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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为什么非要把岳飞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不可？ 
中国历史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3p4IkxyG-6RMTTPWprBLlA（2019-10-22） 

来源：共青团中央，作者：刘梦龙 

 

编者按：近日，岳飞又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热点。对于这位民族英雄的“新观点”层出不穷。不少

“新奇”的说法否认了岳飞民族英雄的头衔。那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一看，岳飞是不

是民族英雄。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从来不曾被否定过 
 

2003 年 3 月 17 日，新华社在报道河南隆重纪念岳飞诞辰 900 周年时，使用了“民族英雄”

这个称谓。2013 年是岳飞诞辰 910 周年，3 月 21 日人民日报也曾发文隆重纪念“民族英雄岳飞”

诞辰 910 周年。 

一度被传出否定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地位的是教育部 1996 年发行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

史教学大纲》，这一点教育部在 2002 年 12 月 9 日曾经专门答过记者问： 

“一些媒体所传内容实际是指 1996 年《教学大纲》颁布后，为帮助教师了解历史学界的一

些观点和看法，有关方面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学习指导》作为参考，《学习指导》收集

的是部分专家、学者个人对涉及历史教学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教学大纲》文件本身的内容。” 

    显然，岳飞的民族英雄之争仅仅是某些学者的学术观点而已，而这一版本的《学习指导》早

已停止使用，之后的几次改版都不再涉及岳飞的问题。同时，教育部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自 50 年代以来，就不存在所谓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实际上社会公众对

岳飞、文天祥这些历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始终是歌颂和尊敬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进

行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一直遵循的。” 

实际上，岳飞的英雄地位也从未被少数民族所质疑过，对岳飞的英雄叙事也不存在民族矛盾。

自宋以来，历朝历代，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都对岳飞表示了最高的敬意，

把岳飞当作各族同胞共同的精神偶像。 

元朝顺帝于至正九年（1349 年）封加“岳飞保义”谥号。 

明朝神宗皇帝朱翊钧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位。诏书曰：

“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靖朔漠之师，原职宋忠文武穆岳鄂

王，兹特封尔为‘三界靖魔大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于十五年（1751 年）九月十八日致祭岳飞曰：“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赐金匾“伟烈纯忠”。 

 

民族英雄，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英雄，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

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 

1840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演变成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血与火的考

验中，近现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华民族，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

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抵御外侮的烙印。在中华民族

最危急存亡的抗日时期，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突出代表人物，是最重要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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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半壁，力挽狂澜，救民水火，直捣黄龙府……”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在民族英雄这个

概念诞生之初，就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反过来将他否定，既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一

定不会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情感所接受。 

用近现代中国的标准去套用古代中国的人物，无疑是机械式的，荒唐程度堪比责备古人为什

么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著名的宋史学者王曾瑜老师曾专门在《岳飞、文天祥不该称为民族英

雄吗？》一文中论述过。 

“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一是客观，二是公正。不能用实用主义对待历史。中国古代大史学

家刘知几提出直书，反对曲笔，这是很对的。某些人可能出自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心，建议取消‘民

族英雄’的提法，但这恰恰挫伤了中华民族应有的爱国正气。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民

族观作正确引导，既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又发扬爱国正气，两全其美。” 
 

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既不是宋朝人，也不是金国人 
 

对于各民族的成就贡献，一概予以肯定，而对各民族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也一概予以否定，

一视同仁。这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既不要大汉族主义，也

不要地方民族主义。 

我们应该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去看待既往发生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主要矛盾的变

化是不定的，而在两宋之交，岳飞显然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 

在明清之际，我们著名明史学者顾诚撰写的《南明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有着客观的历

史态度，对清朝入关之初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民族压迫进行了否定，对李定国这样的英雄人物做

了高度的赞赏。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岳飞的否定都是没有道理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纵然是一个家庭都能形成彼此的谅解默契，何况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和命运上

的共同体。 

对岳飞的共同认知，早已超越了民族的隔阂。“撼山易，憾岳家军难”，这人尽皆知的对岳

飞的赞许便是来自金人。这种对英雄人物的赞许是不分民族的。 

岳飞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历久弥新。即使在

灿若群星的中国古代英雄人物中，岳飞也是最光芒闪耀的那一位。 

中华民族能有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幸运，而他巨大的悲剧命运是永远值得我们为之扼腕

叹息的。有些人在奸佞小人的心里很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很重。对岳飞的否定是难以被人接受

的，也完全不符合民族英雄这个理念的客观背景。岳飞无疑是最值得中华民族纪念学习的英雄人

物之一。 

我们现在讲四个自信，特别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对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肯定，就是文化上的

自信。我们要摆脱那种小媳妇见公婆一样的处处小心的心态，对今日的中国展现出自信心，不需

要那种疑神疑鬼，过度联想的忧虑，更不需要通过对历史的自污来寻求虚幻的认同。 

 

【编后记】 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其关键点在于参

与争论者头脑中的“民族”定义存在差别。  

有些人把南宋人口主体视为“汉民族”、把南宋视为“汉族王朝”，自然把岳飞、

文天祥视为“汉族”的“民族英雄”。而另一些人把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党项人建立

的西夏国、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与以继承中原文化主脉的宋朝都视为今天的“中华

民族”在那段历史中曾经涵盖的并立地方性政权，那么，从“中华民族”的视角来

看，岳飞、文天祥就只是抵御外敌的汉人政权的英雄，不宜被称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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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网络短文提出的观点我很赞同，那就是“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既不是宋朝人，

也不是金国人”，“民族英雄，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这些现代词汇和头衔，今天我们完

全没有必要加在历史人物的头上。如果他们在世，他们大概也会觉得这个头衔十分

滑稽。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议题上花费太多笔墨，还是多想想如何把今天我国各地

的族群关系协调好，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促进全国

各族民众的共同繁荣，这才是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们最应该上心去做的事。 

                                                                （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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