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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英模人物的诋毁与抹黑，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种重

要的伎俩和手段。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和抹黑雷锋及雷锋精神的表现是：以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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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雷锋形象。

其根本目的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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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

案历史”宣扬唯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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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理论上否定

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在实践上诋毁和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近现代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在具体做法上，诋毁与抹黑中国近现

代历史上的英模人物，借助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歪曲评价和刻意曲解，宣传错误的

历史观。英雄模范人物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示范和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个国家

的民众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开创未来。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 尊重历史、崇

敬英模，一个国家才能够具有前行的力量，才能不忘本来、开创未来。因此，分析历史

虚无主义对英模人物的诋毁问题，揭露其政治目的、批判其荒谬之处，以正视听，是思

想教育领域不容忽视和势在必行的问题。本文结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雷锋及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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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的有关错误观点开展批判，以此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本质和危害。

一、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和抹黑雷锋及雷锋精神的表现

（一）以所谓“还原历史”歪曲雷锋事迹

通过所谓“揭秘历史”“还原历史”来歪曲英模形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常用手法。

特别是在当代媒体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借助电视、网络等手段传播错误思想和信息，其

影响不可忽视。他们常用的手法是通过所谓发掘“细节”，过度放大个人生活中的个别

“细节”来达到颠覆整体的目的。例如，有一个电视栏目的主持人以所谓揭秘历史来“分

析”雷锋成长的轨迹，得出以下结论：雷锋做好事的动机是“爱显摆”；雷锋是自我表

现欲很强的人，进而得出 “把雷锋弄成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是完全不实事求是”的

结论。这种“揭秘”的目的是通过颠覆对雷锋光辉形象的认识，进而认为雷锋形象的构

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是“出于一厢情愿的美化”，甚至是“出于某种无耻

动机的炒作”。这种枉顾雷锋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雷锋本身真实事迹的臆断和诋毁，是

典型的通过所谓“还原历史”和“揭秘历史”的方式来诋毁英模、消解崇高的表现。“还

原历史”不能背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基础和价值取向，雷锋所产生的历史事实基础是中国

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阶段筚路蓝缕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和艰辛

建设的历史过程，雷锋这一历史形象不仅仅是代表当时个体青年人在社会大潮流背景下

的价值取向，更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

（二）以无中生有的方式抹黑雷锋形象

与过度“放大细节”、曲解人物整体形象相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另一个重要表

现就是通过编造历史，误导社会舆论，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例如，有人在网上肆意抹

黑雷锋形象，诋毁雷锋精神：“每个历史时期，雷锋的事迹都有明显不同的使命印记，文

革前雷锋是忆苦思甜艰苦朴素学毛著的典型；文革中雷锋就变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

无情的阶级斗争典型，改革开放了，雷锋又成为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好人典型，就

差没说他如何先富起来了。……只要留心就会发现：雷锋这个形象在不断根据政治需要

而产生微妙变化，而这些变化全靠谎言编织而成。”[2] 这种观点否定了雷锋及雷锋精神

是作为与新中国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代人筚路蓝缕奋斗历程相联系、相符合

的时代背景。更有甚者，为了扩大网上知名度和牟取不当利益，肆意编造谎言抹黑雷锋。

前几年网名为“秦火火”“立二拆四”的网上大 V，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精心策划

和编造网络争议话题，甚至不惜蓄意制造传播所谓“雷锋奢侈生活”等谣言，以此哗众

取宠。此外，还有编造“雷锋日记造假”“雷锋是官二代、富二代”等令人瞠目结舌的

拙劣谣言，以达到抹黑和丑化雷锋形象的目的。这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错误社会思潮和

言论的问题，而是属于造谣诽谤。这种无中生有、哗众取宠，在网络上带来的不良影响

十分值得警惕。

（三）用以偏概全的方式颠覆雷锋形象

例如，网上一篇名为“终于把真实的雷锋还给雷锋了”的文章，文中以“他英俊潇洒，很

爱美，他有手表、皮夹克、料子裤和皮鞋，还是一个很爱照相的人；他也有过缺点和过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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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还喜欢向别人炫耀一下他的军功章”这样的语句来描述雷锋 ；以所谓对雷锋“全面

认识”的态度，得出“雷锋产生在一个政治需要的年代，‘高、大、全’是那个年代里每一个英

雄人物的必备要素”的结论；进而把历史上对雷锋精神的塑造归之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产物，说什

么“人们同时也把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雷锋尘封了，把一个普通的时代青年变成了一个符号。

而成了符号的雷锋，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3] 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

这种歪曲雷锋精神和雷锋精神形成的历史客观性，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诋毁

英模人物的常用手法。

二、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和抹黑雷锋的本质和目的

（一）以诋毁雷锋来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学术思潮而是政治思潮，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它诋毁英雄模范

人物、歪曲英雄历史，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诋毁英雄来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在于将正确的历史认识虚无化后，重建历史认识和价值体系；其

政治目的往往在于通过否定历史、丑化历史人物，进而达到消解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的目的。具体到对雷锋的诋毁和否定上，隐含着更深

的政治意图，那就是借否定雷锋来否定雷锋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建

设的艰辛探索时期。这一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曲折、历

尽艰辛，但在社会发展中依然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建成了体系完善的工业体系、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国防实力大大提升、外交不断取得新突破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

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探索中的失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和条

件的原因，同时总结这些失误的教训也给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成功开辟离不开这一时期筚路蓝缕的探索。而这一时期形成的以雷锋精神、焦裕

禄精神、孟泰精神、铁人精神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精神风貌，是那一个时代精神的浓缩，更

是为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挑战、不断战胜困难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些精神与改革开放的时

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都体现出锐意进取、不畏艰险、甘于奉献的精

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两个时期在本质上的关联性，通

过否定雷锋和雷锋精神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割裂历史发展客观联系的表现。

而其根本目的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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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抹黑雷锋来颠覆主流价值观

雷锋植根于人民，雷锋精神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因素，更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因素。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诋毁雷锋，否定雷锋精神，不仅仅是否定了雷锋本人，更是否定了雷

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颠覆了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助人为乐、奋发向上的价

值理念。历史虚无主义将雷锋的优秀品质歪曲为“个人显摆”，将当时对雷锋事迹的宣

传抹黑为“夸张宣传”，将雷锋精神的产生归之为“造神运动”的产物，其根本用意在

于颠覆以雷锋和雷锋精神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2014 年 3 月习总书记在人大会议解放军

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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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精神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其产生有其特定历史环境，它代表了那个激情燃烧的火

红岁月人们的集体主义和敢于战胜困难的大无畏精神。但同时雷锋精神又超越了那个时

代，不仅仅只属于那个时代，因为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精神。雷锋精神

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应该保持其实质与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内容和形式体现时

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具有实效性。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经历快速

发展，社会环境与雷锋生活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雷锋精神所体现的价值观并没有

发生质的变化，只是结合新时代特点不断与时俱进而已。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更应看

到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家国意识是相统一的；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

奉献精神与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是相统一；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

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追求。

（三）以“历史翻案”宣扬唯心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雷锋的阶级立场，否定雷锋的革命精神，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的典型体现。阶级分析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

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雷锋出身于贫苦农民阶层，新中国成立

后当过工人，后又成为军人，先进阶级的属性是其先进事迹的基础，而他则是先进阶级

的杰出代表。道德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与所处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

关系，雷锋精神是无产阶级特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雷锋、否定雷锋精神的要害之一

就是否定雷锋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在新进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尖锐指出：“国

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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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

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否定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等基本历史内容和价值判断面目出现的

错误思潮，以诋毁英模人物作为其重要表现形式的现象，要给予足够的警觉。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捍卫雷锋形象

（一）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

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亿万普通中国民众中的一员。评价雷锋英模形象

的历史形成过程，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境遇，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所在。雷锋的主要事迹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当

时中国面临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 既包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专

家、西方对华全面封锁等，也有我们自身在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而

战胜这些困难和挑战，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百折不

挠的意志，雷锋精神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代表和体现。

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雷锋精神的继承、发展

和创新，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探索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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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新时代背景下完成党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和设计的宏伟蓝图，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作用。

（二）正确认识历史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

的清醒剂。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雷锋的诋毁，发掘雷锋光辉事迹和雷锋精神形

成、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发挥历史的教育功能、借鉴功能、资政功能。而这些功能一经

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建设性力量，就会抓住事物的根本，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把历史认识功能与当代社会发展

现实有效结合起来，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历史借鉴功能、启示

功能、引导功能有效运用到以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和精神引领社会价值观建设上来。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态度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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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事迹的出现和雷锋精神的形成，是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环境决定的。雷锋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在于他

从少年到青年经历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亲身感受了新旧社

会的冰火两重天。年幼时的雷锋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深受多重

压迫，他的亲人在受压迫和贫困交加中先后去世，雷锋成为孤儿；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

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雷锋的命运。因此，感党恩，感社会主义恩，报新中国

恩，报新社会恩，是那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动机。如果离开了对这样的历史环境的深

刻把握，把雷锋的先进事迹简单地归结为“个人显摆和出风头”，则明显是罔顾客观历

史，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原则。

由此可见，对英雄模范人物的正确评价，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评价，更是对一个时代

的客观评价；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诋毁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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