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月月1212日日，，空旷的宁大校园空旷的宁大校园，，宿管工作人员顶宿管工作人员顶
着烈日送餐的照片着烈日送餐的照片，，被身在宿舍的宁大学生陈婉被身在宿舍的宁大学生陈婉
红拍下红拍下，，迅速在朋友圈刷屏迅速在朋友圈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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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年人从成年人到孩子都爱到孩子都爱

《孤勇者》凭啥出圈？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

战吗，战啊，以最

卑微的梦

致那黑夜中的呜

咽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

看到这几句歌词，

你的脑海中是不是就

浮 现 出 了 熟 悉 的 旋

律？这段时间，这首由

陈奕迅演唱的英雄联

盟游戏动画的主题曲

《孤勇者》不仅在各播

放平台霸榜，还凭实

力出圈，火遍校园，甚

至成为传唱度颇高的

“儿歌”。

那么，这首歌曲里

塑造的英雄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存在？它为何

能打破不同群体间共

情的壁垒，让全国各个

年龄段的人都能通过

英雄叙事的视听传播

得到精神慰藉呢？

有网友表示，几乎全国所有的
小学生都会唱《孤勇者》。在湖北，
一所小学两位男生用钢琴弹奏《孤
勇者》，现场不少围观的同学跟着
钢琴声合唱起来；在贵州，一群小
学生放学后遇到一位架子鼓的表
演者，就请对方演奏《孤勇者》，大
家现场跟着唱，气氛热烈……就连
陈奕迅本人也想不到这首歌是被
小学生带“火”的，不得不发微博感
慨：“听说我出了首儿歌？”要知道，
于小学生而言，其实他们是没有接
受过流行音乐的审美塑造，什么蓝
调、爵士、摇滚、乡村、说唱，他们不
懂也不在意。武汉一所小学就孩子
们为什么喜欢《孤勇者》做了一个
书面征集，很多小学生表示，他们
正是被这首歌的含义直白的歌词
所打动。比如，“他们说要带着光驯
服每一头怪兽”“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跪的模样””去吗，配吗，这
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以最卑
微的梦”……这些歌词让人感受到
一股“奋斗、拼搏的力量”，充满勇
气和热血。他们希望像歌词中的

“孤勇者”一样坚强，不怕任何风

雨。除此以外，歌词中大量的疑问
句和“你”的人称代词，仿佛也让孩
子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可以拯救世
界的超级英雄，得到他人的认同与
共鸣。

“这个世界有怪兽吗？”——
“有的，你就是带去光明的奥

特曼！”
“ 每 次 都 能 赢 的 才 是 英 雄

吗？”——
“不是。若命运不公，我便和它

斗到底的，也是英雄。”
“披上花被单做的披风，可以

出去吗？”——
“去啊！英雄从不问出处。”
“可是我只是想完成一个很小

的 心 愿 ，都 受 伤 了 还 值 得 战
吗？”——

“战啊！那可是惩恶扬善、守护
地球和平的梦想！”

就这样，无数小学生的“中二之
魂”被唤醒，他们终于不用面对父母
的那句——“你小心点，别多管闲
事”。于是，《孤勇者》这首歌成了它
们内心真实的独白，每逢旋律响起，
就会出现全校大合唱的场面。

如果说，小学生喜欢这首歌是
因为有战，有光，他们喜欢“勇敢”
的英雄。而成年人的喜欢却是因为
被唤起了战、光和尘封已久的英雄
梦。战和光，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初
心和热血；孤和勇，代表生活要继
续下去，人生有起有落，在逆境的
深渊中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看似
降维，实则认同，经过了现实洗刷，
聪慧者有之，机灵者不少，算计人
心者更甚，可是勇敢的人却不多。
那种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已
是凤毛麟角，更遑论什么“虽九死
而犹未悔”的人了。成年人正因认
识到“孤”，才更珍惜这份“勇”。

三年了，从疫情到现在，多少
人在黑夜抱头痛哭，养家糊口，竟
是如此的艰难，普通人光是活下
去，就用尽了全力。但是，依然有
32万余支青年突击队、550余万名
青年奋战在抗疫一线。

科技攻关是一项充满不确定
性、艰巨性和风险性的漫长旅程，
但无数青年科学家在“天宫”“蛟
龙”“天眼”“悟空”“墨子”“天问”

“嫦娥”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担
重任、挑大梁，北斗卫星团队核心
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

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眼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

4月2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青
年的白皮书发布。发布会上，发言
人贺军科介绍，近几年“躺平”“佛
系”等词较常见，但调研显示：当代
青年中，真正“躺平”的是极少数，
不懈奋斗的是大多数。白皮书中点
赞新时代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
怀天下、担当有为，衷心拥护党的
领导，奋力走在时代前列，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

谁的青春不中二，谁的青春没
有梦想，拯救世界的浪漫主义色彩
让小学生热血沸腾，让成年人回
望。但成年人不会因为战斗而驻
足，是歌曲中“致那黑夜中的呜咽
与怒吼”让他们停留，在浪漫主义
之上的现实主义色彩绘就了一颗
幼时渴望成为英雄，长大后依然热
爱生活的孤勇之心。

一致的音乐选择不仅代表着
歌曲旋律的雅俗共赏，也代表了歌
曲内核的老少皆宜——从小学生
到成年人，都无法摆脱《孤勇者》中

英雄叙事的吸引。

中国人的英雄梦：
从“神性化”到“人性化”

从《逆战》的“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
摆平世界”“机甲时代正来到”到《孤勇者》
的“人只有不完美、才值得叙述”“谁说站
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从万千瞩目于我的
大英雄到孤身走暗巷的背后英雄，英雄观
念发生了大转换，英雄梦从“神性化”转变
为“人性化”。《孤勇者》唱出了普通人为生
活拼命的样子，抚慰着每一个苦苦支撑的
平凡人。无论是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缉毒
警察、消防队员还是外卖小哥，以及千千
万万在暗处发光发热的人，都能从中感受
到希望与勇气。虽然这首歌不是专门为他
们而写的，却配合着这片土地上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的真实动人场景。

4月11日，宁波大学一名教工在居
住社区核酸检测中初筛阳性。学校通知
自12日 8时起，对校园实行静态管理。
全体在校学生留在寝室、学校餐厅取消
堂食，在校师生三餐全部由学校统一安
排配送。一名宁大学子拍下老爷爷推车
送餐吃力的样子，转发朋友圈，她说，在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很多人努力地为我
们提供着更好的服务。很快，这张照片
在宁大师生朋友圈刷屏。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刷屏的不再是
校园疫情中的党员教师，不再是反复书写
的抗疫“大白”，而是以前未曾遇见过的食
堂后勤人员。或许，我们正逐渐脱离了某
种抽象的、恒定不变的英雄观，我们逐渐
认同的英雄是一个宽泛话题，是具有常人
形象的男人和女人，它能给崇拜者指出逃
离现实困境的方向，而不是空虚的安慰和
信仰。英雄的人可以是解决某种普遍性的
人生难题和困境而真诚努力的人，比如这
个送餐的老爷爷，并非一定要是颠覆反
派、阻止灾难、拯救世界的人。

这些年，从抗日神剧手撕鬼子的绝
对正义到《亮剑》中不愿循规蹈矩、固执
己见但不惧生死的李云龙，再到《觉醒年
代》中困囿挣扎的文人，英雄形象不再是
单一的描摹，而渐渐混杂了真实、愤慨与
悲情的色彩。

如今这时代，已然是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时代。如果说我们
这个时代的英雄是真诚努力的人，那为何
我们不能成为英雄呢？“谁说对弈平凡的
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正
如作词者唐恬所说，《孤勇者》唱的是什
么？是那些抬头走夜路的人，是那些内心
有殿堂的人，更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我
们仰视着、膜拜着，突然在歌词里恍然大
悟，低头看见无数孤独的个体早已连结成
一片星光，抵御黑暗。这并不是英雄缺席
的时代，而是英雄与非英雄共处的时代，
更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时代。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心中有光，才
会发光，那颗在心中埋下的名为“英雄”
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刺头深草里，直待凌
云始道高。

这才是一首好歌该有的品质。我们
能够通过它，听到这个时代的呼声，看
到普通人身上英雄的力量！

小学生的英雄梦：充满勇气和热血

成年人的英雄梦：“后青春”的寻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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