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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历史

〔俄〕尤·亚·尼基福罗夫

李晓华 译

［摘 要］ 大众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每个国家都着力巩固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基础，积

极参与国家公民历史观的形成。历史虚无主义从既定政治理念出发，打着“反思历史” “还原历史”的旗号，

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制造思想混乱，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全球化竞争的表现之一是“为历史而战”。人民历史属于

国家安全范畴，伪历史的传播不仅会给历史科学带来损失，还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历史学领域伪科学出

现与不正确地处理文献资料有关，其建构采用的欺骗手法与其他科学知识、技术及医学等领域采用的欺骗方法

有相同之处。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及大学的历史老师首先应集中全力捍卫历史的科学地位，不允许大众媒体在社

会中塑造历史是伪科学的反面形象。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历史教育 冷战 历史虚无主义

一、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

在当代世界，大众历史教育是民族和公民认同形成的基础，没有大众历史教育就不能保证主

权国家的稳定发展。公民团结是任何一个当代社会统一和稳定的基础，而公民团结的基础则是人

民对本国历史的接纳和维护。如果能够达成这个基本共识，那么它就为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它保障代际延续、激发公民的积极性、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有助于国家证明它的优越性

和对外界的吸引力。每个国家都有意于巩固自己的基础，积极参与自己国家公民历史观的形成。

因此，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全球化竞争的表现之一就是 “为历史而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的政治精英都无法拒绝通过大众历史教育来传播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一定评价和认知，因此，今天

“来自历史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内政外交的武器之一。承认大众历史教育对国家政治

的依赖是否就意味着不再追求全面、真实地描述过去呢? 绝对不是。事实上，人民稳定的历史自

我意识只能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知识之上。歪曲历史、对国家某一段历史绝口不提或拒绝对国家历

史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只会阻碍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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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虚无主义损害了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最近 20 年的俄罗斯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直观的教训，以集体记忆形式保存和再现的人

民历史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应该采用相应的方式来对待它。对历史非专业的、带有政治偏见的、

不负责任解读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历史谎言的传播不仅会给历史科学带来损失，还会损害国

家和社会的利益。

今天，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新的民族—国家认同，俄罗斯必须格外重视历史

知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基础牢固而又客观。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

社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面临许多重大挑战，当今世界政治力量干预历史解读的问题成为事

实，而历史解读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专业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为了说明专业历史学研究和集体记忆

与政治间的关系，在专业历史学和政治学界经常使用以下术语: “历史政治化” “记忆的政治”

以及“历史的政治”。

然而，任何违背民族记忆的历史篡改都是一个过分庞大的工程，这种极端的历史修正应该看

起来是有据可依的，准备这些论据、收集相关的历史 “资料”并进行论证的任务由那些资金雄

厚的基金和“研究”中心完成，这些机构在 “饱受俄罗斯侵略”的国家运行，它们的工作人员

对寻求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别有用心地改写历史上，他们遵循反苏反俄的精

神，其思想基础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 “重新思考”，还是直接的伪造和篡改历史。这些 “研究”

结果很快就会被世界媒体广泛传播。在必须抵制旨在破坏历史记忆和自我意识，并最终导致社会

退化的历史版本泛滥的背景下，撰写这篇文章具有特殊意义。当代俄罗斯国家的优先任务不仅是

通过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来保障有科学依据的、经得起历史知识检验的强大的信息流，还要

“培养俄罗斯公民对自己国家和国家历史的参与感、对先辈的尊重以及对俄罗斯现在和未来发展

的道德责任感”。① 第三项任务是培养学生们掌握以下技能: 批判地评价历史信息的能力、慎重

对待媒体炮制历史“轰动效应”的能力、区分事实和对事实解读的能力、分析传播这样或那样

历史信息意图的能力。

三、俄罗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美国霸权主义对苏维埃文明的歪曲

举一个冷战起源问题研究的例子。通过俄罗斯一些科研团队和个别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该

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一系列情况下能够抵制住历史问题政治化和歪曲历史的进程。

很长一段时间，冷战的历史现象在历史—政治文献中被解读为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 体现在政策和国家制度中信仰、道德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对抗) ———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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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东方集团”国家的极权主义和命令管理体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出现冲突和全球对抗的主要原因。

不同人文学科的专家曾多次注意到，这种解释方法是简单、肤浅的。例如，П. А. 索罗金写

道: “在区分国家政策的侵略性和非侵略性时，意识形态标准绝对化是不可靠的、无用的，在道

德价值观基础上解释国家间关系特征是寻求真理的错误方式。”①

同时，也不难注意到一些作者对冷战意识形态成分的过分关注，他们想把冷战爆发的责任推

到苏联、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身上。这首先是美国正统文献的特点，在历史学研究中，该思

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断定冷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扩张意愿。这样，美国就必须对抗和遏制 “共

产主义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该战争具有“防御”性质。

例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 А. 小施莱辛格称，如果没有考虑到“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顽固立

场、极权社会令人惊恐不安的情况和斯大林的狂妄”，就不可能明白冷战的起因。②

对冷战的此类解读在本质上再现了官方的立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以此来向本国社会解释与

不久前的盟友决裂及战后对抗的原因。1946 年 3 月 5 日，温斯顿·丘奇尔在富尔顿教科书式的

讲话就是明证，他警告世界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强调 “自由世界”国家遭受来自 “暴政”和

“共产主义第五纵队”的威胁。③

然而，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已经相当快地修正了冷战起源的官方版本。在 В. 威廉姆斯、Л. 加

德纳、Д. 霍洛维茨、Г. 科尔科和 К. 拉什等人的作品中已经证实，战后苏联并不能成为美国的

现实威胁，美国拥有核武器，在其他武器种类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占绝对优势。苏联和美国共同

承担战后对抗责任的思想在美国历史文献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得以发展。④

俄罗斯一些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在 “改革”年代 ( 1985 ～ 1991 年) 拒绝遵从官方的说法: 苏

联的外交政策完全是正面的，世界对抗的所有责任应由美国承担。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可以简

单地借用西方对斯大林政治和外交的评价。结果，在很多年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作者的文章中，战

后历史研究的视角是“民主与极权主义”对抗、符合俄罗斯帝国传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惯

例的问题、世界革命的思想、斯大林政权的性质以及斯大林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东方是冷战肇事者，在那里 “沦为共产主义权贵阶层奴隶的俄罗斯人民及其丰富的自然资

源为侵略扩张的目的服务”。⑤

今天媒体以不同形式重复的陈词滥调，都是各方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超级大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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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时杜撰和使用的，现在看起来明显落伍。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档案资料的解密为进行全面科

学研究提供了机会，在分析双方政策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最近几十年俄罗斯国

内外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科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冷战史的纪录片，它们所记述的冷战原因

是由地缘政治、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多重因素造成的。①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不能脱离前期事件而孤立地研究冷战史，尤其是二战时期苏联、美国和

英国结成的“军事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充满矛盾

的。苏联、美国和英国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多次因各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 如: 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时间，或者势力范围的划分等) 的分歧而阴云布满。通过分析这些矛

盾，历史学家强调了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盟友关系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首先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团

结在一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在其他力量中心实力削弱的背景下，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

的力量出现分化，它们在重要战略地区的竞争激化。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苏美关系权威专家

В. О. 佩恰特诺夫指出，美国领导人把战后秩序和自己国家的安全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

位联系在一起，该主导地位建立在金融—经济实力和核武器垄断的基础之上。В. О. 佩恰特诺夫

评论道: “如果苏联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话，也只能是遵守美国游戏规则的小伙伴而已。华

盛顿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新的力量和全球责任，它认为: 第一，苏联已经获得太多; 第二，苏联没

有权利谋求与西方国家的真正平等，因为它体制残缺，文明程度不够。”② 苏联领导人当然不能

同意从属国地位，并且认为苏联为战胜侵略者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它有要求西方国家承认其建立

由西部边界友好国家组成 “安全带”的权利。

В. Т. 云格布留特在分析美国二战时期外交思想演变时指出，美国精英霸权主义思想的高涨

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强化美国经济扩张的诉求相关。不同层面所宣称的 “让战后世界

更稳定”的目标成为其达成目标的重要手段，这就意味着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以下思想又得到逐步确立: 让战后世界变得 “稳定和可预测”的唯一手段是按照美国的标准，

并在美国的操控下建立主要的国际制度 ( 首先是金融领域) 。当然，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和紧随

其后的英国并不把苏联当作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苏联是或者投降，

或者对抗的对象，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战后两极化的世界秩序。③

Н. А. 纳罗奇尼茨卡娅首先注意到了地缘政治因素，她认为冷战是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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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政策的延续。1959 年 7 月 17 日，美国国会通过每年庆祝 “被奴役国家周”决议①，并成为

P. L. 86 ～ 90 号法律，该法律规定: 总统有义务每年发表讲话，宣布美国解放受害者的目标，这

些受害人是“共产主义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自 1917 年起它就企图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侵

略建立大帝国，这是对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安全的直接威胁”。

Н. А. 纳罗奇尼茨卡娅说: “除俄罗斯人以外，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都被称作处在苏维埃

的统治之下，其中包括‘哥萨克’和‘伊代里—乌拉尔’人。这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冷战的一个

主要方面，无论是俄罗斯移民中的自由主义者或是正统的共产党人都无法理解: 不是在与共产主

义做斗争，而是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疆域内，革命前即使

是俄罗斯世界舞台上最强硬的对手也未曾质疑过的疆域。”②

然而，在理解冷战起因时完全忽略掉整个美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也未必

正确。例如: 当代加利福尼亚州历史学家 Ф. 洛格瓦里强调，美国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是并且现在

也是道德主义、美国例外论和优越的救世主理念。Ф. 洛格瓦里写道，美国在这个体系中被看作

最高文明形式的标杆，它的政策“非常无私”，它的制度“特别值得效仿”，“因此，任何对美国

的敌视都被定义为敌对进步和正义事业，因此美国 ( 也是根据界定) 可不受法律约束”。③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二战后一直拒绝接受与苏联达成妥协的调解方

案，即使是部分地承认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俄罗斯著名的美国学专家 В. Л. 马利科夫

指出，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必须在以下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或者维持与苏联的伙伴关系

( 自愿接受苏联拥有与美国同样的超级大国地位) ”，或者依靠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遏制其

成为另一个力量中心，最终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自由化”。④ 结果众所周知，苏联 “改变制度”的

方案在美国占了上风———这个选择并不是由斯大林在国际舞台领导的某些具体行动造成的。事实

上，美国与当代的苏联国家———俄罗斯的复杂关系证实这一论断是公正的，同时也说明冷战的根

源并非是苏维埃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四、结 论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探讨小部分歪曲历史和片面解读历史的实例，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

引起了历史专家和普通民众的担忧。即使是简单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进行概括，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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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奴役国家周”活动始于冷战高潮的 1959 年。1959 年 7 月 17 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合通过决议，宣布 7 月的第 3 周

为“被奴役国家周”，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必须发表讲话。当时美国国会通过这项决议是出于“反共”需要，力图把社会主义国

家丑化为“被奴役国家”。冷战结束后，人权继续作为美国外交的利器发挥作用，“被奴役国家周”的活动也延续下来———译

者注。

Нарочницкая Н. А. Россия и русские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М. ，2006. С. 347.

Цит. по: Печатнов А. О. Указ. соч. С. 652 ～ 653.

Мальков В. Л. Указ. соч. С. 567.



意识形态与历史

首先，片面构建某一历史片断的主要原因与不正确地处理文献资料有关。第一种情况是用筛

选合适的证据取代全面的总结; 第二种情况是故意歪曲事实 ( 选择文献资料中禁止的，或者与

常规解释相比失真的信息解读) ; 第三种情况是可以不依赖文献资料，因为某段历史总体上要被

“重新思考”。当然，文献资料中的个别数据或事实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来证明新说法或新理论的

正确性，但它只能被用做例证。

历史学领域伪科学建构采用的欺骗手法与其他科学知识、技术及医学等领域采用的欺骗方法

有相同之处，这些作品往往采用科普语言，而它们的作者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专业知识的缺

陷，尽量避免与专家争论，而主要面向大众读者，称自己的文章揭开了历史的 “秘密”。他们通

常宣称这些作品包含有鲜为人知或者广大民众完全不知道的历史事实，这可给作品带来声望。同

时，为了批判公认的版本，作品中更多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论证，而不是科学的方法。

对“官方”科学持批判态度是其共同点。好像通过“教条式的禁令”，“官方”科学阻碍了

对过去事实客观、公正的报道。这种思想始终存在于 “另类”历史学家的建构中，他们承诺揭

开被官方科学所小心隐藏起来的历史秘密，谴责官方科学不能向社会提供国家历史发展的真相。

鉴于不久前历史科学的确处于意识形态的监督之下，类似的抨击增强了读者对该类作品内容的

信任。

伪历史观的作者声称“官方科学”的编撰是为了满足当代俄罗斯国家提出的为爱国主义教

育“服务”的要求，抱怨在当代条件下不能自由地进行科学探索是任何此类 “方案”的组成部

分，其逻辑十分清楚: 不破坏对科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信任，就不能指望神话般的伪科学思想渗透

到社会意识中去，相应的意识形态偏好强加给大众也相当困难。

由此，历史学家和中小学及大学的历史老师首先应该集中全力捍卫历史的科学地位，不允许

大众媒体在社会中塑造历史是伪科学的反面形象。

( 作者系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科学部主任，肖洛霍夫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祖国史和文化学

教研室主任; 译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陶利江 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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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ENTS AND ABSTＲACTS

opening-up of the mainland of China，and Hong Kong's good fortune is not given by the British，but by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China's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30 Years after the Demise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Its Lessons for Our Times—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on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John Bachtel ( USA) Translated by Zhuo Mingliang and Zhou Yuhong ( 38)……………………………………
The USSＲ，the world's first socialist experiment，made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for humankind. But the demise

of socialism in the USSＲ and Eastern Europe was a catastrophic loss and tragedy，most of all for the people of those

countries who paid an incalculable price. By the tim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Ｒ，instead of continually revolutionizing

itself and adapting to new conditions，forces within the CPSU resisted change and the need to address mounting problems

with socialist development，and the CPSU was weighted with careerists，corruption，and dogma，and increasingly distanced

from the people. However，China，Vietnam，and Cuba all implemented economic models with active state sectors，and the

role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se countries is seen as central to mobilizing the working-class and guiding developments.

While the ability of the U. S. and other capitalist powers to define globalization and dominate the global order has been

weakened，globalization is increasingly shaped by the rise of China and emerging economies，and new possibilities open for

countries to pursue non-capitalist paths of development.

 Issues of Ideology 

Mao Zedong Thought and Formation of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in the Ｒeform Era

Liu Shulin ( 42)………………………………………………………………………………………………………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for 40 consecutive years is inseparable from upholding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arders educated and cultivated by Mao Zedong Thought，which is amply proved by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learly put forward by Deng Xiaop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re

related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reflect the guiding role of Mao Zedong Thought. As the principles

in the 70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re a bridg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ist caus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as proved that we must always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avoid making subversive mistakes.

Ideology and History Nikiforov ( Ｒussia) Translated by Li Xiaohua ( 56)……………………………………………
As history educa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and citizen identity，each country makes great efforts to

consolidate the mass foundation of it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trive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its

citizen's historical views. However，starting from specific established political concepts，historical nihilism wants only to

distorts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creates ideological confusion under the banner of“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and“restoring

the history”. Therefore，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real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s“fighting for

the history”. Since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security，the spread of pseudo-history will

not only bring losses to historical sciences，but also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pseudoscience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re related to the incorrect handling of the literature，and the deceptive

methods used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other fields such as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 Thus，historia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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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irst concentrate on safeguarding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history and should not allow the mass media to portray history as a negative image of pseudoscience in society.

An Analysis of the“Clash with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Xie Chang'an ( 62)………………………………………
Civilization is a colle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that reflect the ability and results of human beings making use of and

transforming na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Civilizations differ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social

evolution，but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re equal and there are no high or low，good or bad civilizations.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rise of some Western countries as world powers，Western civilization based on capitalism has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 And various factors have led to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fter capitalism created world history. The serious predica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risis in of the entir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real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ians om throwing out the idea of“clash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is to try to form a“unified front”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Western world to contain China and to pass on the crisis to China，so that they could get out of trouble.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Centu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t Theory on Financial Capital: A Theoretical Tool for Analyz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the Past Century Song Chaolong ( 72)……………………………………………………………………………………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lead to the systemic crisis in economy，society，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estern society such as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resul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oliberalism into populism. Neoliberalism derives a normative system of freedom in the form of personality rights，

proprietary rights，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and civil rights etc. ，from abstract human nature，which is a formal condit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ever，neoliberalism cannot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self-neg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capital crisis，or the inevitability of replacement of itself by neo-populism. Capital provides a

solid log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apital. For Hilferding，any policy of modern society could 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apital. Lenin also analyzed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imperialist era based on financial

capital. Therefore，we should use Marxist theory on financial capital as a theoretical tool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Exploration of Ｒealizing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Two Leaps”—Investigation on Yantai City's

Promotion of“Cooperatives Led by Party Branches” Jiang Yu and Qi Guifeng ( 78)………………………………

［责任编辑: 凯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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