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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

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的批判
许宇翔

摘 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中国迈入“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面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发

的新境遇、面对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新武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对各种社会思潮，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

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本文从理论基础入手，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存在论、方法论、价值论、认

识论与历史观的系统批判，廓清这一思潮的“庐山真面目”，有利于做到理论上的彻底，增强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

洞察力与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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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以“还原真

相”“重评历史”为名，行“否定历史”“虚无历史”之实的思潮，这一

思潮发源于史学领域，迅速蔓延到教育、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了

极其恶劣的影响。其最致命的后果就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

流价值观与历史观，别有用心地以碎片化、片面化的所谓真实史

料，误导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就、否定为中国革

命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人物与领袖人物，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合理性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同时又为早有定论的汉奸、

卖国贼翻案，为袁世凯、陈公博、周佛海等反面人物歌功颂德，其

最终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面对这一股用

心险恶的错误思潮，我国主流舆论阵地还没有做出有力的批判与

反击，从而导致其恶劣影响在互联网、媒体、高校继续蔓延。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存在论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指向的“存在”主要包括“历史存在”与

“现实存在”，其常见手法就是以“言说历史”来否定现实。因此，

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首先必须对其所言说的“历

史存在”进行批判，这一思潮以碎片历史否定整体历史，以个体记

忆取代整体记忆，又用这种虚无的历史存在来影射现实的政党存

在、制度存在、道路存在和文化存在。以历史虚无主义对雷锋及

雷锋精神抹黑为例。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的“还原历史”歪曲雷

锋事迹，以无中生有的方式抹黑雷锋形象，用以偏概全的方式颠

倒雷锋形象，从而想达到以诋毁雷锋来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

历史，颠覆主流价值观，宣扬唯心史观。雷锋同志不仅仅是中国

共产党代表人物，更代表的是中国众多的普通人民。抛开当时特

定的历史大环境，断章取义的评价雷锋形象的形成是片面的也是

不可取的。我们应时刻把握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才能正确

的认识历史，才能正确的评价历史。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进行存在论批判是批判这一思潮的实证基础。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方法论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能够大行其道,自然具有其具有欺骗性的

方法论基础,主要体现为以唯心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以实用主义

的方法来解构历史,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阐释历史,以否定主义的

方法来摸黑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提出世界上的所有事

物是相互联系的，单独存在而不联系其他事物是不切实际的，因

此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当时刻把握住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性，

以联系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把握因果联系的普遍存在和客观存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从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随意割裂历

史、曲解历史，以历史的碎片化、歪曲化为其目的，实质是偏离实

事求是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因此，为了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陷阱，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看待历史，要坚持

实事求，坚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坚持全面、整体地看待历史，坚

持辩证地看待历史，还要坚持现象与本质相结合的方法看待历

史。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价值论批判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繁荣自

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

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等一件件促使中

华伟大复兴的大事件的完成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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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试图忽略历史真相，忽略共产党的

丰功伟绩。他们抓住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新中国时所经历的

一些挫折和失误大做文章，历史虚无主义全然不顾历史的局限

性，把探索时的失误无限放大，把成功后的成果无限忽略，以过程

中的失误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断章取义，用部分的弯路来

否定整体的成就。

然而，任何完善的体制都是要经过无数的实践，在不断的自

我反省纠错中逐步产生的，不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

失误从而全面否定这个制度和政党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

指南。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代

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还原历史”“追

寻真相”的名义下，对祖国历史和民族文化一味否定和蔑视，其最

终的目的不是要真正探寻历史的真实，而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抹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

毛泽东思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这一价值取向应当予以旗

帜鲜明地加以批判。

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论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路线，在历史与现实、认识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真理与谬误等

重大认识论问题上具有诸多理论陷阱与认识误区。人们认识世

界归根结底是通过实践来进行的，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

有提出，人们想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必须要通过一次次的实

践，而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复杂性，这些实践过程难以避免的会

出现一些差错，所以需要反复的多次的实践才有可能能够正确的

把握事物规律，正确认识事物，从而更好的改造世界。改革开放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

要举措，成效也有目共睹，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刻意的制造两个对

立面，否认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的实践与探索，

全然无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国社会的各方面进步，他们提出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专制制度，而改革开放后我国是民主主义制

度，以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采取的必然

性，否定计划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认为中国走

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改造搞错了搞早了。历史虚

无主义这种随意剪切、嫁接、否定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有浓重的主

观色彩，忽略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联系性，从而也就失去了评

价历史的客观性。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

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

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

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决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所设置

的认识误区，坚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才能更全面客观正确的是认识世界。

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观批判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系列论述中明确指出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

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

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科学

的历史观是透过史料的真实通往历史的真实所不可缺少的武器。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即使拥有真实的史料，也无法掌握历史的真

实。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主义历史观来解读历史，以人的能动选

择性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拘泥于历史细节的把玩,拒斥宏

大叙事, 因而丧失了历史的方位感。正是这种歪曲的历史观，使

之在对待重大的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文本的问题

上误入歧途。已故的龚书铎先生对此评价道：“历史虚无主义并

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历史虚无主

义虚无的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

统治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

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任由这种扭曲历史和抹黑历史人物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将会使他们达到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的指导地位，冲击我国的指导思想、摇摆人民理想信念、消解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扭曲大众价值观念、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

目的。

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对各种社会思潮，要“注意区分

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

制各种错误观点”。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托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充分认识新时代社会思潮的类

型、语境、内涵、特点，尤其要充分识别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

并建立起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体系，确保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保障。

要充分的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提出

的种种错误问题进行批判和抵制，坚定不移的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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