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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朱  继  东    

摘 要：本质上是唯心史观、政治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彻底否

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问题或文化问题，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

目的，就是要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党史学习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从学术上、政治上看清其本质，更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不是学术争论，而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阶级斗争，

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且要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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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全面正确把握党的百年历史，真正树立正确党史观。

而本质上是唯心史观、政治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其根本否

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彻底否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目的，就是要煽动推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

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

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P2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问题意识，结合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真正认清其本质和危害，并进一

步从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重视与其进行坚决、有力地斗争。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做好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率，在立破并举中树立正确党史观、历史观，真正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一、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史观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直长期坚持、认真遵循的重要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内

涵作出了精彩的科学阐释，并推动其成为所有学术研究、理论研究都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而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抛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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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彻底否定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虚无主义是一种怀疑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思潮，被认为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信仰迷失、精

神危机的反映。其不仅以主观、随意的方式怀疑、扭曲客观历史，而且公然否定历史的必然性、

连续性、客观性，扭曲、反对、诋毁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甚至用编织情

节、想象故事、修辞描述等方式来讲述、研究历史……越来越凸显出其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

唯心史观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 增强

推进和平演变的力度、强度，推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肆传播

并几度泛滥。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再加上我们党内一些腐败变质分子的配合，多次出现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些在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运动中曾遭受过

冲击或利益遭到损害的人或者家族，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丢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放弃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和立场，打着“消除个人崇拜”“还原历史真相”等旗号，披着学术研究

的外衣，站在个人或家族利益的立场上，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故意夸大失误挫折，刻意裁剪历史

片段，随意编造历史谎言，搞出了一系列所谓“研究成果”“重要揭秘”“重大发现”等来攻击、抹

黑甚至公然否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本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的一些地方、部门、单位

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轻视、排斥甚至妖魔化意识形态斗争，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

误思潮不仅批判不力，而且有时候态度模糊、暧昧甚至故意放任、纵容，更有个别党员干部与历

史虚无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造成了恶劣影响。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

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

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

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

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1]（P24）这是警示全党要

深刻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方面的巨大危害，从而彻底看清楚其唯心史观的本质，任何时

候都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并采取有力举措清除其错误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学习、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反击历史虚无

主义言行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2013 年 12 月 3 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

体学习会议上，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

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

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

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要求全党任何时候都要努力

学好、坚持好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启示我们，要真正从本质上看清楚历史虚无

主义的真面目，一定要科学掌握、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定要学习好、坚持好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清楚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注意将党的百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看待，深刻认识到正是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接力奋斗才有今天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等伟大成就。决不能为了抬高、美化一个

历史时期而贬低、否定别的历史时期，不能为了抬高、美化一个历史人物而贬低、否定其他历史

人物，任何时候都要客观、正确、公正地评价党的历史上的主要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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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危害巨大的政治思潮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

的，是帝国主义渗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这样的典型。正

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

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3]（P113）“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

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 所以，虽然一直披着科学外衣、打着学术旗

号，但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学术研究，其本质上是一种危害巨大的政治思

潮，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深刻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

害。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的重要体现，而苏共的赫鲁晓夫、戈尔巴

乔夫等主要领导人则扮演了重要推手的角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时所作的“秘密

报告”拉开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大幕，这份多处故意造假、恶意捏造事

实的“秘密报告”开了攻击、抹黑、诋毁甚至公然否定斯大林的恶劣先例，不仅导致不少人对苏

共、社会主义产生怀疑，而且引发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思潮。斯大林的画像在一些重要

场所、公开场合被损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等政治活动不仅开始在一些高校、科研院

所出现，而且开始向社会上蔓延，甚至有人在游行活动中公然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苏维

埃”等令人震惊的口号。这些问题极大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从根本上破坏了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

1985 年 3 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推向了一次次高潮。

他在当选后不久就再度掀起“重评斯大林”运动，不仅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经济

基础等多方面全面否定斯大林，而且将否定的对象从斯大林个人扩展到苏共全党，从斯大林时

期扩展到整个苏共历史、苏联历史，从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扩展到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

度……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联泛滥，矛头直接指向苏共本身和苏联社会主义制

度。再加上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推波助澜，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连，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的

危害越来越大。从全面否定斯大林演进到全面否定列宁以及苏共的其他领导人，并进一步全面

否定十月革命乃至整个苏共、苏联的历史，甚至演进到全面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苏共领导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最终导致苏共、苏联的亡

党亡国，而且导致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一个长时期的低谷。

习近平同志早就深刻认识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的巨大危害，特

别警示全党一定要清醒看到：“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

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

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3]（P113）

并进一步剖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

的口号下……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

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 90 多

年历史、连续执政 70 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5]（P23）读史明智，习近平同志一

次次一针见血地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要我们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上就是一种政治思潮，更是警醒大家要警钟长鸣，真正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中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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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教训，真正确保党在国内外众多风险挑战的冲击下真正做到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进入中国以后，就开始打着“价值中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学

术反思”“挖掘真相”“还原历史”“重新评价”等颇具迷惑性、欺骗性的旗号来否定历史、制造

意识形态混乱，在党内外都造成了巨大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分子在中国不仅攻击

革命就是“破坏”“倒退”，鼓吹中国应该早日“告别革命”、彻底“否定革命”，并采取歪曲、诋毁、

造谣等手段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然否定我们党的领袖和革命英烈，并进一步攻

击、抹黑、诋毁中华民族的英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同时大肆美化、吹捧蒋介石、国

民党，一次次暴露出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思潮，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的甚至编造历史

谎言、制造历史谣言，故意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来攻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甚至

故意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对立，目的是否定整个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中国

革命的历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

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3]（P113－114）这警示大家，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是一种政治思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一定要站在政治高度来彻底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和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刻意、故意否定一些事物，往往包含着对另一些事物的刻意、故意肯定。历史和现实一再

证明，历史虚无主义分子并不是虚无所有历史，而是只虚无他们想要虚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就曾经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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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虚无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

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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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分子的

真面目，而且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其所谓“科学”“客观”“公正”的外衣，让人们看清了其完全是

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虚无历史，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种事实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之所以否定历史，其真正目的是否定现实。作为一种政

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与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等错误思潮密切相连、深度相通，深

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垂青。历史虚无主义分子虽然一直攻击、否定阶级观点、阶级斗争、阶级

分析方法，但其一直有着明确的阶级属性、阶级立场，长期坚持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

义就是其重要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肆宣扬、积极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最主要工具和最主要手段之

一。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不仅把“必须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7] 作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做到的“九个必须”之一加以特

别强调，并且，他还特别告诫全党要看清：“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

余地，必须取得全胜。”[8]（P23）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不是学术

争论，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且要取得彻底胜利。

改革开放之初，历史虚无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并蔓延、泛滥，党内外一些人和势力联手制造并

推动传播的“非毛化”“去毛化”思潮就是最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

乱和社会危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同志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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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全党：“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

史。”[9]（P298）而且进一步强调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

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9]（P299）“写过头，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9]（P301－302）并

且，他还特别提醒：“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10]（P725）这些论述对遏制

“非毛化”“去毛化”思潮的蔓延、泛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经

常重温和时刻牢记的。1989 年 12 月，江泽民同志不仅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等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进一步强

调：“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绝不能忽视提高自己抵制剥削阶级思

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11]（P95）在第一次明确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概念的同

时，也引导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的巨大危害

和与其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并且这种斗争在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

要体现。从此，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并且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最

主要表现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言行的斗争是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此决不能麻痹大意，而且必须牢记党的初心

使命、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政治能力建设，努力取得彻底胜利。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分析阶级社会重大问题的重要金钥匙，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

是我们剖析历史虚无主义言行、同历史虚无主义言行进行斗争的重要法宝。2014 年 2 月 17 日，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

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这就是告诫全党，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也

决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也决不能忘记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

级分析的方法，任何时候都应该站稳阶级立场、注重进行阶级分析。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历史

虚无主义言行就是境内外反动势力对我们发动的政治进攻，主战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其目

的就是要通过否定历史来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彻底推翻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误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亡国灭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看到了“非毛化”“去毛化”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巨大危害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习近平同志不仅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2]（P9）而且进一步提醒全党：“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

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

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

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

绩来。”[3]（P693）在告诫全党清醒看到“非毛化”“去毛化”思潮巨大危害的同时，一定要始终坚

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时期、历史事

件，决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继续泛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是进

一步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

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

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主要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

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1]（P24－25）这些论述就是要求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知行合一，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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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要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进一步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努力深

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科学认识，进一步深入、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扬革

命精神，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有力揭批

一切历史虚无主义言行，深入剖析、科学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

解，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历史观，引导更多人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乃至

站在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高度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在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中真正取得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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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ust Take a Firm Position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in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CPC

ZHU Jidong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idealism and a trend of political thought，historical nihilism 
fundamentally negates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move towards socialism. What the trend reflects is neither a historical nor cultural problem，but a 
clear political purpose to negat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China. We must take a firm position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when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CPC，not only discerning its essence academically and politically，but also realizing 
that our struggle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is not an academic debate but a kind of class struggl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eat struggle with many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we must adhere to the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dare to struggle 
and win，and finally achieve a complete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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