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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英雄”主题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的文学主题。作为文
学主题而言，它并不新颖，在古今中外都具有一条漫长的书写脉络。但每个时代、每种文化传

统中的“英雄”，都具有它特属时代和文化的特性。

从当代文学史脉络来看，新时期以来的英雄书写其实不断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反英雄书

写已成为新时期以来的突出创作倾向之一。众多文学思潮既塑造了纯文学独特品格，又可能矫

枉过正。如作品的精神体量不足、缺乏能负载时代之重的人物形象等问题，都已引起批评争

论，这为英雄书写提供了背景。另一方面，英雄书写又以重释“当代英雄”内涵的方式持续生
长。新时期文学逐渐告别革命叙事与阶级斗争话语，但继承转化50—70年代文学在“小我”与“大
我”，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的理想主义要求。一面如《战狼》等电影热映引发有关“大国崛起”情
结与打造新“民族英雄”的讨论；一面又不断在“我本庸人”式的自嘲中呼唤出“余罪”“煎饼侠”等
另类英雄形象。在渴望英雄的社会心理背后，既反映出新的时代焦虑，也折射了当代文化生产

的新特点。纵向来看，当代英雄书写经历了从塑造英雄到消解英雄、从英雄的集体意识到英雄

的个人回归的过程。横向来看，中国的英雄书写承担了更多的道德理想和家国情怀，强调的是

英雄的整体代表性，以及它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论证需要；而西方的英雄叙事往往与个性的张

扬、自由的理念、个体的价值实现紧密相连。

当代英雄书写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如果想要获得最广泛的关注，想要具备公共讨论空间的可

能性，首先必须要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以文学界为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塑
造的英雄人物都呈现出强烈的介入现实的特征，英雄人物所从事的种种社会或政治活动契合了

当时民众社会或政治诉求，文学话题因此具备了演变成公共舆论的可能性。这说明一个英雄人

物形象，要想获得最广泛的人群的认可，就必须代表最广泛人群的利益。其次是人道主义的，

尊敬人、关怀人，表现人的真挚情感，要对过去某些阶段存在的扁平化的、缺乏真实感的英雄

书写弊病进行纠正。英雄人物固然应该具备舍已为人、因公忘私的英雄品质，但书写英雄的高

道德水准应把握适度原则。鲁迅曾经评价《三国演义》写人“有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
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是一样，如果过于高大全，只会让大多数
人望而生畏，甚至会认为其反人性。最后，在当下的国际化浪潮中，将英雄人物的塑造与国家

形象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引发大众的爱国情怀，有助于英雄人物在短

时间内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敬仰。这或许也是我们的英雄书写要具备“当代性”“新素质”的一个较
为可行的方向。

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新的英雄书写，不能因为一时曾有的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就去
否定真实多样的英雄和英雄书写。一方面英雄叙事的遗产，关于对宏阔社会的关注，展现文学

的力量，弘扬社会的正气，这样一种大文学的传统需要我们去承接、修正、补充和发扬；另一

方面也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发展现状和社会语境所决定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召唤和文学多样性

的需要。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个丰富复杂、变化万端，充满各种荒诞不经和平庸之恶的现

实，我们需要重构英雄精神，强调回到生命本体和文学本身的英雄叙事，回归永恒不灭的正

义、勇气和力量，讲真话，不沉默，敢于对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东西发声、指证。它是一种精

神象征，既符合人性的真实、复杂，又承载新的时代内涵，更具有把时代和人性向上拉升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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