自我创造的劳

动哲学出发,强化了人民作为历史力量的革命意识形态,实现了英雄主义价值内涵的升华。

(一)“劳动英雄”的群众史观与英雄主义人民主体向度的历时性展开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活动的基本方式即物质生产出发,将人民群众界定为英雄文化的主体,从

根本上实现对资产阶级个人英雄观的根本超越。1941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开展研究,将12篇调

查报告编撰为《农村调查》一书,首次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32]790的论断,明确了劳动人民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1942年,毛泽东在《中宣部宣传要点》中又重申英雄主义的主体性在

集体主义语境得以重建的议题,特别提到“群众英雄主义”[28]390。作为整体性的“人民”不仅是历

史活动的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主要属性,它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主体力量这一科学创见。中国共产党“群众英雄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基础

之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群众英雄”思想是唯物史观人民

主体向度的深化,突出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创造历史的力量,实现英雄主义内涵的

意义升华。英雄产生于具体社会历史的需要,他们总是被打上时代烙印,也显示出不同的时代主

题,凝聚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样的英雄主义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时代发展性。

其一,英雄主义彰显劳动精神的伦理基础。劳动品质是英雄最朴素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劳

动英雄”的确立,给人民赋予了尊严的地位。1943年7月,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提出奖励

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33]46。同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题为《组织

起来》的讲话,盛赞劳动英雄的突出贡献,强调“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32]932。劳动确立人

的存在意义,也是人的创造潜能的类本质体现。无论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还是证成生命意义,都

需要在劳动中实现,这样,劳动才成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的充

分肯定,契合主体性哲学要义,强化了实践的人类学意义基础。朱德将这样的英雄主义称为“新

英雄主义”,他明确指出,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

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朱德号召“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

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34]。英雄主义的人民主

体向度在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中同样得到了鲜明体现,毛泽东目睹家乡人民通过劳动喜获

丰收的场景后,感叹“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仅如此,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同

时承载创造性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是积极的创造性,正是通过生产性实践,人创造着自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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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劳动英雄”所表达的深层内涵:即充分肯认劳动人民与党保持统一的同

时,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个性自由的价值追求。毛泽东认为劳动英雄不仅有与党的一致行动和

一致意见,更有“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33]416。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主义在“人民英雄

为人民”的唯物史观中得到深化,更在实践中激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力。

其二,英雄主义突出无私奉献的本质内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以建设为主的阶

段,涌现出不同行业的英雄模范使英雄主义继续得到发扬,他们在实践中绘制出了一幅幅人民英

雄为人民的美丽画卷。英雄的榜样效应所引起的情感共鸣,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有力推

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英雄辈出、斗志昂扬的时代”[35],无数劳动英雄展现了在

社会主义建设宏伟篇章中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两弹一星”的杰出科学家们怀着满腔热忱在艰

苦条件下研制尖端技术,他们淡泊名利,甘当无名英雄,为国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宁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以非凡毅力率领钻井队创造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纪

录,展现石油工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雷锋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在平凡中书写不平凡的英雄故事。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治理“三害”(内

涝、风沙、盐碱)艰苦细致进行实地考察,并带领兰考人民植树治沙,他说,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

英雄。无私奉献是英雄模范最突出的形象特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与社会关系维度的精

神状况,彰显英雄主义的道德价值。英雄主义最深层次的内核,集中于社会意义层面,以制度确

立的英雄评价突出了无私奉献的道德维度。同样,实证量化研究也证明,奉献是居于前列的极为

重要的英雄品质内涵因子[8]。

其三,英雄主义彰显开拓创新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

产党更加注重劳动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全面彰显人民的力量,“开拓创新精神”成为

推动时代前进步伐的动力。常年行走在田间的袁隆平时刻心系国家粮食安全,在推动提高水稻

产量方面不断攀登新高峰,为我国农业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屠呦呦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科

技创新,带领团队攻克难关发现青蒿素,是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的先锋。隐姓埋名几十年的黄旭

华为核潜艇事业奉献毕生精力,作为总设计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江泽民

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36]胡锦涛说:“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一定要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实

践和创造,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丰富政治营养。”[37]从百废待兴到中国奇迹,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英雄的人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完成一个又

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与期许,英雄主义折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神,凝聚现代化发展的人民主

体力量。科技力量实力提升,高速铁路创造纪录,移动支付引领消费方式变革,无论是无人机、区

块链还是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国奇迹的发

展,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

英雄主义能否得到充分实践,取决于英雄的价值认知与文化认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行,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盛行,呈现私人利益成为行动标准的现代性症候,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提

供借口。他们完全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以主观逻辑剪裁客观历史,编纂英雄故事,抹黑英雄

人物,过分强调自我言说而突出碎片化叙事,从细枝末节的所谓细节苛求英雄,站在所谓道德高

地质疑榜样,英雄主义遭到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恶意解构。例如,质疑“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细节

而诋毁历史的真相,质疑雷锋做好事的照片是摆拍而论断英雄模范造假等,英雄叙事历史严重遭

到解构,以此呈现出的英雄已经失掉真实性与崇高性而沦为“泛娱乐化”的产物。“对历史虚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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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言,过分强调生存处境的特殊性与自我言说的个体性最终遮蔽了真正的历史创造主体及其

通过社会交往所开启的命运共同体视域。”[38]诋毁英雄就是消解精神,其去价值化的严重后果,

不仅是要消除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更是要引发思想混乱,英雄文化的式微必然给社会主义文化

安全造成风险。因此,必须抵制该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捍卫英雄,增强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影

响力。

(二)新时代英雄主义的社会力量

道德理论中的价值分裂造成的终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认同的基础并不能深入到事实

的现象学层面。因而,现代认同是要求时间深度和体现叙述性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复杂存在。英

雄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特质,也是从百年坚守的人民价值中确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认同。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民族复兴历程中以实际行动塑造英雄之“形”,诠释模范之“神”,

英雄主义精神才具有恒久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并在赓续发展中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39]。

新时代英雄主义深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40]的唯物史观,更加注重人民主体

的普遍性意义,在命运与共的时代潮流中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英雄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得到新阐释,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力量”。

“平凡英雄”成为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的重要话语:“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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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这些论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英雄精神

的论域,深化了英雄主义的新时代意义,彰显唯物史观生命力。人民是时代的构筑者,是历史发

展的主体力量。全球化发展将现代性事业编写为人类共同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延展马克

思主义英雄主义的核心要义,克服抽象主体性的形而上结构,通过公有制经济机制展现实践理性

的人民主体面相,呈现每个人都了不起的图景。“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

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

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31]

新时代人民英雄的力量体现于2020年的全民抗疫。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白衣天

使以生命赴使命同时间赛跑,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攻关医学难题,机关干部挺身而出保障物资供

应。他们同时间赛跑,舍生忘死拯救生命,在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

小家顾大家,诠释了新时代人民英雄主体。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钟南山第一时间奔赴抗疫

前线,他敢医敢言积极践行“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诺言,面对“共和国勋章”荣誉,钟南山坦

言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大夫;“人民英雄”张定宇身先士卒,拖着蹒跚脚步奋战一线,他说,必须跑

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新时代人民英雄的力量体现于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集体努力。张桂梅为教

育事业扎根贫困地区40余年,12年行程11万多公里家访1600多户家庭,帮助1800多名女孩

实现大学梦;黄大发带领村民经历重重磨难用36年在绝壁上开凿出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

2200米的“生命渠”,让山区开出希望之花。35年行走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开发经济林,

建立山板栗、绿色核桃栽培基地,引领百姓脱贫致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征程中,主流媒体

品牌化升级为乡村富裕探索新思路,将流量化为社会力量,综艺、晚会、访谈多元素嫁接融合让直

播带货助力打造农产品销售链条,为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下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广大人民群众勤劳付出、共克时艰,诠释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力量源泉。”[43]

新时代的英雄主义指向人民创造性潜能的实现,融入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强化并巩固共同

体所需要的团结,通过这种团结能够释放解放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克服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二

63



元对立,“打破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虚假的共

同体’”,找到了一条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路径”[44]。

四、结 语

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持续闪亮出场。当前

我国发展成绩斐然,但同时也面临“难啃的硬骨头”,高质量发展困境、分配正义难题等仍然制约

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滋扰、资本主义个人至上文化的渗

透同时加剧着文化的困扰,这些问题决定了新时代对英雄主义的强烈呼吁。“新时代是需要英雄

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45]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继续为时代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更加注重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力量,

通过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路径,满足人的审美、情感等多重需要,

以积极伦理构筑人民美好生活。众多学者注重英雄主义美德的实践特质,结合时代要求就培育

英雄主义路径提出建设性方案,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例如,关心英雄模范的生活,在法律体系中

增加保护英雄的内容,通过制度确立关爱英雄的保障。英雄宣传注重优美语言形式和动人的画

面相结合的场景设置。英雄主义教育遵循美育规律,利用短视频等新兴媒体让英雄故事实现个

性化、生活化传播。英雄主义教育形式的完善须借助于内容本身的承认,通过英雄主义内涵的解

读可知,英雄主义不仅仅表现为果敢无畏的行动表象层面,其深层构成肌理在于人民利益至上的

道义与集体主义的智慧。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31]展望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宝贵经验,继续弘扬英雄主义精神,增强勇于探索的勇气,坚定信心,共
克时艰。因此,增强价值共识更是践行英雄主义品质的首要方面。这就要求肯认劳动精神,在共

同体中奉献个人主体力量;讲好英雄故事,传递英雄精神,增强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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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notationoftheRevolutionaryWillandPeoplesSubjective
DimensionoftheHeroism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DINGRan,WANGLixia
(SchoolofMarxism,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HeroismconstitutesanimportantaspectofMarxsvirtueethics.Marxappreciatedtheheroicspiritinthe
practiceofproletarianrevolution,reflectingthesubjectivewilloftheworkingpeopletointerveneinthehistorical
process.Heroismistheethicalfoundationof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itsformation
anddevelopmentcannotbeseparatedfromtheethicalenlightenmentofMarxism.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as
carriedonandcreativelydevelopedtheMarxistrevolutionaryspirit,whichisinnovative,stableandleading.Theconno-
tationofheroismcanbesublimatedfromtwoaspects.First,heroismmanifeststhehighestpowerofmorallifeinrevo-
lutionarypractice,containstheloftybeliefofpracticingtruth,andexpressestheprincipleofcollectivism.Second,hero-
ismdeepenspeoplessubjectivedimensionin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Clarifyingtheessentialsofthehero-
ism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sthepremiseofconstructingthemoderndimensionofheroicculture,aswellas
animportantaspectofcultivatingtheheroicqualities.
Keywords:heroism;revolutionarywill;thehistoryviewofthepeople;peoplesheroes;theMarxistviewof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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