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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扭转
乾坤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据
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
英雄模范叙事，选出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
的英雄模范，发挥了英雄模范精神的号召力
与感染力。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英雄模范
的价值引领作用，如何将英雄模范精神转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我们面
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
范观的人民转向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主
体，也是言说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智
慧，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胜利的依靠力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的伟大作
用，坚信人民的强大力量，通过多种多样方
式实现英雄模范观的人民转向，彰显了英雄
模范叙事的价值引领作用，使英雄模范叙事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浓重一笔。

（一）突破英雄模范叙事的单一语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内外

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就内部而言，革命根
据地的工业发展近乎空白，农业生产也十分
薄弱；从外部来看，日本侵略者加紧对革命
根据地实行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国民党也
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
中国共产党面临抵抗外辱与发展生产双重
任务，单一的革命语境已经得到改变，这就
需要突破英雄主体多来自于革命群体的单
一化趋向，实现了英雄模范观的人民转向。
考虑到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毛泽东
希望通过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边区的穿衣吃
饭问题，并为抗日战争提供后援支持。为
此，中国共产党将对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
来的各行各业的模范生产工作者进行塑造
和宣传，从而激励其他人学习和效仿，为边
区的生产动员提供了精神标杆与价值引领，
英雄模范的人民转向由此凸显。

马克思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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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时势造英
雄，每一个时代孕育时代烙印的英雄模范。
在大生产运动中，精细化、专业化的劳动分
工得以进行，多样化的职业类型也由此产
生，单一的革命英雄叙事已不能满足不同行
业劳动者的期待，中国共产党对各行各业英
雄模范的塑造与推广成为时势发展的要
求。为了发挥英雄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就
需要超越革命语境的局限。从波澜壮阔的
革命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劳动英雄既可以呈
现艰苦奋斗的崇高境界，也可以为不同职业
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时期艰苦
奋斗、不畏困难的先进模范进行塑造是社会
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英雄模范人格与时代
诉求的有效对接。

（二）实现英雄模范叙事主体的人民转变

延安时期，英雄模范的主体主要为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是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
观转向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历史上，英雄主
体多为在反抗外来侵略中作出杰出贡献的
将领。这种主体构成的有限性直接决定了
人民的磅礴之力难以被凝聚起来，普通百姓
难以成为民族责任的自觉担当者，其感染与
激励作用也难以真正实现。延安时期，中国
共产党摆脱了英雄主体构成的历史局限，实
现英雄模范的“平民化”。工人阶级和农民
阶级都是在争取解放的革命中涌现出来的
革命者、劳动者，他们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
畴。中国共产党将所有为反抗民族压迫作
出贡献且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作为英雄模范的主体，有助于在最大范围内
激发中华儿女投身救亡图存斗争中的热情，
带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努力奋斗。

英雄模范只能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中的先进分子”。只有这样，救亡图存的历
史场景才能跃然纸上。历史证明，中国各个
阶层都致力于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奋斗，都致
力于探寻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最终皆以失败
而寥寥收场。现实需要呼唤人民群众出
场。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
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力人心的
对比，而不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斗
争战略，人民群众成为英雄模范的主体，在
军事力量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境遇中依
靠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进行革命斗争。基
于此，延安时期人民群众构成英雄模范主体
的转变是革命斗争场景呈现的需要，也根源
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质。一言以蔽之，人
民群众是英雄模范主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
共产党英雄模范观转向的总基调。

（三）明晰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价值
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观人民
转向的价值导向上始终以“群众英雄”的话
语表达出来。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
查〉序》中率先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
是基于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而理解和命
名的“英雄”，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表达。“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对人民
群众是英雄模范主体的高度凝练，彰显出历
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价值理念。总之，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以“群众是战
争胜利的源泉”“群众是真正英雄”等话语对
英雄模范观进行重新塑造。可以说，中国共
产党在延安时期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及社
会作用的褒扬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继承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展现，并为中国共产
党英雄模范叙事奠定了基调。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英雄模范观
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英
雄模范观转向的理论基础。正是对英雄模

范观人民性的坚守，并将其进行学理阐述，
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延安时期克服重重困难，
建构起良好的组织形象。“群众是真正英雄”
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秉持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延安时期的实践场
景、主要任务与历史方位而形成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理论生命体，成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
党人一以贯之的英雄模范叙事传统。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
范叙事的内容所向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础上，中国共产党推进英雄模范叙事向前
迈出了一大步，确立了新的英雄模范观。
这种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
义的同时，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创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变了
人民群众的身份，将人民群众由英雄模范
叙事的“旁观者”发展为英雄模范叙事的

“践行者”，选树和宣传了一大批与时代要
求相适应的英雄模范。概括起来，延安时
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主要内容包
含以下方面：

（一）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革命先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英雄的选

树与宣传是一场“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伟大
实践。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整个中国都置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口，抗击日本侵略者成
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民族矛盾上升到中
国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本的不断进
攻，不仅需要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更需
要中国共产党做好民众的动员工作。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张自忠、叶
挺、戴安澜等拯救民族危难的革命先烈作为
英雄模范叙事的主要对象。

革命先烈表现出政治性与民族性的特
质。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延安时期人民群
众的热情空前高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储备
了精神食粮。革命英雄的塑造有传播延安
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调节政治关系与激励示
范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英雄人物
将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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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英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的选

树与宣传是一场“为人民荣誉而战”的伟大实
践。延安时期，国民党时常侵犯陕甘宁边区，
严重破坏了边区的社会治安和公序良俗，导
致边区面临恶劣的政治环境；频繁的自然灾
害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导致边区政府
面临着极大的生存考验。在这种境遇下，中
国共产党将吴满有、赵占魁等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劳动英雄作为叙述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劳动英雄展现出先进性与
生活化的特质。劳动英雄是从人民群众中
涌现出来，且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突
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他们身上映现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
求，因而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同时，劳
动英雄不是超越世俗生活的“神人”，而是扎
根于边区且履行社会责任的平凡的人。这
些劳动英雄于平凡中诠释出做人的道理和
为人处事的准则，于寻常中彰显救国救民的
大义，贴近生活的事迹与可敬的形象决定着
他们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三）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群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英雄群体的选

树与宣传是一场“为捍卫信仰而战”的伟大
实践。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境况中进行的，敌人极其强大
和凶残，党的革命力量又很薄弱，革命者面
临着各种艰难险阻。在这个过程中，英雄群
体以蔑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品质捍
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成为取得革命胜
利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倡导和推崇这种大

无畏精神，英雄群体也因此成为延安时期中
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中的重要对象。

英雄群体表现出为理想信念奋斗到底
的气概。红军是秉持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英
雄群体的真实写照，他们都是英雄好汉，创
造了中国革命的人间奇迹。延安时期，毛泽
东强调：“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
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只
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
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由此，红军
在复杂的革命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取
得了长征的胜利。这种为理想信念奋斗到
底的英雄气概成为延安时期所有英雄的共
同品格，也成为始终支撑中国共产党勇往直
前的精神支柱。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
范叙事的实践指向

能否树立起正确的英雄模范观、能否自
觉践行英雄模范的实践行为，这既是衡量个
人是否具备辨别是非的标准，也反映出一个
民族是否具有光明前景的元素。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赋予英雄模范以承载民族解放
的时代重任，也传递着催人奋进的高尚道
德，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活有形的精神元素。
中国共产党为了将英雄模范精神内植于社
会受众的价值观念之中，外化于社会受众的
行为方式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
成为英雄模范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营造良好氛围以礼遇英雄模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个体不能在违背

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环境，但是社会环境
时刻影响着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
为。英雄模范叙事作为由人来完成的实践
活动，同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良好的社
会环境可以对英雄模范叙事的展开予以指
导，将英雄模范叙事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
要抓手，有助于巩固英雄模范叙事的实践成
效。不良的社会环境则会削弱英雄模范的
心理感召力和行动示范力，降低英雄模范叙
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对此要通过“革命的
实践”进行改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英雄模范叙事
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纯
洁了风气，塑造了当时延安“十个没有”的光
辉历史。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内，全社会
对英雄模范群体的高尚思想与行为模式给
予肯定，认为英雄模范是生产生活的实践标
杆，并称赞英雄模范“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
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
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一时
期的英雄模范叙事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国革
命走向胜利，也使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群体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精神支柱。

（二）用丰富的语言文字宣传英雄模范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语言文字始终

承担着镌刻中华民族重大事件、记载中华民
族伟大思想、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通过语
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情感意识已深深刻入中
国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历史痕
迹和家国情结。近现代以来，“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等国家理想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
来。如果没有语言文字的具象化表达，人民
群众就难以体会到国家理想的丰富内涵，这
就是语言文字的魅力之所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将语言文字
运用到英雄模范叙事中。1935年 12月，毛
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论
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它向全世界宣告，红
军是英雄好汉”。这一简短而精炼的叙事话
语直指红军的精神品格，给人以敬畏英雄的
体悟。毛泽东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
大众化语言突出英雄模范的精神气概，如用

“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
极端的热忱”称赞白求恩；用“张思德同志是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的”赞颂张思德；用“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悼念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叶挺、邓发等英雄
模范。由此可知，运用文字宣传英雄模范已
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重要方
式，进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不朽的英雄史诗。

（三）用多样的文艺作品歌颂英雄模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由哲学、

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突出
强调了文艺作品是传播价值观的一种特殊
方式，具有意识形态性。毛泽东在《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作
品必须为党的整个工作服务、必须为工农兵
服务，其战斗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毛泽东又
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
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更加明确
了文艺事业的时代使命，即将政治性与艺术
性结合起来，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一大批歌颂英雄模范的优秀文
艺作品呈现出春色满园的景象，成为叙事过
程的重要载体。

延安时期，艺术家们用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创造了秧歌、戏曲、木刻版画、连
环画、影片等艺术形式。最为代表性的有连
环画集《延安杨家湾小学教员陶端予》、影片
《南泥湾》以及刊发在解放日报上面的木刻版
画《向吴满有看齐》等。这些文艺作品的形式
更加多样、主题更加鲜明，都在讴歌延安时期
的英雄模范。通过文艺作品对英雄模范进行
赞誉，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模范叙
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学习英雄、争做
英雄”的图景在革命根据地蔚然成风。

（四）用崇高的荣誉奖励英雄模范
作为精神奖励的重要方式，荣誉奖励

具有示范效应与心理尊崇的双重意义，因
而比物质奖励更具长久性与引领性。一方
面，崇高的荣誉奖励可以将英雄模范的精
神品格凝结于中国精神的具体内涵中，进
而上升为国家情怀与国家意志。另一方
面，崇高的荣誉奖励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对
英雄模范的推崇与效仿，进而内化为人民
群众的人格操守与价值导向。当国家意
志、社会效应与个体意愿共同尊崇英雄模
范时，其民族凝聚力与人民向心力也将是
空前强大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荣誉奖
励对尊崇英雄模范的作用。在陕甘宁边区
的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相继涌现，荣誉
奖励也随之展开。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奖励
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并多次开展表彰
劳动英雄的活动，这样就可以达成激励英雄
模范和人民群众的双重效果。毛泽东认为
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
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
种好的工作方法”。因此，1943年召开了陕
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1944年
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代表大
会，各分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也同时进
行。人民群众被置于同一价值场域内，用荣
誉奖励来尊崇英雄模范，英雄模范的感染力
也会更强大。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
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
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
勇气和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树了
一大批英雄模范，这些英雄模范为革命胜
利注入了鲜活血液。延安时期的英雄模范
叙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彰显了共
时与历时的统合，为新时代英雄模范叙事奠
定了基础。基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需要讲好
英雄模范故事、弘扬英雄模范精神，这样才
能凝聚起庞大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王强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鑫系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三重路向
王强 杨鑫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
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树了一大批英雄模
范，这些英雄模范为革命胜利注入了鲜活血液。延安时期的英雄模范叙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彰显了共时
与历时的统合，为新时代英雄模范叙事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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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雨
焦娟

林花落了春红，时光太过匆匆，转眼，又是清明
季。阴雨蒙蒙，洒下莫名的忧伤。雨水是湿的，露珠
是湿的，带着一颗湿漉漉的心，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泥泞的土地，托着我沉重的双肢。远处的山渐渐青
了起来，雨水中渗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此刻的春
不再烂漫，不再蓬勃。走向父亲安息的地方，我的心
在阵阵生痛。

父亲，我回来了……
西去的路，很远很远，像是隔着生死，像是有着

难以言表的忧愁，那么遥远，又那么荒凉。那些曾经
的温暖，渐行渐远……

雨一直在下，一丝，两丝，三丝……形成一滴滴
冰冷的水滴，滴在小草上，最终变成那苦苦相思的泪
水。那不是小草在流泪，那是我的泪水！这泪水晶
莹剔透，这泪水里包含着多少相思之苦？我要让这
泪水冲破限制，分成无数条支流，流到父亲的身边，
流到他的心里……

燃烧殆尽的香火飘飘四散，熏着我冷冷的脸。那

带着一点暖意的抚摸，就像父亲的手，淡淡划过我的脸
颊，粗糙却不乏细腻。我哭了，不是悲怆于生命的脆
弱，而是魂断于亲情的永诀。冥冥之中，我仿佛看到了
父亲的背影，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永远摸不着……

伫立在清明的细雨中，沉思在逝去亲人的坟茔
前，让纯洁的只剩下亲情与生命意识的哀思伴随清
泪，淡淡地和着雨珠轻轻流淌。也许，它能清洗沉积
太久的纷杂无奈，给自己一份清新和明白，给远去的
亲人一份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