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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英雄精神是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追求，中国英雄故事经由国际媒体的全球传播，可以保存为全人类的

集体记忆。 在符号记忆层面，英雄形象借助文本、仪式等，形成可传承的文化符号；在情节记忆层面，英雄形象借助

“寻宝—奋斗—加冕”和“灾难—寻找—救世”等母题，形成类型化的媒介故事；在价值记忆层面，英雄的人道主义、
勇敢无畏、拼搏进取、爱国主义精神被国际媒体传播，体现出全人类的共享价值。 各国媒体也会争夺英雄记忆，重
构英雄形象。 经过记忆的选择与传承，中国英雄将以共享价值为基础，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和情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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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英雄故事

都深度参与了群体集体记忆的话语构建。 全世界的

英雄故事并非完全一致，但常常拥有共同的叙事结

构，并体现了相似的价值观念［１］ 。 可以说，英雄记

忆凝聚了集体共识，是唤醒和固化群体间共享价值

的重要纽带。 中国英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

播，有助于国际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价值观，并基于

英雄集体记忆，找到中国价值观与世界各国价值观

共通的部分。 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人类共享价

值的重要性日益提升［２］ ，世界各国需要超越国家和

民族的边界，打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在交流对

话中寻求共识。 研究中国英雄如何经全球传播而保

存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并在仪式纪念和情感实

践中被再生产和巩固的机制，有助于弘扬中国英雄

的全人类共享价值，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

一、集体记忆系统

１９２５ 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在一篇题名为《记忆的社会框

架》文章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
ｒｙ）概念。 继承了其导师爱米尔·涂尔干 （ 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提出的集体意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的
概念，哈布瓦赫更加注重社会结构对记忆的潜在作

用［３］ ，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

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４］７１。 詹姆斯 · 沃奇

（Ｊａｍｅｓ Ｗｅｒｔｓｃｈ）等学者认为，哈布瓦赫所说的“集
体”并不是指记忆的主体是特定群体，而是指记忆

主体间共享相似的叙事形式［５］ 。 阿斯曼（ Ｊａｎ Ａｓｓ⁃
ｍａｎｎ）则将“集体”看作是个人记忆对于社会框架的

依赖［６］ 。 事实上，集体记忆不仅受社会框架的影

响，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框架，表现了其所在社会的需

要、心理和期望，提供了认知和情感导向。
集体记忆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自由的信息传

播是集体记忆产生的基本条件。 即使不是亲历者，
也可以通过互动交流获得记忆。 集体记忆通过不同

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传播被制度化［７］ 。 其次，集
体记忆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形成。 当群体所有成员

都经历过该事件后，集体记忆就会产生，即使个体的

具体经历并不完全相同［８］ 。 最后，集体记忆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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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建构物［４］９３。 集体记忆并非是对过去的真

实再现，而是某群体根据自身利益对过去意象进行

调整后，为全体成员重新塑造出来的所谓“共同”记
忆。 正因如此，苏珊·桑塔格（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认为，
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它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
会影响和操纵人的信念和情感［９］ 。

集体记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集体记忆永远处

于变动之中，不是一种结果，更像是一种过程；第二，
集体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窥探，还映射出现在和未

来的叙事线索；第三，不同媒体展示的集体记忆可能

具有很大差异，“这与记忆的选择机制、记忆激活者

或媒体所处的时代以及价值取向有关” ［１０］ ；第四，
集体记忆经常被调动和利用，“集体记忆并不是虚

幻的，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述中，栖身于各

种纪念性的符号里” ［１１］ 。
集体记忆系统可被划分为符号记忆、情节记忆

和价值记忆三个层面。 １９７２ 年，安道尔·图威（Ｅｎ⁃
ｄｅｌ Ｔｕｌｖｉｎｇ）将记忆分为两种类型，即情节记忆（ｅｐｉ⁃
ｓｏｄ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和语义记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１２］ 。
前者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与时空特点，后者指记忆中

的符号概念与运用，可以说包含了符号记忆，这一分

类被后来的研究广泛采用。 哈布瓦赫指出，“所有

的记忆，不论当时多么具体而鲜活，后来都会变为一

般性的特征，成为某一种象征符号”，形成符号集体

记忆［４］１７８。 集体曾经的记忆细节与叙述方式会影

响今天，形成情节集体记忆。 情节记忆代表完整的

事件，以非概念化的形式发现过去，包括空间和时间

结构［１３］ 。 集体记忆建立在社会框架上，背后深藏

的是“社会品质”。 “社会品质”是一个通过时间积

累而 得 以 凸 显 的 精 神 现 实， 是 社 会 价 值 的 体

现［４］２４１，其构成价值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三个层面的内涵各有侧重。 符号记忆

特指具象化的意义承载体，包括象征符号、信号符

号、语言符号等［１４］ 。 唤醒符号记忆，就是通过形象

化的符号以及其指向的意义，唤起对过去的认知和

情感。 情节记忆是符号背后带有浓厚情感的故事，
包括事件具体的信息、时空背景、社会结构等。 情节

记忆主要关注“谁的记忆” “记忆什么”和“怎样记

忆”的问题［１３］ 。 价值记忆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精

神层面的判断，是集体记忆系统最高的目标归属。
记忆的价值凝炼由群体成员集体完成，通过将往事

升华为抽象的价值，集体记忆被牢固化。
集体记忆的三个层面层层递进。 符号记忆通过

符号勾连过去，主要用于集体记忆的初始阶段；情节

记忆蕴含故事的因果关系和意义结构，强调身份归

属和利益旨趣；价值记忆则是集体记忆演进的归属。
集体记忆系统运作的过程，就是象征符号、情节内容

和价值诠释这三个记忆层面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英雄的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

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认
为，古代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英雄故事都遵循相同

的、可预测的形式［１５］Ⅵ，比如古希腊的赫西奥德、印
度的毗湿奴、曼丁哥人的松迪亚塔、北欧的贝奥武

夫、中国的关羽等，都愿意为他人、国家牺牲自我，为
子孙后代创造幸福。 英雄故事之所以具有很多相似

性［１６］ ，是因为英雄的品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英雄

崇拜昭示了全人类的共享价值。 共享价值是英雄集

体记忆产生的文化土壤，深度参与了英雄集体记忆

的话语构建。
“共享价值”（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概念最早在古希腊

“世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的伦理精神中就有体

现，指所有人不论其政治立场、经济背景和文化传

统，都属于一个共同体［１７］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戴
维·阿伯尔（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ｎｄ Ａｂｅｒｌｅ）将共享价值作为

学术概念提出。 他认为，人类拥有丰富多样的价值

支系统，这些支系统会在共享之处汇合，形成共享价

值［１８］ 。 威廉·金利卡（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将共享

价值看作是“价值的聚合和共享的观念”，是“人们

共同认定有价值与有意义的原则或品质” ［１９］ 。
与“共享价值”相近的概念是“共同价值”（ｃｏｍ⁃

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二者的区别在于，共享价值的含义比

共同价值广泛，共同价值是共享价值的一部分［２０］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

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全 人 类 的 共 同 价 值， 也 是 联 合 国 的 崇 高 目

标。” ［２１］如果说共同价值所具有的这六点内涵在政

治层面，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那
么本文研究的共享价值则更强调社会层面，尤其意

指民间交往中的价值共享性。
拥有共享价值的群体不一定拥有共同的国别身

份，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同样共享相似的价值观

念［２２］ 。 正如人类学家阿弗烈 · 克鲁伯 （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ｒｏｅｂｅｒ）指出的， “人类共享一些几乎相似的价

值” ［２３］ ，这些共享的价值被视为是人类珍贵的品

质。 共享价值有利于不同文明国家以更积极的态度

对待彼此。 拉什沃思·基德（Ｒｕｓｈｗｏｒｔｈ Ｋｉｄｄｅ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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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访谈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领袖、思想家等有影

响力的人物，提炼出八种人类共享价值：爱、真诚、公
平、自由、团结、宽容、责任与对生命的尊敬［２４］ 。 弗

朗西斯·哈伯（Ｆｒａｎｃｅｓ Ｖ． Ｈａｒｂｏｕｒ）认为，人类共享

的价值包括仁爱善行、为群体牺牲个人利益、正直、
勇气、自我控制能力等［２５］ 。 在文明冲突频现的当

今世界，更需要弥合分歧，寻求共享价值，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
英雄的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是一种双向互构。

一方面，英雄集体记忆承载着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
英雄集体记忆的变迁与重塑直接影响着群体共享价

值的边界和内容。 例如，苏联的文学和新闻作品中

的英雄形象往往献身社会，像保尔将“小我”融入

“大我”之中［２６］ 。 美国的英雄记忆强调个人主义精

神，即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２７］ 。 另一方面，
共享价值可以重塑英雄集体记忆，“群体会以共享

价值为依据，有选择地建构集体记忆，使现有经验合

理化” ［２８］ 。 美国为了强化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通
过记忆选择机制，调动传播哥伦布、华盛顿等英雄记

忆［２９］ 。 非洲国家为了强化同部族意识，追溯非洲

神话中英雄故事的共同祖先［３０］ 。
总体来看，前期文献对英雄集体记忆的研究存

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分析

小说、诗歌、电影等文学作品，但针对新闻文本开展

系统化地研究较为有限。 其次，少数以新闻文本为

分析对象的研究主要以中文或英文为主，将英雄形

象置于全球媒体视野下，借助多语种开展的研究十

分匮乏。 再次，研究多关注英雄记忆与某个国家或

民族的价值认同，较少探索英雄记忆如何唤起全人

类共享价值。 最后，研究关注英雄记忆的形成与唤

起，但对不同群体英雄记忆的争夺，及其体现的价值

观差异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希望通过对国际媒体报

道的分析，更全面地把握中国英雄形象、英雄集体记

忆与全人类共享价值间的关联与互动，为推进集体

记忆研究提供经验材料，并希望促进中国英雄形象

的全球传播。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对历史再想象的资源，是个

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交流和转换的工具。 本文以

国际媒体对中国英雄的报道为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

从 Ｆａｃｔｉｖａ 新闻数据库获得，搜索时用英语、法语、俄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分别输入

“中国英雄”的相关翻译，时间范围是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即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到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获得来自 ２６ 个国家、１７０ 家媒体的 ６５０ 篇报

道，共覆盖 ４０７ 位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或来自中

国，或其经历与中国紧密相关（见表 １）。
表 １　 媒体来源国与代表性英雄人物

区域 国家 代表性英雄人物

非洲

坦桑尼亚 修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工人

南非 《战狼 ２》冷锋

津巴布韦 秋瑾

肯尼亚 罗伯特·穆加贝

亚洲

日本

郑成功、关羽、岳飞、项羽、戚继光、中国抗日

英雄、安重根、杨靖宇、刘翔、姚明、林丹、庄
则栋、邹凯

印度 屈原、甘地、阿卜杜拉、刘翔

卡塔尔 中国维和部队

南美洲

巴西 祁发宝、花木兰

墨西哥 黄飞鸿、花木兰

阿根廷 祁发宝、花木兰

智利 花木兰

哥伦比亚 《战狼 ２》冷锋

北美洲

加拿大
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白求恩、李小龙、鲁
迅、里克·汉森、刘翔、朱建华

美国

飞虎队、格雷格·约翰逊、李小龙、黄飞鸿、
花木兰、李政道、王伟、桑兰、姚明、刘翔、抗
击非典医生、抗击新冠医生、钟南山、蒋彦永

欧洲

英国
约翰·拉贝、埃里克·利德尔、史云森、林则

徐、邹凯、刘翔、蒋彦永、抗击新冠医生

法国
约翰·拉贝、花木兰、孙杨、刘翔、姚明、王义

夫、王楠、徐洪刚、朱可铭

西班牙 花木兰、姚明、钟南山

俄罗斯
保尔·柯察金、格里高利·舒姆斯基、费奥

多·波利宁、抗击新冠医生

乌克兰 格里高利·库利申科

大洋洲
澳大利亚 五四运动学生、优旃、李约瑟、钟南山

新西兰 杜富国、彭士禄、艾芬、路易·艾黎

　 　 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中国与媒

体来源国共同的英雄崇拜和英雄记忆，从报道的人

物选择、结构布局、材料组织以及图片、语句等展开

分析，并选取各国媒体重点报道的代表性英雄人物，
其中包括：飞虎队、白求恩、修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工

人等国际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卫国戍边的祁发

宝等民族英雄；钟南山院士、抗击非典医生等抗疫英

雄；姚明、刘翔、王楠等体育英雄；鲁迅、李政道等人

文英雄；扫雷战士杜富国、马拉松比赛事故中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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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铭等草根英雄。 这些英雄不仅被国际媒体报

道，有些还在特定时间节点被世人反复纪念，有的甚

至成为国家间领导人互访所提及并祭奠的人物。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
问题一：在符号记忆层面，国际媒体的中国英雄

报道使用了哪些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如何使英雄记

忆得以延续？
问题二：在情节记忆层面，中国英雄故事的发生

场景和叙事逻辑是否遵循特定规律？
问题三：在价值记忆层面，国际媒体的中国英雄

记忆体现出哪些人类共享价值？
问题四：国际媒体如何对中国英雄开展记忆争

夺，并嵌入自身的历史脚本和价值体系中？
区别于单纯的记忆研究和国际媒体报道中的英

雄研究，本文重在揭示中国英雄形象、集体记忆与共

享价值的相互勾连。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如何共

享英雄记忆，共享了什么的英雄记忆？ 国际媒体的

中国英雄报道如何遵循自身叙事逻辑，而意识形态、
价值观又如何影响其对中国英雄故事的阐释？ 本文

将结合国际媒体报道，揭示英雄集体记忆的生产机

制，追寻其体现的全人类共享价值。 在此基础上，希
望以英雄为桥梁，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英雄的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与
价值记忆

　 　 （一）符号集体记忆

符号的建构和维持过程，就是集体记忆的形成

过程。 当空间场域或时间情景触及这些原本静止的

符号时，对英雄的记忆和相连接的情感体验便苏醒

过来。 集体记忆通过日常交流（复述、对话）和文化

形式（文本、仪式、纪念性空间）维持［３１］ ，后者成为

保存和传承英雄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
１．文本符号被储存成为历史素材

国际媒体将公众能够触及的集体记忆符号，诸
如文字、图画、影像等广泛传播，将英雄故事保存为

国际公众的集体记忆。
第一，作为文本符号的电影可以保存英雄记忆，

感染国际公众。 统计显示，有 １４ 个国家的 ４２ 篇新

闻报道了电影《花木兰》。 西班牙埃菲社称：“加泰

罗尼亚地区制定了一项名为‘木兰’的教育计划，取
自《木兰》 电影女英雄的名字，希望学习木兰精

神。” ［３２］而《黄飞鸿》 《战狼 ２》 《拉贝日记》等英雄

电影也被多家媒体报道。
第二，作为文本符号的图书将英雄故事加以象

征化、文学化，尤其是经多语种翻译的图书更能向世

界传播英雄精神。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称：“《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文在中国出版，柯察金成为全

世界的英雄。” ［３３］这些作品既传播了历史上的英雄

故事，也融入了报道所处年代的时代烙印，使英雄精

神得以传承和创新。
第三，诸如国际媒体所提到的鲁迅纪念邮票、以

郑成功故事创作的戏剧《国姓爷合战》等其他文本

符号，也为英雄记忆的传播提供了载体。
２．仪式符号通过不断重复而唤起记忆

仪式符号可以不断唤起和巩固关于英雄的知

识，恢复由于时间流逝而造成的意义缺失。
第一，英雄的诞辰、公祭日等都是记忆被唤起的

契机，英雄形象也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得到强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印度媒体连续 ５ 年在端午节期间报

道屈原的故事，“在端午节人们击鼓、吃粽子、赛龙

舟以纪念屈原” ［３４］ 。 纪念屈原的龙舟赛已形成世

界性体育盛会，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国际龙舟赛和德

国的龙舟节，这些纪念日通过周期性的重复，使参与

者进入程式化的仪式中，与记忆中的英雄保持了某

种联系。
第二，荣誉称号或勋章常常由政府或精英团体

授予，英雄形象在仪式展演中呈现。 俄罗斯《公社

报》报道，苏联机械师格里高利·舒姆斯基因帮助

中国提高列车行驶速度、分享驾驶重型列车经验，被
中国铁道部授予劳动英雄荣誉勋章［３５］ 。 此外，英
国驻渝总领事史云森因救落水女孩被重庆市授予见

义勇为特别奖，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因在中国建立

学校等贡献被甘肃省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将过往与未来形成并联

式互动，使英雄故事获得具象化形态，并通过情境营

造激发参与者的情感。
除了文本符号和仪式符号，纪念性空间也可以

形塑群体的集体记忆。 诸如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

碑、柬埔寨的中国维和烈士纪念碑、美国纽约的林则

徐铜像、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白求恩雕像、日本的关帝

庙等，通过分割、融入、共生等方式改变空间景观，也
进一步影响了国际公众的英雄集体记忆。

（二）情节集体记忆

情节记忆是对过去具体事件的模拟，有关英雄

故事的情节记忆包括发生场景、具体事件以及叙事

剧情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媒介事件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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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情节集体记忆。 全球性媒介事件指的是吸引

全世界人目光、全球媒体对其进行报道，变成全球参

照点的事件，“可分为仪式性媒介事件和破坏性媒

介事件” ［３６］ 。 英雄故事发生的场景，其叙事模式可

分为“寻宝—奋斗—加冕模式”和“灾难—寻找—救

世模式”，分别与两种媒介事件相对应。
１．仪式性全球媒介事件与“寻宝—奋斗—加冕

模式”
仪式性媒介事件能吸引大规模的受众，整个世

界都卷入观看之中，被人们赋予仪式性的尊崇地

位［３７］ ，奥运会就是典型的仪式性全球媒介事件。
奥运圣火传递、开闭幕式、各场比赛，都会吸引全球

媒体的目光，成为形塑集体记忆的契机。 在众所瞩

目之下，奥运会的胜出者将自然地成为世界英雄，且
英雄记忆并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终止，电视节

目会不断回顾这些体育英雄的经典画面。 例如

１９９６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法新社回忆了 １９９２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王义夫取得金牌的故事［３８］ 。 集

体记忆是一种累积性的过程，过去可以被嫁接到现

在的社会互动中，对奥运英雄故事的每一次回顾性

报道都是一种纪念性对话，而且报道的“情节单元

模式非常相似” ［３９］ ，已经形成了某种叙事原型。 在

仪式性的全球媒介事件中，英雄故事体现的是“寻
宝—奋斗—加冕”模式。

古代英雄故事常含有寻宝情节，如西方骑士寻

找“圣杯”，中国武侠人物寻找神异兵器等。 英雄在

寻宝的过程中，常常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寻得宝物，
获得加冕。 加冕一刻标志着英雄已经重生，是神圣

显现的时刻。 在现代英雄故事中，“寻宝—奋斗—
加冕”情节仍被使用，只是寻求的“宝物”并不一定

是物质实体，更是人们心中的目标与信仰，例如奥运

金牌成为所有运动员都向往追求的“宝藏”。 加拿

大《环球邮报》称“朱建华辛苦的训练使他瘦了 １０
斤，最后终于打破世界纪录” ［４０］ ；法新社报道“王义

夫参赛前一直生病，他是中国的英雄，在 １９８８ 年首

尔奥运会时获得铜牌” ［３８］ 。 这些英雄故事的“寻
宝—奋斗—加冕”情节与媒介事件有共通之处，创
造英雄的客观条件（竞赛）—英雄对困难的战胜和

极限的超越（征服）—最终英雄获得承认和赞扬（加
冕）。 无论是奖牌还是荣誉，都是加冕的隐喻，英雄

经过意志的淬炼，实现了自我的升华。
２．破坏性全球媒介事件与“灾难—寻找—救世

模式”
卡茨（Ｅｌｉｈｕ Ｋａｔｚ）和利布斯（Ｔａｍａｒ Ｌｉｅｂｅｓ）提

出，现如今主要的媒介事件已不再是仪式性媒介事

件，诸如灾难、恐怖主义、战争等冲突性事件的发生

更加频繁［３６］ ，被称为破坏性媒介事件。 破坏性媒

介事件由于撕裂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连续性的节

奏，成为集体记忆的聚焦对象和触发契机。 新冠疫

情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破坏性媒介事件，引起了世界

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报道，并引发了全球性

的纪念活动。 从意大利的“新冠死难者国家纪念

日”、美国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周年纪念”等官方记

忆，到短视频、微博、日记等个人记忆，都将新冠疫情

凝聚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在这样的破坏性全球媒

介事件中，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英雄故事的叙事脚本

采用了“灾难—寻找—救世模式”。
自古以来，悲剧和灾难都是英雄叙事的重要场

景。 比如，《圣经》中的诺亚制造了拯救人类的方

舟，摩西率领饱受奴役的希伯来人离开古埃及。 坎

贝尔在“乱世出英雄”的故事中，抽象出相对稳定的

叙事情节，即“英雄在危机时刻，肩负重任，排除万

难，带着造福人类的力量归来” ［１５］１７１，形成 “灾

难—寻找—救世模式”。 遵循这种叙事模式，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钟南山在新冠疫情暴发的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寻找应对解决方案” ［４１］ ；英国

广播公司报道，“在中国一线抗击新冠的医生和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 ［４２］ 。 这些英雄人物在危机时刻

奋不顾身，将灾难由经验性的事实转换成一个意义

化叙事的过程。 与此同时，“灾难—寻找—救世模

式”的叙事风格也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人们

记住的往往是媒介事件的断裂和英雄的特质，可能

忽视了宏观社会背景和大众的努力。
（三）价值集体记忆

１．共享价值是多元价值观的和解

“ 英 雄 故 事 体 现 出 多 元 价 值 观 的 和

解。” ［１５］１４－１５英雄故事在国际媒体中传播，其体现

的人类共享价值跨越国界被公众所接受。 有研究指

出，英雄具有八种精神价值，即“智慧、强大、有领导

力、值得信赖、具有应变能力、无私、博爱和鼓舞人

心” ［４３］ 。 本文结合前期文献和国际媒体报道，提取

出中国英雄最突出的四种共享价值：人道主义、勇敢

无畏、拼搏进取与爱国主义。
人道主义精神在儒家文化中体现为仁爱。 人道

主义是人类共享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４４］ ，也是所

选英雄报道中最常被表现的价值。 加拿大《蒙特利

尔公报》称，“白求恩因其人道主义事业闻名于世，
在中国救死扶伤” ［４５］ ；哥伦比亚《观察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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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战狼 ２》中的冷锋解救了非洲难民” ［４６］ 。 还

有援助中国抗日的乌克兰飞行员库利申科、在南京

大屠杀中救下 ２５ 万中国人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等，
他们的救助对象不分民族身份，超越国家界限，从全

人类利益出发审视灾难。 人道主义精神使英雄记忆

上升到更为宽广的层面，成为各国共识性的集体记

忆，更自然地获得全世界的共同反思，即以史为鉴，
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再次发生。

勇敢无畏精神是英雄主义的重要特点。 英雄与

普通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面对恐惧的不同态

度［４７］ ，英雄是那些拥有勇气甚至不畏牺牲以坚守

心中信念的人。 津巴布韦《先锋报》回顾“秋瑾致力

于革命事业，最后被清政府斩首”的历史［４８］ ；新西

兰外交网站讲述排雷英雄“杜富国在边境扫雷行动

中为掩护战友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故事［４９］ 。 面对

危险与绝境，他们具有视死如归的超人意志和牺牲

精神，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人性不断丰盈的力量源

泉。 还有“具有公民意识和勇敢精神的五四运动游

行学生” ［５０］等都获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赏，并通过调

用这些英雄主义叙事，为当前的社会行动提供道德

资源。
拼搏进取精神使英雄主义尤为崇高和动人。 日

本的《产经新闻》钦佩中国体育英雄，在报道中称

赞：“在纽约的比赛中，刘翔因腿部拉伤而缺席，但
他表示会集中精力面对以后的比赛，这种坚韧的精

神是他力量的源泉。” ［５１］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报道

称：“李小龙一直拼搏进取，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

战。” ［５２］这些中国英雄艰辛困顿的遭遇和坚持不懈

的精神，能够引发国际公众的强烈共鸣，他们对英雄

的崇拜是对个体遭遇现实困境而力图实现审美救赎

的反思。 通过拼搏进取的英雄故事与某种向往的精

神价值保持连接，让他们在失望中重拾希望，做出对

当下困境的回应。
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国家面临困难、灾难和外

敌入侵时，英雄人物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行动中。
比如国际媒体关注“中国明代武将戚继光抗击倭

寇，保卫国土免受侵犯” ［５３］ ，“２０２０ 年拉达克东部

沿线山脉由于土地争端爆发冲突，祁发宝等士兵被

授予‘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５４］ 。 人们对那些为国

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英雄追忆与崇

拜，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碍。 这些英雄人物以

自身行动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之际，他们深厚的爱

国主义精神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传递情感

和价值、凝聚群体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集体记忆的争夺与价值重塑

集体记忆可以界定社会经验、勾勒价值观和目

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认知、情感和道德层面的指

引。 全球各国和地区记忆并非均匀呈现的［５５］ 。 不

同的国家和群体既会通过“选择”和“突出”来强化

记忆，也会通过“淡化”和“遗忘”来遮蔽记忆，以此

形成对历史的解释权，使得集体记忆在争夺和协商

中被建构。 不同国家会争夺英雄故事的记忆框架，
满足自身叙事议程，而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的

博弈和对价值观的争夺。
首先，对英雄集体记忆的争夺常常是国家利益

的博弈。 以 ２００１ 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为例，由于“飞
行员王伟跟踪监视进入我专属经济区上空的美军侦

察机。 因突遭美军机大转向撞击，飞机坠海，王伟壮

烈牺牲”，但美国媒体的报道却违背了这一事实，称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在中国附

近的公海上空和中国空军战斗机相撞” ［５６］ 。 集体

记忆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当前问题的历史意象资源，
美国致力于创造有关撞机事件的新的集体记忆，表
面上看是阐释框架的不同，但记忆选择背后微妙的

政治目标却被隐藏起来了。 中美彼此交往的利益与

情感界定了双方的记忆内容和范围。 除了中美撞机

事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的

封锁禁运、美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都指

向了更为宏大的记忆生产机制，在更广阔的记忆链

条中延展，以至于将英雄人物的记忆沉淀为对立认

同的象征表达。
其次，不同国家和地区英雄故事记忆框架的不

同，也体现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争夺。 花木

兰的故事经其他国家媒体传播后，被重新阐释，并且

用于合理化媒体所在国的价值体系。 在中国人眼

中，花木兰是古代忠孝贞烈、民族大义精神的体现。
而美国迪士尼版本的花木兰则体现了个人英雄主义

色彩。 比如有情节写到花木兰帮助肩负和亲使命的

公主逃跑，鼓励她追求真爱。 墨西哥媒体 ＶＬｅｘ 报

道：“正是迪士尼所做的改动赋予花木兰力量，木兰

努力追求平等，用自己的决定主宰命运。” ［５７］ 这也

与西方国家认同的“海明威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相

一致。 西方媒体还钦佩“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讽刺

腐败政府的鲁迅” ［５８］ ，将其比作西方的乔治·奥威

尔（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 在中国，对英雄故事的记忆多

具有国家在场特点，常与宏大叙事相勾连。 相比之

下，西方国家所报道的中国英雄多强调个人主义价

值观念，以强化群体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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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共享价值为基础推动
中国英雄故事全球传播

　 　 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过去的记忆由现在的信仰

和未来的愿景所形塑，国际媒体选择中国英雄、报道

中国英雄的逻辑往往是其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对中

国现存观念的投射。 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可
以借助中国英雄所展现的全人类共享价值，遵循对

象国的思维逻辑，开展区域化、分众化的全球传播。
第一，中国英雄故事向西方国家传播，需要挖掘

“桥梁式”英雄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们所召唤的当

代精神。 集体记忆的形成是分享交流的过程，要以

英雄为支点，跳出地理和文化边界，扩大集体记忆的

版图。 例如，白求恩是连接中国与加拿大友谊的纽

带；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帮助中

国的穷人，中国和新西兰都将其视为英雄［５９］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在访问新西兰期间，称其为中国和新西兰

人民的友谊之桥。 讲这样的英雄人物故事，既是在

讲中国故事，也是在讲世界的英雄故事。 此外，中国

的英雄所体现的非竞争性和中庸价值，值得西方国

家所借鉴。 而西方英雄故事弘扬的个体奋斗和个人

主义的成分，也值得中国批判地接收。
第二，中国英雄故事向周边国家传播，可以唤起

儒家文化圈中共同的英雄记忆。 比如屈原是朝鲜、
日本、印度等国共同崇拜的英雄。 据文献记载，屈原

的故事及其作品在东晋简文帝时期就流传到朝鲜半

岛；日本文人更是认同屈原的忠洁品格，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日本公演历史剧《屈原》３００ 多场次［６０］ ；印度诗

人泰戈尔对屈原的作品《离骚》也大加赞赏。 此外，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为关羽建立了关公庙，崇拜他义

薄云天的精神；日本将项羽的故事纳入其武士道文

化中。 这些英雄人物是激发中国和周边国家文化认

同的重要载体，中国可以通过英雄故事打造儒家文

化圈的集体记忆，唤起亚洲区域集体身份认同与情

感共鸣。
第三，中国英雄故事向其他亚非拉国家传播，需

要从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经历中寻找英雄人物。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世界区域经济共

同体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浪潮在西方的式微，西方

媒体对中国民族英雄的报道有所弱化，而是更加突

出人文英雄、国际援助英雄等。 而当前第三世界的

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观念仍然高涨，“在前殖民地

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等国家，对中国民族英雄的崇拜

依然高昂” ［６１］ 。 如津巴布韦崇拜革命英雄秋瑾，巴
西将保卫国土的祁发宝视为英雄，中国维和部队是

卡塔尔人心目中的英雄。 共享价值可以实现跨区域

团结，上述民族英雄可以激发第三世界国家受众的

共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

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中国英雄是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在中国英雄的全球传播中，要思考如何将这

种精神标识挖掘出来、传播出去并进一步凝固为记

忆。 要建构与国际公众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符号记

忆，通过英雄叙事和情感共鸣重现情节记忆，寻求不

同区域国别文化与中国英雄故事所蕴含的价值记忆

的共通性。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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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
要挖掘中国英雄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将“我的

英雄”转化为“我们的英雄”，使中国英雄故事从民

族集体记忆上升为区域集体记忆，乃至世界集体记

忆，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构建融通

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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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刘亚丁．个人毁灭与英雄崇拜：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

阐释之一［Ｊ］ ．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５（１）：１１６－１２４．
［２７］史莹娟．美国电影中的英雄主义［Ｊ］ ．艺术评论，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４－

１１７．
［２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Ｆ．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 ２９６．
［２９］赵琼，吴玉军．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基于美国国家认同教育中

历史英雄人物符号的塑造问题分析［ Ｊ］ ．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７
（７）：１０１－１０４．

［３０］李保平．非洲神话与黑人精神世界：试析非洲神话的类型和功能

［Ｊ］ ．西亚非洲，１９９７（２）：５６－６２．
［３１］ＤＵＫＥＲ Ｍ， ＣＯＭＡＮ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ｉｅｓ ｂｉ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１）： １－９．
［３２］Ｍｕｌａｎ， ｅｌ ｐｌａｎ ｌｅｃｔｉｖｏ ａｕｔｏｎóｍｉｃｏ ｐａｒａ ｇａｒａｎｔｉｚａｒ ｅｌ ａｃｃｅｓｏ ａ ｌａ

ｅｄｕｃａｃｉóｎ［ＥＢ ／ ＯＬ］． Ａｇｅｎｃｉａ ＥＦＥ，（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７）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ｉａ． ｃｏｍ ／ ｖｉ ｄａ ／ 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 ４７４２３２２８８
３６４ ／ ｍｕｌａｎ－ｅｌ－ｐｌａｎ－ｌｅｃｔｉｖｏ－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ａｒａ－ｇａｒａｎｔｉｚａｒ－ｅｌ－ａｃｃｅ⁃

ｓｏ－ａ－ｌａ－ｅｄｕｃａｃｉｏｎ．ｈｔｍｌ．
［３３］ Месть Павке Корчагину． Кто превратил музей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Музей пропаганды ［ Ｎ ／ ＯＬ ］． АИФ онлайн：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новости， ２０２０－ ０４ － ０１［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ｆ．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ｅｓｔ＿ｐａｖｋｅ＿ｋｏｒｃｈａｇｉｎｕ＿ｋｔｏ＿ｐｒｅｖｒａｔｉｌ＿ｍｕｚｅｙ＿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ｏｇｏ＿ｖ＿
ｍｕｚｅｙ＿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

［３４］Ｓｅｅ ｓａｗ： ｉｎ ａ ｒｏｗ［ＥＢ ／ Ｏ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０７－０３）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ｉ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ｉｔｉｅｓ ／ ｐｕｎｅ ／
ｓｅｅ－ｓａｗ－ｉｎ－ａ－ｒｏｗ ／ ．

［３５］Герой Китая из Лисок［Ｎ ／ ＯＬ］． Коммуна， ２０１６－０９－０９［２０２３－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ｏｒｏｎｅｚｈ． ｒｕ ／ ｉｎｆｏｒ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３３４２９５４０．
ｈｔｍｌ．

［３６］ＫＡＴＺ Ｅ， ＬＩＥＢＥＳ Ｔ． Ｎｏ ｍｏｒｅ ｐｅａｃｅ！ ｈｏｗ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ｗａｒ
ｈａｖｅ ｕｐ ｓｔ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ｅｎｔ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 １５７－１６６．

［３７］ＤＡＹＡＮ Ｄ ， ＫＡＴＺ 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ｖｉｉｉ．

［３８］Ｗａｎｇ ｂｌａｃｋｏｕｔ ｃｏｓｔ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ｔｉｔｌｅ［ＥＢ ／ ＯＬ］．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ｓ⁃
ｓｅ，（１９９６－０７－２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ｆａｃｔｉｖａ．ｃｏｍ ／ ｈａ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ｄｒｉｖ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ｅａｒｃｈ＃． ／ ！？ ＆＿ｓｕｉｄ ＝

１６９３８０８１７９３８６０４１１２８０６１０２５７７３５７７．
［３９］邓迪斯．世界民俗学［Ｍ］． 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０：１９９．
［４０］ＡＢＥＬ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ｏ ｈｉｄｅｓ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ｆｉｒｅ ｗｅｌｌ［Ｎ ／ ＯＬ］．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ｌ， １９８４ － ０５ － １２［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ｃｔｉｖａ．
ｃｏｍ ／ ｈａ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 ＿ ｄｒｉｖ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 ＃． ／ ！？
＆＿ｓｕｉｄ ＝ １６９３８０８４１７３３４０５９３７６２９８７４０３８４０４．

［４１］ＣＵＬＶＥＲ Ｄ， ＧＡＮ Ｎ．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ａ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ｔｏｐ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ｗａｒｎｓ［ＥＢ ／ ＯＬ］．ＣＮＮ，
（２０２０－０５－１７）［２０２３－０４－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６ ／ ａｓｉａ ／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ｔｌ－ｈｎｋ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２］ＢＢＣ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ｆｏｒ ２６ Ｍａｒｃｈ［ＥＢ ／ ＯＬ］．ＢＢＣ，（２０２０－０３－

２６）［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ｃｔｉｖａ． ｃｏｍ ／ ｈａ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ｄｒｉｖ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ｅａｒｃｈ＃． ／ ！？ ＆＿ｓｕｉｄ ＝ １６９３８９６３３３４５７
０９４６０４９５９７４４７６７６６．

［４３］ＡＬＬＩＳＯＮ Ｔ， ＧＯＥＴＨＡＬＳ Ｒ． Ｈｅｒｏｅ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ａｎｄ ｗｈ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ｈｅｍ［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１６３．

［４４］ＴＡＮ Ｃ． “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２（４）：１－１４．

［４５］ＨＵＳＴＡＫ Ａ． Ｓｔａｔｕｅ ｏｆ Ｂｅｔｈｕｎ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ｈｏｍｅ［Ｎ ／ ＯＬ］．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２００７－１２－０３［２０２３－０４－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ｃｔｉｖａ．ｃｏｍ ／
ｈａ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ｄｒｉｖ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ｅａｒｃｈ＃． ／ ！？ ＆＿ｓｕｉｄ
＝ １６９３８０８５６９６６３０２４１２５６２５８５８７８００８６．

［４６］ＡＣＴＵＡＬＩＤＡＤ． Ｐｅｌíｃｕｌａ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ｓ ｙ ｍúｓｉｃａ ｒａｐ， ｌａ ｎｕｅｖａ ｅｒａ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Ｃｈｉｎａ［Ｎ ／ ＯＬ］．Ｅｌ Ｅｓｐｅｃｔａｄｏｒ， ２０１８－０２－０６［２０２３－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ｅｓｐｅｃｔａｄｏｒ． ｃｏｍ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ｄａｄ ／ ｐｅｌｉｃｕｌａ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ａ⁃
ｓｙ－ｍｕｓｉｃａ － ｒａｐ － ｌａ － ｎｕｅｖａ － ｅｒａ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ｄｅ －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３７２９３ ／ ．
［４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Ｈ．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ｈｅｒｏｉｓｍ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４）：３９７－４１４．
［４８］ＭＳ Ｇ． Ｈｅｒｏｉｎ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Ｎ ／ ＯＬ］． Ｔｈｅ Ｈｅｒａｌｄ Ｚｉｍｂ⁃

ａｂｗｅ， ２０２１－０１－ ０５［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ｒａｌｄ． ｃｏ． ｚ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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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ｏｉｎ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 ．
［４９］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ｅａｃｈ ｕｓ［ＥＢ ／ ＯＬ］．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ｎｚ，

（２０２１－０６－ １１）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ｃｔｉｖａ． ｃｏｍ ／ ｈａ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ｄｒｉｖｅｒ ＝ 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ｅａｒｃｈ＃． ／ ！？ ＆＿ｓｕｉｄ ＝

１６９３８０８８０２１４９０３０９５０７２７２６３５５５６８．
［５０］ ＣＵＲＲＡＮ Ｊ．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 “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ｉｔｓ

ｔｒｕ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 Ｏ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０６－２３［２０２３－０９－０４］．ｈｔｔｐｓ： ／ ／ ｊｏｈｎｍｅｎａｄｕｅ． ｃｏｍ ／ 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ｂｙ－ｊａｍｅｓ－ｃｕｒｒａｎ ／ ．

［５１］中国の英雄？ 劉翔，走ったのは３ 歩だけ［Ｎ ／ ＯＬ］．産経新聞，
２００８－０７－ ０８［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ｏｎｉｃｈｉ． ｃｏ． ｊｐ ／ ｏｌｙｍ⁃
ｐｉｃ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８ ／ ０８ ／ １９ ／ ｋｉｊｉ ／ Ｋ２００８０８１９Ｚ００００２０６０．ｈｔｍｌ．

［５２］ＣＡＲＴＥＲ Ｓ． Ｂｒｕｃｅ Ｌｅｅ’ｓ ｌｉｆｅ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ｓ ４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Ｎ ／ ＯＬ］．Ｔｈｅ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Ｓｔａｒ， ２０１８－０６－１５［２０２３－０４－０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ｓｔａｒ．ｃｏｍ ／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ｂｏｏｋｓ ／ ｂｒｕｃｅ－ｌｅｅ－ｓ－ｌｉｆｅ－ｓｔｉｌｌ－ｆ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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