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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如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收稿日期：2019- 09- 18

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学面临诸多的挑战，具体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中，则
突出地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严重影响了
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因此，本文将以“纲
要”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节为例，
具体探讨“纲要”课教学中如何更好地避免历史虚无
主义，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一、追本与溯源：历史虚无主义下的“侵略有功论”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一

直是中国近现代史讨论的焦点问题。对资本帝国主义
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早有定论，英国等殖民者“在
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因此，马克思
在提出殖民主义有其“建设性的使命”的同时，却更加
强调其“破坏性的使命”。而印度社会革命的爆发，也
正是在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造成的“破坏性”的刺激
下开始的，这才有了马克思最终的论断殖民主义“充
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基于马克思这一论断，
19世纪30年代就有些学者片面地认为，“只有帝国主
义的入侵”才能打破“东方社会……处于静止的停滞
状态”，甚至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停滞不
前，只有西方的入侵才能带来进步的因素”[3]等观点。
这可以将之视为“侵略有功论”的滥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等
经典理论著作的研究加深，“侵略有功论”等片面解读
马克思观点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述，逐渐销声匿迹。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如何认识资本—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需
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外学者展开学术讨论的同时，一
些媒体或书刊却借历史虚无主义之风大兴“侵略有功
论”等谬论。其表征有如下几个：

第一，否认殖民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危害。鼓吹“侵

略有功论”，首先宣传的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
侵略行径，会更好地“促进”近代中国的发展。如亦忱
在《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
取了教训吗？》一文中，将鸦片战争的爆发归责于林则
徐无视“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导致的，并认为“领事
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
也是十分巨大的”，从而得出结论“西方列强对晚清的
侵略于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4]。

第二，为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的侵略性战
争或活动做翻案文章。历史虚无主义下的“侵略有功
论”另一重表现，即是美化殖民侵略。他们打着“学术
研究”的名义，或断章取义，或引用一些错误的史料，
以做出有利于自身的结论。

第三，鼓吹和宣扬殖民主义，否定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借“侵略有功论”
歪曲、美化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大肆宣扬西
方所谓的“民主”，公开否定党和国家领导的合法性，
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并发表有关分裂国家的言论
等。如刘晓波于1988年回答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
时，说道：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

不难看出，这些历史虚无主义下的“侵略有功
论”，其实都存在观点先行、以论代史，影射史学影子。
其目的是要消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泯灭中华
民族存在的必要性，在中国实行其美化过的所谓“民
主制度”。

二、抵制与批判：对“侵略有功论”等历史虚无主

义观点的驳斥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出现在“纲要”
课中第一章第一节。可见，这一章节在整个“纲要”课
教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使大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深刻理解“四个选择”，首先就需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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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了挑战。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背后观点先行、以论

代史等现象，在课堂教学时，需要让学生在史料基础上，培养他们辩证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进而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从根本上认同唯物史观，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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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授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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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Course of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king "Capital-imperialist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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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universities.In the face of historical nihilism,it is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reality dialectically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so a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fundamentally identify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nsciously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in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historical nihilism;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确地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作用，
这就必然要对历史虚无主义、“侵略有功论”等观点进
行回应与批判。从教学的角度，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
几点：

首先，要对教材的历史观，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过程和主要观点有比较清楚的了
解。纲要课的历史叙事框架，其历史根源在于中国共
产党领导近代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实践的方式检验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那么，在中国近代
史领域，如何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
指导，关键在于对中国近代基本问题和框架的把握
上。早在延安时期，范文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
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编
第一分册），重新构建了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近代史
话语体系。因此，“纲要”课的开展，首先要理解和明确
这一套历史叙事的话语体系，然后才能更好地在这一
基本框架内把握和评价各历史事件。

其次，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资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危害。自鸦片战争以
来的半个多世纪中，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大规
模侵华战争就有五次之多，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数百余条，勒索白银13亿两之多，杀害中国民众数
以万计，抢占中国一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肆
宣传“种族优劣论”。由此可见，资本—帝国主义对中
国的入侵，带给中国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主权
的践踏、血腥的屠杀、民族的压迫、经济的落后、文化
的侵略等。

最后，揭示“侵略有功论”与历史虚无主义者背后
所隐藏的现实政治目的。“侵略有功论”对殖民侵略的
美化或宣扬，不仅片面地认为西方优越于东方，无视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无视中国近千年的发展历史
过程及社会特征。他们否定了殖民侵略给中国近代带
来的贫穷与落后，否定了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否定了近
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三、反思与定位：“纲要”课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

一

首先，通过丰富多样的史料引导启发学生进行自
我发现与独立思考，以“史料教学”的方法贯彻灌输性
和启发性的统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既是一门思想政

治课，同样也离不开历史学资料的支撑。坚实的史料
基础，不仅能够得出更为坚实的历史论证，而且也能
更好地为学生所信服。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
害，史料汗牛充栋。在“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授课时，教师除了在课堂展示鸦片战争以后，资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入侵造
成灾难的具体案例、史实和数据外，还可以带领学生
共同探索那些被忽略的历史线索或事实。如询问或走
访老一辈亲历者、幸存者，寻找、发现近代殖民侵略留
下的历史残垣，搜集1840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中国政
治、经济等的发展数据等。以此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
课堂教学中，并掌握更多与本章节有关的历史史料。

其次，注意在教学中既要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也
要坚持批判性，即批判错误观点和思潮，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现实问题，达到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基于
学生对史料的掌握，引导学生对历史有正确、清晰的
认识与定位，同时基于史料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历史成
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与
认识论，逐渐培养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批判性地看
待问题的思维，从而辨别和区分历史虚无主义。

最后，反思历史，以更好地认清现实。这是政治性
与学理性的统一。纲要课虽然是历史教学，但是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的解读都离不开解释者所
在的社会现实。教师在引导学生对史料的虚实、事件
的真伪、结论的真假等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后，还要
联系现实，尤其是联系当代国际形势。

总之，“纲要”课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思想，以坚实的史料为依托，引导学生树立对近代历
史问题辩证的思维逻辑，不仅让学生深刻领悟历史虚
无主义的谬论与影响，而且要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认同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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