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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 季　 文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７１)

〔摘　 要〕近现代以来ꎬ西方英雄与英雄主义一道来到中国ꎮ 我们需要从他们是如

何给历史带来正能量这一方面去探讨其中思想的关联ꎮ 作为个人主义的表征———西方

英雄主义ꎬ其嬗变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追求安全有序社会环境的发展过程ꎮ 本文从西方

文学作品出发ꎬ分析总结西方英雄主义母题的特征及个人主义价值观对英雄母题的影

响ꎬ可以说ꎬ西方英雄主义发韧于个人主义ꎬ又为个人主义的发展打开局面ꎮ 积极地理

解西方个人主义ꎬ有利于辩证看待中国社群主义ꎮ
〔关键词〕个人主义ꎻ英雄主义ꎻ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近代以来ꎬ西方社会以强大的文化价值观对东方世界不断进行着激烈地精

神冲击ꎮ 西方英雄主义随之来到东方ꎬ来到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ꎬ潜移默化地改

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ꎮ 西方文学作品就可以验证这一点ꎮ 不容否认ꎬ
在近现代中国接触到的西方英雄主义ꎬ不论是文学读本形象ꎬ还是电影文学形

象ꎬ不论是历史学家的叙述还是哲学家的阐释ꎬ给中国人追求民主、科学、革命与

人民的福祉带来了正能量ꎮ 但是ꎬ当这些英雄与英雄主义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

与英雄豪情交相辉映时ꎬ不免给当代正在转型的中国人带来一些思考:东西方的

英雄与英雄主义究竟有些什么共同本质和不同特质ꎬ我们怎样去认识在各民族

的民族斗争、民族革命中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ꎬ各国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性质或社

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涌现的英雄们ꎬ从而在这些认识中弘扬一种健康的历史文

化价值ꎬ去怀念人民心目中的英雄ꎮ 本文试从西方英雄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哲

—６４１—



学关联这个角度去寻求这方面的答案ꎮ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英雄特征

卡莱尔将英雄史观作了纲领性宣言:“可以公正地说ꎬ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

就是英雄的历史ꎮ” 〔１〕他将英雄的定义和评价总结为:“世界历史是人类所取得

的种种成就的历史ꎬ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英雄的历史ꎮ 他们是民众的领袖ꎬ而
且是伟大的领袖ꎬ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

们去规范和塑造ꎬ从广义上说ꎬ他们也就是创造者ꎮ 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

一切成就ꎬ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ꎬ也就是他们

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ꎮ 可以恰当地认为ꎬ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ꎬ就是英雄

的历史ꎮ” 〔２〕欧洲的英雄史诗分前期和后期ꎬ不同时期所衍生出的英雄母题也不

相同ꎬ可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母题:
１. 奥林匹克式英雄ꎮ 法国学者丹纳曾经说过ꎬ希腊人将健美的人体敬奉为

偶像ꎬ在地上颂之为英雄ꎬ在天上敬之如神明ꎮ 古希腊文化孕育出的奥林匹克式

英雄母题ꎬ是对个人形体、外表、力量的关注ꎬ是个人主义中外形价值的体现ꎮ 荷

马史诗中ꎬ天上的神灵、人间的英雄都拥有健美的体魄ꎮ 孔武有力ꎬ英雄埃内阿

斯不敢迎战阿基琉斯ꎬ是由于后者的“每块肌肉如同青铜铸成”ꎬ他心甘情愿认

输ꎮ 无论是在荷马人还是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ꎬ健美的肉体具有神灵一样的崇

高地位ꎬ是神祇的另一表征ꎮ 他所体现出的力量既代表着神圣的神力ꎬ也是来自

于心灵的超自然力ꎮ
２. 原欲型英雄ꎮ 原欲型英雄母题更多地关注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自

然生存的基本需求ꎮ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ꎬ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体现在诸多英

雄形象上ꎮ 希腊神话中ꎬ英雄都是神祇和人类的后代ꎬ因此ꎬ他们也都有着人的

七情六欲和基本生活需要ꎮ 这些英雄们神性有余ꎬ人性更足ꎬ个人主义价值观是

他们的行动指归ꎮ 于是ꎬ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也得以体现ꎬ如尚武思想的推崇ꎬ英
雄们把血腥的战场当作展示其英雄品格、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ꎬ以大规模地

杀伤对方来显示自己超人的武艺、胆魄与智慧ꎮ 这些英雄都传递了一个共同信

息:英雄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符号ꎬ而是血肉丰满、有着每一个正常人都

存在的一切欲望的世俗个体ꎮ
３. 尼采式英雄ꎮ 这是充满权力意志、反叛的个体ꎬ从不放弃属于自我的权

利ꎮ 文艺复兴标志着个人主义不再满足于生存需求ꎬ对权力的渴望也逐渐加强ꎮ
文学作品中英雄们基本都是与社会相抗衡的ꎮ 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塑

造的杰克巴恩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ꎬ一度沉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ꎬ认为所谓的

“光荣、神圣、牺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都是荒谬可笑的ꎬ这是个人意识试图反叛

传统的第一阶段ꎮ 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塑造的英雄哈洛尔德以

远游的方式叛离资产阶级创造的不安全社会ꎬ«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认为罪

或无罪只是“自我”的事ꎬ“自我”是绝对自足ꎬ毫不用他物相助ꎬ无论是上帝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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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ꎬ最后独自背负所有的罪孽ꎬ以毁灭的方式———死亡表示永不屈服的意志ꎮ
甚至生活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都不满所处的环境ꎬ挺身而出ꎬ约翰麦考利小

说中的佐罗形象就是个例子ꎮ 加州在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加入美国联邦之

前ꎬ最后一任总督拉弗尔采用高压独裁的统治方式ꎬ令百姓苦不堪言ꎬ于是贵族

狄亚哥便用蒙面侠的身份来对抗暴政ꎬ“佐罗的传奇”由此诞生ꎮ 英雄们在劫富

济贫、锄强扶弱的过程中ꎬ反叛烈火燃烧不息ꎮ
４. “反英雄”式英雄ꎮ 所谓的“反英雄”概念与“英雄”相对立ꎬ在文学作品

中反英雄是个矛盾体ꎬ一方面ꎬ他们是传统英雄母题的反面、对立面ꎬ形象多面目

可憎、行为常偏离常规ꎬ具备着不属于传统英雄的不良特征ꎮ 另一方面ꎬ他们是

特定情景下的英雄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强大的力量ꎮ 这类英雄母题是对现实价

值观的“证伪”ꎬ展示着人们对传统道德观的质疑、个人主义的张扬和传统英雄

母题的衰微ꎮ 德国启蒙作家狄德罗在其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中塑造了既卑

鄙又高尚、“一半是野兽ꎬ一半是天使”———拉摩的侄儿这一“反英雄”式英雄形

象ꎮ 作为统治阶级的帮闲ꎬ他低三下四ꎬ任人作践ꎬ同时又坦率耿直地鄙视、揭露

上流社会的腐朽ꎮ 可以说ꎬ拉摩的侄儿集愚蠢与才智、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为一

体ꎮ 恩格斯称«拉摩的侄儿»是一部“辩证法的杰作”ꎬ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

的作品”ꎮ 自此ꎬ“反英雄”式英雄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开始流行起来ꎮ 如«麦田里

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第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ꎬ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我与

周围社会环境的对立ꎬ试图摆脱困境获取自由ꎬ最终都无法实现愿望ꎬ这些英雄

最后不会让自我意识消融在对自我厄运的内省中ꎬ更无法以宿命论的态度接受

厄运ꎬ而是强调个性的张扬ꎬ反抗控制自我的外在力量ꎮ 有些反英雄式英雄以自

我为中心ꎬ骄傲自大ꎬ过分执著于财富、地位、复仇ꎬ如«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里

夫ꎬ一个捡回来的孤儿ꎬ被世俗的等级观毁灭了他的爱ꎬ于是ꎬ爱变成了强烈的

恨ꎬ进而成为残酷无情的报仇阴谋ꎮ 还有部分反英雄式英雄受到不可控制的外

在力量的影响ꎬ被卷入与英雄对立的困境ꎮ 他们会表现出和普通人一样的焦虑、
惊慌失措ꎬ甚至是恐惧ꎬ所表现出的情感比传统英雄的完美形象更贴近生活ꎬ显
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ꎮ 如«哈利波特»小说中的西弗勒斯斯内普ꎬ为了心中

所爱ꎬ冒着生命危险ꎬ用谎言周旋在伏地魔和食死徒之间ꎬ西弗勒斯斯内普守

护着自己的信仰ꎬ却成为没有爱人、朋友、孤独而阴险地活着的“英雄”ꎮ

二、个人主义价值观下西方英雄主义嬗变原因探析

马克思认为:“个人发展经历三大阶段ꎬ原始社会形态下ꎬ个人通过狭小的

层面依靠救世主生存ꎻ第二阶段是以物质为基础ꎻ第三阶段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体

与社会共同生产的自由个性之上”ꎮ〔３〕这三个阶段恰恰符合西方古希腊时期、文
艺复兴时期与现代三大时期的特征ꎮ 从现实层面上说ꎬ西方英雄母题嬗变现象

下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实现其追求安全有序社会环境的过程ꎮ
从个人主义历史渊源出发ꎬ最早可追溯到传统的基督教精神ꎮ «圣经»在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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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神性的同时强调个体的创造性ꎮ 它一直秉持个人通过自我的不断认识、肯定、
追求与完善就能够到达象征理想的“神的彼岸”ꎮ 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通过

努力也能获得救赎ꎮ 正是这种可改变现实的意识激励着西方人不停地进行自我

认识、自我奋斗、自我发展ꎬ形成了强烈的“个体”意识ꎬ衍生出诸多英雄人物ꎬ为
西方个人主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ꎮ 原始社会的现实秩序处于原始状态ꎬ人类在

长期生命活动的实践中ꎬ通过对自然界的不断认识ꎬ最后终于从自然中分离了出

来ꎬ以自然人的姿态站了起来ꎮ 普罗米修斯盗火的英雄行为“作为理性的开

端”ꎬ起了里程碑的作用ꎬ标志个人意识的觉醒ꎬ说明人类从“无意识的存在升华

到了人的水平”ꎮ 然而ꎬ英雄普罗米修斯所受到宙斯的惩罚ꎬ被钉在高加索山上

遭受的痛苦象征着人类为实现自我的主体精神所面临的困难ꎮ «俄狄浦斯王»
中ꎬ俄狄浦斯竭力逃避神谕所示的命运ꎬ本质上是个人觉醒意识的勃兴ꎬ从自然

人开始向社会人过渡ꎬ反抗意识也日益明显ꎬ来自于自然外力之外的社会阻碍更

束缚了个人力量ꎬ俄狄浦斯的结局也标志着人类追求自我的艰辛ꎮ 诗人承认命

运存在的同时ꎬ谴责命运的邪恶ꎬ赞颂个人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ꎮ 以荷马史诗为

代表的文学作品是英雄的聚集所ꎬ其体现出的英雄主义为了当时个人主义想要

宣扬的思想、追求的目标担当先锋、主力军ꎮ 在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ꎬ社会环境

处于野蛮阶段ꎬ正如霍布斯对现实所描述的:“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

而短寿”ꎬ因此ꎬ古希腊时期的个人主义处于满足原始欲望的阶段ꎬ神秘莫测的

大自然未能转化成服务于人的力量ꎬ人类处于原始的形象思维ꎬ感觉生存的恐

怖ꎬ为了存活ꎬ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正在逐步觉醒ꎬ追求灵肉并重、神人势均力敌

的英雄理想体现了当时个人主义价值观ꎮ 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所衍生出的英雄

主义主要为了与自然、命运相抗衡ꎬ不惜牺牲自我ꎬ唯以暴力、战争以求实现、获
取有序社会环境的权力ꎮ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都源于为了争夺个人所需的、有
限的物质生存材料ꎬ个人原始的生存欲望超越了所有道德、伦理的羁绊ꎬ人的利

己本性在生存意念上完全释放ꎬ个人强健的力量、战争上无畏的战斗和竞技场上

英勇的角逐必然成为每个人为获取物质财富、个人荣誉的唯一手段ꎬ通过战争还

能获得更伟大的成果———建立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的主动权ꎮ 文学作品中的英

雄特征主要体现在追求孔武有力的外表和实现个人生存欲望方面ꎬ这些都是发

动战争达到目的的充要条件ꎮ 伴随着战争的延宕ꎬ雅典后期“亚西比得综合征”
泛滥ꎬ个人主义盛行的最终结果是为了政治权势ꎮ〔４〕 在古希腊修昔底德所著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ꎬ英雄伯拉西达于战火中拿下了城池安菲玻里ꎬ最终战

胜雅典人ꎬ换取 ５０ 年的和平条约ꎬ史称«尼西阿斯和约»ꎬ用战争开创了一段安

全有序的社会环境ꎮ 综合来看ꎬ奥林匹克式英雄母题是个人主义初期追求安全

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先决条件ꎬ而原欲型英雄母题则是个人主义实现安全有序的

社会环境目标下的现实子目标ꎬ也是英雄主义为了达到最佳号召力对人类大众

的许诺ꎮ
到了中世纪ꎬ人类倾向依靠救世主ꎬ好容易站立起来的个人主体意识又甸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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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帝为代表的宗教脚下ꎬ上帝完全主宰了人类精神ꎬ成为他们的行为指归ꎬ
个人主义失去自主性ꎮ 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后ꎬ打着上帝旗号的教皇、国王

们ꎬ尤其是宗教所宣扬的禁欲主义ꎬ扼杀人的本性ꎬ以救世主的名义控制人们的

精神ꎬ竭力去掩盖、甚至抹杀人智与科学ꎬ愚昧地将人类的进步交由上帝去完成ꎬ
唯上帝论让个人主义在上帝面前枯萎ꎬ英雄主义进入历史上的衰退时期ꎮ 以神

权、王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自欺欺人地认为社会正按照他们所希望的状态维持

下去ꎬ没有正视平静的社会秩序下不断汇集的个人主义力量ꎮ 在基督教义极力

鼓吹上帝全能的同时ꎬ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证明上帝是无能干预现实的ꎬ在现实层

面上埋藏了个人主义反抗的导火索ꎮ 思想层面上ꎬ随着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本主

义思潮ꎬ个人个性、欲望不断寻求解放ꎬ每个人急于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个人价

值最大化ꎬ对君主权力开始质疑ꎬ国王地位开始动摇ꎬ人们急于挣脱传统价值、理
性规范的束缚ꎮ １８ 世纪末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欧ꎬ以宣扬个性解放

为旗帜ꎬ继法国兴起之后ꎬ西方其他国家也积极跟随ꎬ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
俄国、北欧等国都相继爆发了浪漫主义运动ꎮ 文艺复兴的目的就是要发掘个人

的本性及存在的价值ꎬ相应的文学作品也由此展开ꎮ 但丁的«神曲»正是个人主

体精神和自我意识走向“天堂”ꎬ个人人性完善的过程ꎬ同时所经历的痛苦与反

抗ꎬ被后人称为对«神曲»两重性的解释ꎮ 薄伽丘的«十日谈»高调倡导个人的本

能要求、情欲的美好ꎬ莎士比亚对个性的崇高概括为“个人是宇宙的精华ꎬ万物

的灵长”ꎬ个人对自我认识更为深刻、细致和具体ꎮ 人本思潮与现实社会秩序的

矛盾ꎬ促使人类急于向上帝索取个人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ꎮ 雨果的«巴黎圣母

院»、霍桑的«红字»中的普通人类都是与宗教的虚伪、封建强权统治相抗争的英

雄ꎬ歌颂人性中的真、善、美ꎬ追求人性的发展ꎮ １９ 世纪ꎬ爱默生的思想“上帝在

我心中”宣扬了“人就是一切ꎬ世界因为人而存在”ꎬ在人与神的关系中ꎬ个人是

主体ꎬ而上帝则退居其次ꎬ成为客体ꎬ使人性得到极大的张扬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上
帝的形象越来越人化ꎬ上帝的世俗化、平凡化反映出人类将上帝从信仰的殿堂拉

了下来ꎬ个人主义发展蓬勃的历史事实ꎮ 文学作品看到了这一事实并对其进行

艺术加工ꎬ尼采式英雄母题就秉持了这种现实的倾向性ꎬ这种倾向性不仅包含对

神祇、王权专制统治的质疑ꎬ也预言了个人主义在英雄力量的号召下必将胜利ꎮ
他们追寻自我价值ꎬ英雄们不断挖掘自身的身心特质ꎬ使个人意识形态的基本逻

辑和个人主体对社会话语权的渴望得以充分的表达ꎬ充满了权力意志、反叛的个

体从不放弃属于自我权利的追求ꎮ 巴尔扎克现实小说中就出现了诸多尼采式英

雄ꎬ如芜特冷、拉斯迪额、马尔宾和吕崩柏礼ꎬ他们一直宣称“只有获取权力ꎬ才
能获得别人的注意”ꎬ这一母题揭示了有序安全的社会秩序还是靠个人追求权

力、创造财富来推动ꎮ
个人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无疑是历史的进步ꎬ然而ꎬ社会为此转变也付出了沉

重代价ꎮ 到了 ２０ 世纪ꎬ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建立ꎬ远不如启蒙主义者所鼓吹的

美好ꎬ对权力、财富的一味追求使人类感到理想破灭后的失望ꎬ随着对上帝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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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ꎬ王权权威遭到质疑和颠覆ꎬ传统的宗教道德失去了约束力ꎬ同时却没有

效的约制力来替代ꎬ人的自然欲望和冲动肆无忌惮的释放ꎬ急剧敛财、纵情声色ꎬ
导致了道德的腐化、社会的无序ꎮ 人性解放的同时ꎬ其消极的一面也引起了西方

对社会精神的反思ꎮ 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人发展的哲学意义受到经济市场的影

响ꎬ在被金钱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ꎬ缺乏有效的精神约束ꎬ英雄形象开始衰微ꎬ
个人主义中种种劣根性———自私、贪婪、偏执、背叛与物质高度发达但精神贫乏

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ꎬ英雄们在人性解放的同时ꎬ感受到了迷茫与

无措ꎮ 如何发展自我、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ꎬ以及如何正确地实现自我价

值等等问题都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ꎮ 人欲横流、理性规范缺失的时代ꎬ人们沉溺

于物质贪欲的追求、无节制的现世欢乐享受之中ꎬ欲望膨胀、道德失范、利己主义

横行ꎮ 这就推动了崭新的英雄母题的生发———“反英雄”式英雄ꎬ如金斯堡«嚎
叫及其他»中以激进的方式展示出丧失理性后的个人主义成为“垮掉的一代”ꎮ
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借尤索林的话道出理性与信仰一齐消失后的迷茫:
“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捞钱ꎮ 我看不见天堂ꎬ也看不见天使ꎮ”这种消极的影响

本质上是由于个人丧失理性发展自我所陷入的精神危机ꎬ从而出现扭曲ꎬ最终导

致人性泯灭ꎮ 拜金思想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危机、文化危机ꎬ人性丧失ꎬ尼采

在感受到上帝之无能、救赎之无果与人类之绝望后ꎬ喊出了“上帝已死”的箴言ꎮ
英雄们就处在一个失去上帝ꎬ缺乏理性约束的时代ꎬ财富与权力使父女、姐妹、弟
兄反目成仇ꎬ朋友背叛ꎬ正如哈姆莱特所感叹的:“这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ꎮ
英雄们感叹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人性的茫然和个人发展的迷茫ꎮ 在追

求人性价值和物质的两难基础上ꎬ英雄们彷徨在高扬和衰微的路口ꎮ 追求财富

的社会中ꎬ个人的发展毫无意义ꎬ不过是累积财富的过程ꎬ人与自然、与社会、与
他人自我严重背离ꎮ 因此ꎬ到了 ２０ 世纪ꎬ西方文学都将迷茫的个人主义作为文

学作品的主题ꎮ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ꎬ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变得没有存在的

意义ꎬ面临被消灭的危险ꎬ人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ꎮ 由此可得出ꎬ个人主义单维

度的发展并没有给社会秩序带来安全与有序ꎮ 面对这种个人主义的式微ꎬ杜威

认为致使个人主义价值观陷入此境地的原因在于:快速而一味地追求工业发展ꎬ
忽视了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和谐共处ꎮ 杜威提出了“新个人主义”ꎬ以期挽救“失
落的个人”ꎬ即“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

部资源”ꎬ〔５〕让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实现与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相结合ꎬ在实践中

重新塑造新的个人和实现新的个人主义ꎮ 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西方社会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ꎬ甚至形成了“罗尔斯产业”ꎬ他认为ꎬ“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ꎬ唯
有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正义’才能产生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和保障合理的社

会秩序”ꎮ〔６〕

三、辩证看待中国社群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ꎬ构建跨文化交际的和谐

关于个人主义ꎬ中国古已有之ꎮ 孔子云:“为仁由己ꎬ而由人乎哉?” “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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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就是个体的自主性ꎮ 除此之外ꎬ庄子思想中的“自得”“自善”“自适”等等ꎬ
以及儒家哲学中“人的道德自主性”ꎬ都是对个人主义追求的体现ꎮ 由于中国历

史的原因ꎬ个人主义观念一直停留在心理层面ꎬ并没有上升至政治、法律高度ꎮ
其次ꎬ中国传统伦理观来自儒家的纯粹利他主义ꎬ认为凡是利己的ꎬ都是有害于

社会的、他人的ꎬ是不道德的ꎬ唯有无私利他的行为ꎬ才符合道德目的ꎮ 从根本上

否定了“单纯利己” “为己利他”ꎬ唯把“无私利他”奉为唯一准则ꎮ 抵制了通过

凸显个人主义来强调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ꎬ它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别可以说既

是个人主义政治概念与哲学概念的区别ꎬ也是个人在追求高尚品德和充分发挥

才能上的区别ꎬ西方个人主义认为ꎬ个人只有将自我才能发挥充分ꎬ才能有助于

社会及他人ꎬ没有能力培养和约束的品质是无法发展、适应社会的ꎬ毕竟ꎬ道德的

规定与约束是随时间、空间变化而不停改变的变量ꎬ只追求个人品质而忽视个人

发展既无利于社会的进步ꎬ有时甚至会与法律相悖ꎮ 个人自我独立、自我奋斗的

执著精神ꎬ强调自信与个人利益ꎬ重视自我表现ꎬ追求独特的活力和创新意识才

是永恒的价值ꎮ 弗朗西斯福山就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强大进行了总结ꎬ“西方

人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ꎬ代表着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的

精神和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ꎬ这也是个人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动

力ꎮ
从英雄主义语义层面上看ꎬ中西方之间有着巨大差别ꎮ «辞海»«新华字典»

以及«古籍汉典»等词典对“英雄主义”的定义都趋同于“才能过人、无私忘我的

品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ꎬ而西方词典的解释多倾向于“ａ ｍａｎ ｗｈｏ ｉｓ ａ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 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ａ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一个有着勇敢与责任的捍

卫者或保护者)ꎮ 由此可见ꎬ作为社群主义为主的东方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

在英雄母题的塑造上也有着巨大差别ꎮ 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与以国家理性

至上的民族主义体认ꎬ英雄主义在“社群”优先的强势话语下ꎬ过于侧重政治概

念ꎬ过于强调社群主义ꎬ忽略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证关系ꎮ 中国大一统文

化下的英雄主义也是属于集体的ꎬ英雄们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ꎬ却将自己的利

益置之度外ꎬ他们承载了太多的集体责任ꎬ包括保护大家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及国家统一等等ꎬ个人利益被忽视ꎬ个人欲望理应牺牲ꎬ个人发展应

建立在集体发展之上ꎬ英雄的品格与天下苍生有着直接联系ꎬ个人永远不能凌驾

于国家、集体之上ꎬ这样的英雄才值得古今世人的膜拜ꎬ于是ꎬ诸多克己复礼、舍
生取义、追求以礼为主的集体主体性(仁、礼、义)的英雄层出不穷ꎬ如屈原、岳飞

等等ꎮ 中国传统遗留下的重集体轻个人的价值观ꎬ缺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ꎬ在
不损害社会、他人利益范围内充分展示个人发展的一面ꎬ更缺乏互己互他的一

面ꎬ容易浇灭个人热情ꎬ形成不思进取的消极影响ꎮ 不是任何一类价值仅仅因为

发端于社群就是好的ꎬ某些社群ꎬ比如新纳粹就会培育出广受谴责的价值观ꎮ 在

中国近现代发展中ꎬ社群主义作为历史意识形态中的核心ꎬ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

化的前提ꎬ个人主义更是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位ꎬ“社群主义”优先的原则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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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ꎮ 辩证地看待西方个人主义及其为英雄主义搭出的框架ꎬ这种“框架的力

量”既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夸示ꎬ也为社会环境安全有序地建立奠定了基础ꎮ
如爱因兰德所说:“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ꎬ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

人利益的手段ꎬ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一样ꎮ 所以ꎬ人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

而生存下去ꎬ既不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ꎬ也不能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ꎮ” 〔７〕 孙

中山的“建国三时期”停留在“军政”和“训政”阶段ꎬ始终未能过渡到“宪政”ꎮ
虽然六法完备ꎬ却是具文而已ꎮ 国难当头ꎬ依旧是集权压制民主ꎬ权威抹杀自由ꎬ
社群主义自然也就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ꎮ 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无以保障ꎬ个
人发展更是无从谈起ꎬ安定的社会秩序自然也难以建立ꎻ改革开放正式标志着中

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ꎮ 历史一次次证明了在社群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错

误认识影响到了安定社会环境的构建ꎬ往者不可谏ꎬ来者犹可追ꎮ 中国在传统文

化中ꎬ有家族本位主义ꎬ有国家本位主义ꎬ却鲜少谈个人ꎬ然而ꎬ如今的中国正在

民主法治的道路上迅速前行ꎬ在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同时ꎬ更有精神、文化、制度

上的革新ꎮ 忽视个人主义的观念必须予以超越ꎬ个人权利、自由和义务既成为了

国家立法的基础ꎬ也是民心所向ꎬ社会的普遍共识ꎮ 人是社会产物ꎬ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ꎬ社会与个人是不可分离的ꎮ 社会依靠个人才能得以存在ꎬ同时ꎬ个
人又须依赖社会才能生存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总结:“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只有在集体中ꎬ才能获得

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ꎬ实现个人自由”ꎮ 战胜人性的弱点ꎬ发挥个人的才能ꎬ
超越生命的价值ꎬ才是人类最科学、最神圣的精神所在ꎮ 社会的主体是个人ꎬ富
国、强国根本上还是为了富裕、发展国家中的每一个人ꎬ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

关系亟待予以深刻的反思与辨正ꎬ这是国家政法的重要问题ꎬ也是中国未来的发

展理念ꎮ 强调发展普遍人性的英雄母题ꎬ发轫于个人主义ꎬ立足于社群主义ꎬ为
个人发展开拓尽可能广阔的平台ꎬ英雄主义作为重要的承载者ꎬ寄望于哲学概念

上的个人主义ꎬ同时在与追求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周旋中保持着可能的张力

和勇气ꎬ衍生出更多的英雄ꎬ汇聚成伟大的社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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