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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诋毁英雄”现象的典型特点

英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代表着社会层面所认

可的行为模范，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想

价值追求，部分诋毁者却以“科学”“真实”的旗号，

对英雄事迹进行歪曲与抹黑，以极端化、情绪化的表达

方式，混淆人们的认知、削弱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1.1  求“真实”

求“真实”，是指在学术上打着追求“史实”的

旗号，实为污蔑英雄的历史功绩。诋毁者滥用“学术研

究”之名，丑化革命领袖，否认其历史功绩、污化英雄

形象，否定其历史地位［6］。如《炎黄春秋》前执行主

编洪振快先后发表了《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

处不实》和《“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两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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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倡导下，社会崇尚英

雄风气日渐浓厚，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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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上曾经存在一股“诋毁英雄”的社会

舆论，有学者收集了影响力较大的34条的诋毁言行［2］，

个别人通过发表网络段子、出版书籍等方式扭曲英雄事

迹，散播“非毛化”言论，这些言行不仅抹黑了英雄形

象，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解构与破坏。针对此种现象，不

同学者分别从“历史虚无主义”等理论角度对“诋毁英

雄”进行分析批判并提出管控措施［3-5］，但是缺少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个体受到“诋毁英雄”言行后的心理变化

过程。而探究心理学视角下“诋毁英雄”的影响机制，

将有助于理解“诋毁英雄”在社会传播中对人心理的影

响并做好针对性心理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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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7］，要求核实“五壮士”人数、地点甚至跳崖时间

等细节，表面用追求史料客观性的口号，行否定英雄之

事。2015年前后也出现了对邱少云事迹的怀疑与否认，

认为从医学的角度不可能做到在大火中一动不动。这种

在学术中质疑英雄的案例试图混淆真实历史，影响公众

明辨是非的判断力，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1.2  看“当下”

看“当下”，是指从当下时代特征出发否认英雄的

时代价值并宣扬与之相反的功利化价值思想。英雄的行

为值得敬仰，不仅是因为其拥有难能可贵的品质，更是

因为其行为是时代的楷模。一方面，诋毁者不考虑英雄

的时代特征，而仅从单一视角蔑视英雄、歪曲英雄，同

时宣扬功利化价值思想。民族英雄刘胡兰年仅25岁就英

勇就义，在就义前遭受敌人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同志评

价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2014年却有一位

家长在知道孩子上完英雄教育课后写了一封《请刘胡兰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的信，认为在当前时代不想让孩子

接受残忍的斗争，否认刘胡兰存在的英雄品质［8］。另一

方面，社会的榜样标准趋向功利化，当提到“偶像”时

多指商业明星、影视明星等，部分青少年受各类选秀综

艺节目影响，把金钱、权利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

忽略了为社会奉献的情怀与信仰。

1.3  开“玩笑”

开“玩笑”，是指在网络上对英雄人物进行恶搞

与调侃，丑化、矮化英雄形象，是对英雄精神与英雄品

质的肆意践踏。许多革命英雄牺牲自我成全大义，却被

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消遣笑料，受到侮辱污蔑。2013年，

微博网名为“作业本”的用户调侃邱少云为“单面烧

烤”；2018年5月，“暴走漫画”发布短视频篡改宣扬叶

挺烈士《囚歌》中的歌词；2018年6月，抖音搜索引擎广

告中对“邱少云，被火烧的笑话”进行推广并被举报；

董存瑞炸碉堡的壮举也被污蔑成是被班长欺骗用双面胶

黏住了手；黄继光是因为被绊倒才做出的堵枪眼的行为

的玩笑。用侮辱式“玩笑”对英雄行为进行重构，这种

“玩笑”不仅贬低了革命英雄，更是对英雄背后所蕴含

的英雄品质与英雄精神的否定。

2  “诋毁英雄”影响的心理学理论

英雄作为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承载，它是无数人奋

斗的榜样引领与精神楷模，“诋毁英雄”言行一方面通过

对英雄的歪曲解读破坏原有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树立功利

化的榜样标准等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诋

毁英雄”不单单是对某个英雄形象进行抹黑，它更损害了

国家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破坏了共产主义信仰。

2.1  基于社会符号学看对象

社会符号学认为社会有意义的行动构成各种文化

（社会符号系统），文化就是相互连接的对社会具有意

义的实践系统［9］。英雄虽然是一个实际的人，但也代表

着中国从历史发源中传承下来的牺牲、奉献等优秀英雄

精神与英雄品质，尤其是革命英雄，更是代表着英勇战

斗精神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在社会层面，“诋

毁英雄”的对象不仅是英雄本身，更隐含着试图破坏国

家核心价值观念与大众最基础精神信仰的险恶用心。

2.2  基于从众效应看行为

网络中的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在社交群体压力下，自

觉或不自觉地以网络中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主动调整

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的心理变化过程［10］。公众网络上得知

“诋毁英雄”的言行，一定程度上认为这种言行有一定

的受众，而以从众效应角度理解，一旦这种言行倾向形

成，那么公众就会把它当作是社会观点看待，更易认同

“诋毁英雄”的观点行为。

2.3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看实质

认知失调理论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己的不同态度

时，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时，会产生焦虑情

绪，并会产生减少或消除这种失调的动力，消除矛盾有

改变行为、改变认知、增加新的认知、改变现有认知等

方法［11］。基于认知失调理论，人一旦出现认知失调，就

会选择一定方式进行认知调整以消除认知矛盾。“诋毁

英雄”的各种言行实质上为公众提供一种负面信息，使

个体怀疑对英雄的价值认知，产生认知失调，促使个体

改变对待英雄的观点，逐步侵蚀个体的思想与行为。

2.4  基于自我差异理论看影响

自我差异理论中定义了三种自我，分别是现实自

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现实自我指个体自己或他人

认为个体实际具备的特点表征，理想自我指个体自己或

他人希望个体理想上应具备的特点表征，应该自我指个

体自己或他人认为有义务或责任应该具备的特点表征。

该理论假设，当不同自我存在差异时会出现不同的情绪

反应，如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异会导致沮丧类情

绪，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的差异会出现焦虑类情绪［12］。

在自我差异理论下，“诋毁英雄”通过改变自我概念，

消除个体对自我的反省，改变信息接收者的价值观念。

英雄作为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的典型载体，英雄的形象

影响着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的建立与解读，而将英雄所

代表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念替换成“功利化”观念后，

直接影响着个体对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的构建。一旦个

体的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发生改变，评价自己出现功利

化乃至损害他人行为时，不会感到羞耻，看到别人如此

行为时也不会感觉行为不当，个人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

中发生改变。

2.5  基于叙事理论看过程

叙事作为联系事件和背景环境的多元桥梁，通过调

整角色、情景和情节等叙事要素，形成先后顺序和因果



“诋毁英雄”如何消解英雄精神？
——心理学视角下“诋毁英雄”现象解读

2025 年 3 月
第 7 卷第 3 期 ·26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703042

关系，继而产生共同意义。在叙事中可以对情境主题、

身份类别、因果关系进行重构，并通过历史类比、共情

等叙事手段促使信息接收者认同信息内容［13］。将董存瑞

英雄行为戏说为受班长欺骗，在学术上重构“历史”，

对故事因果进行歪曲，构建多种叙事方式，针对不同用

户类别心理特点促使读者认同，改变个体对英雄的评价

与理解，植入相反的价值观念，消解英雄故事本身所蕴

含价值力量。

3  针对“诋毁英雄”现象的心理防护
策略

在“诋毁英雄”言行出现后，我国也进行了及时的

监管，如从源头上净化网络环境，从福利上提高英雄待

遇，从法规上出台英雄保护法案。自201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社会上的不当言行逐

步销声匿迹，民众对英雄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对

英雄所代表的英雄精神与英雄品质也有了较大认同感。

为防止再有类似舆情发酵，在相关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开

展心理防护工作将更具有指向性与科学性。

3.1  基于社会符号学严监管

在社会的各种观点言行中，隐晦的信息经常包装

在各种“无害”的内容之下，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来看，

需要加强对各种言行的识别与监管。一是精准识别，在

社会中的话题炒作后，要充分评估话题内容的指向性与

代表性，区分批评与污蔑的关系，如在对于英雄的讨论

中要细致辨别其是否包含有隐含的信息诱导，防止别有

用心的人利用话题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对公众认知造成影

响。二是设立言行红线，与“诋毁英雄”类似，部分话

题能够直接关联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在当前复杂

国际环境下应禁止讨论敏感话题，如设立严禁妄议国家

政策法规、禁止抹黑丑化国家领导人等红线标准，提防

破坏国家团结的阴险图谋。三是加强审查，对于学术上

或是网络上的各种内容，要落实好审查制度，对包含有

试图歪曲价值观念的言行或观点做好审查监督，及时下

架处理不良言论，防止不良言论发酵。

3.2  基于从众效应建行为

虽然“诋毁英雄”是通过对英雄的负面评价构建从

众言行，但是运用从众效应也可以达成正面效果。一是

要严格法律法纪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实施并对于“诋毁英雄”行为进行处罚后，相关

言行逐步消失；与此类似，对于因不当言论与行为造成

恶劣影响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增加造谣

违纪成本，树立良好行为导向。二是针对不良言论行为

要及时澄清阻止。对于社会上的某些误解性解读及错误

性行为，要及时地反击驳斥，不可以作壁上观的默认姿

态应对，防止个体认为此言行是受大众认可而做出跟风

行为。三是宣扬正向活动事件。在社会层面积极宣传正

向的活动及事件，加大对身边小事等具有可模仿性行为

的报道宣传，以积极案例引导公众的正向行为。

3.3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立防线

“诋毁英雄”通过引发认知矛盾，以达到动摇信

念，改变认知的目的。抵制此现象，不仅要对不良信息

内容进行辩驳批判，更需要建立心理防线，树立正确的

英雄观，防止引发认知矛盾。一是要形成积极向上的社

会风气，以英雄为例，传播的英雄行为多为发生过的事

例，但是个体对信息的判断一定程度是基于对当前环境

的感知，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让公众从实际经验出

发批驳不实信息，消除可能引起的矛盾点，避免形成认

知失调。二是做好科普工作。及时向公众科普社会言行

影响机制，提高自省能力，促使个体自主思考信息内容

隐藏的不良企图，辨明敌我立场，合理看待各类观点言

行，防止被他人利用。

3.4  基于自我差异理论促教育

自我差异理论区分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

我三种不同的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

就的，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教育逐步建立。一是加强道德

教育，加强公众思想道德教育，提升整体道德素质，促

使建立符合时代价值的理想自我，不让理想道德褪色变

味。二是强化底线教育，明确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并以警示案例及生活实际教育公众行为底线，指明“应

该”与“不应该”的行为标准，构建公众的“应该自

我”。三是加强行为引导，在现实自我的构建上，要强

化行为引导，及时进行表扬、批评，提升公众的现实行

为标准。

3.5  基于叙事理论强宣传

一个好故事有极强的宣传效果，而好故事的标准不

仅在于其有着丰富内涵价值，还在于其存在能够被大众

广泛接受的现实基础。一是要讲“好”故事，在选择叙

事主题时，反复考量故事内涵，合理安排故事情节与因

果联系等内容，以事实为依据，将故事内核切实展现在

大众面前，使大众接受故事的同时认同故事价值取向。

二是讲好“故事”，在故事表述上注重叙事逻辑与叙事

技巧，可以采用叙事话语二元化、叙事主体多元化、叙

事方式专业化等［14］多种叙事策略，如讲述“英雄”故事

可根据故事受众选择讲述角度，充分调动读者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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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efaming Heroes” Undermine the Heroic Spirit?
—An Interpretation fr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Qi Jundi Wang Furong Yin Ji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ero”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socio-cultural symbol that embodies noble spiritual values. The 
emerging phenomenon of “defaming heroes” in contemporary is not only an injustice to the individuals regarded as 
heroes but also a desecration of the spirit of heroes and a distortion of social valu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defaming heroes” throug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cluding social semiotics, the bandwagon effect,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self-discrepancy theory, and narrative theory. The analysis reveals how defamatory discourse erodes 
the intrinsic heroic spirit in individuals. Furthermore,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to 
mitigate these detrimental effec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Defaming heroes; 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