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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坚定自信，消除历史虚无
主义的影响

20世纪 90年代初，以“告别革命”论的提出为

标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再度沉渣泛起。

这股思潮以“重评”、“反思”和“还原”历史的面貌

出现，有时甚至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和“理论创

新”的旗号，片面引用剪裁史料，随意歪曲历史，精

心设置一个个“历史陷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

惑性和渗透性。当前，只有尊重历史、坚定自信，

才能有效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与严重

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否定“老祖宗”到否定中

国历史和现实，从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到否定重要

历史人物，把中华民族史、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文学等领域

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立党立国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问题，在社会上

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

否定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无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抹

杀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的现代意义，将中华民族丑化为“愚昧”、“丑陋”，

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

化身。鼓吹只有引入西方文化，中国才能实现“现

代化”和“全球化”。

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宣扬“告别革命”论，全面抹杀中国近现代

革命史，抹杀中华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否定中国

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贬损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

命的运动。例如，指责太平天国革命“绝无进步的

历史意义可言”、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

于建设”，大肆散布“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

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等错误论调。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成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对“文革”等一些曲

折错误的不满和诅咒，转化为对新中国的攻击和

谩骂，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道

路，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只起破坏作用”，指责中国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路”。

否定重要历史人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评

判历史人物时颠倒是非，对历史中一些反面人物

进行所谓“翻案”，甚至对一些阻碍历史前进者大

加颂扬，譬如将慈禧视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把

李鸿章说成“争取国家利益”者，将袁世凯赞为“有

能力的人”，甚至把蒋介石誉为“中国的救星”。而

对于真正的历史伟人和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则

肆意贬损否定，特别是极力抹黑毛泽东，否定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指导作用等。

2、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历

史的“虚无”并不是全面的或随意的，而是经过精

心选择的“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

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进步人物

的重要贡献。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曲折和失误，他们非但毫不虚无而且还片面

夸大；对于一些开历史的倒车者，他们非但不加否

定而且还一味美化。这种对历史“有所虚无、有所

不虚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解中华民族的民

族精神，消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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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是为了通过

否定历史、丑化历史，进而达到否定现实、否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目的。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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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中国只是一种非主

流思潮，但如果任由这一思潮继续存在和不断蔓延，

势必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危及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

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实现。在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尤为深刻。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扮演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这股思潮从批判斯大林入手，进而攻

击诽谤列宁和斯大林开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

路，诬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

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全面否

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最终导致全民族的精神

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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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这段精

辟分析和肺腑话语，充分道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巨大危害，也道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尊重历史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

前提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

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

国家和民族，如果历史被抹杀、割裂，势必会失去存

在的根基并最终走入歧途。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千

方百计“虚无”历史，就是为了抽离一个国家和民族

存在的历史根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历史

不能任意选择，更不容肆意虚无。一个民族的成功，

建立在尊重其历史遗产的基础之上。

1、尊重历史就是要正确认识历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盛衰兴

亡的真实记录，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

库。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

验，也有“衰乱之年”留下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及

治”积累的经验智慧。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反面

的警示，都可以作为教科书，教我们“知规律”、“明是

非”。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形象地比喻

为“教科书”和“必修课”，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

修课”。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首先系统学习中华

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正确认识近现代以来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

学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助于增强民

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素质和国家治理能力。中华民

族在 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经历过无数来自

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威胁，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历史经验，积淀着中华民族高尚的精神追

求和不懈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

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遗产，并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都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的“资治通鉴”。学习和了解这些思想智慧

和历史经验，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的态度，对其中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汲取与借

鉴，对于提升民族素质、改进工作方法、增强治理能

力极有益处。

掌握世界社会主义和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有

助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自 1516 年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

会主义近 500年的历史，生动再现了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

程，记录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 1840 年鸦

片战争爆发后近代中国 170多年的历史，全面记录

了中华民族如何在遭受严重苦难、付出巨大牺牲之

后，经过反复比较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道路，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彰显了中华民族为实现独立、解放和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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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

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人民意愿，适应了时代要求。

了解和掌握这些历史，有利于深化对“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一论断的理解。

洞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有助于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从

1921年 7月诞生至今的 93年间，紧紧依靠和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

就；实行了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尤其是改革开放 36年来，尽管面临着国际国内

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展起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发展速度

最快、实力提升最多的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

均GDP由 230美元升至近 6000美元，中国的国际地

位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起来，就连美国《新闻周

刊》也对我国改革开放给予了高度评价：“不管以什

么为标准，中国的成就都是非凡的。它工业化的速

度是西方的3倍。欧洲用100年实现的成就，中国只

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

考察时曾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

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93年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对于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尊重历史就是要科学对待历史

能否正确对待历史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

兴衰和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

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

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

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

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尤其是在当前，面对思想理

论界的噪音杂音、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沉渣泛

起，只有大力弘扬唯物史观，切实做到尊重历史，才

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才能有效揭

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谎言和迷雾，才能真正维护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

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对待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但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创造的，而是在直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的。尊重客观历史，尊重人类伟大实践活动所创造

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全部真实情形出发去诠释历

史，是唯物史观对待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为此，我们

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来看待历史，用宽广的胸怀、博大的胸襟来认识本

民族的历史。绝不能想当然地割裂历史、否定历史，

更不能虚构历史、歪曲历史。

以辩证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经历的失误和曲

折。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

会出现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失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在没有成

功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下，难免会遭遇一些困境苦

难、发生一些错误曲折。对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曲折，应着重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

生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重犯的办

法、措施和制度。不能因个别历史现象而否定整个

历史活动，也不能因历史的阶段错误而否定历史运

动的全部过程。譬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

索，必须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进行评价和分析，不

能用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对待错误

必须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

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

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

件。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评判，应该放在特

定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

的全面认识中去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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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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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物的评价如此，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亦然。任何

时候都要维护历史本来的面目，抓住历史的主流主

线，从历史发展的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

三、自信是动力，坚定自信是破除历史虚

无主义的根本途径

自信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

大精神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继续前行的重要保

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是建立在其实力及其

历史上取得的成功基础之上的。从这种意义上可以

说，历史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

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

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

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正是

因为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走向，

历史虚无主义才竭尽其虚无历史之能事，试图通过

对历史的虚无，达到其动摇国家和民族自信的目

的。因此，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坚定自信，才

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坚定自信，就是要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

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信不移。

坚定道路自信。道路决定命运，无论搞革命、搞

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

来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

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

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中国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了这

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正确道路，是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鞋

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正不正确，本国

人民最清楚。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一些问

题，就误认为应当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也不能

借口改革开放中一些政策措施的不到位，就别有用

心地主张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我们要始终保

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坚定理论自信。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正确

与否直接关乎党的性质和国家的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形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

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

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不丢老祖宗，

又讲出了新话，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既要坚

决反对那些鼓吹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宣扬主

导思想多元化的错误主张，防止盲目迷信西方、一味

宣扬“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否则党和国家就会走

上邪路；又要警惕那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

发，一味固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思想，否则党和国家

便会失去活力。因为两者都是理论不自信的表现，

都会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

坚定制度自信。制度问题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的

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建立在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

握基础上，具有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还不完善，仍需根据经济社会领域的新情况

新变化，不断变革创新、改进完善。但这种改进绝不

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其他制度，而是有原则和底线

的。我们必须明确，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须臾不可

背离或偏离，具体制度特别是各种体制机制，需要及

时加以创新发展。离开改革和创新，制度自信不可

能彻底和久远。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因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

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在中国近现代

历史上，制度自信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进程，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开启、发展和进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就必须不断增强制度自觉和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责任编辑：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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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推荐

《思想建党原则与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作者：朱继东

古田会议提出和正式确立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对于在新时期应对意识

形态斗争的复杂局面、搞好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

义。认真总结和分析思想建党原则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经过了怎样的发展、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直面和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普世价值”论、

“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的挑战，也对搞好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意义重大。

《尊重历史、坚定自信，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作者：吕薇洲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历史被抹杀、割裂，势必会失去存在的根基并最终走入

歧途。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千方百计“虚无”历史，就是为了抽离一个国家和民族

存在的历史根基。如果任由这一思潮继续存在和不断蔓延，势必会消解主流意识

形态、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危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

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治理能力与未来挑战》作者：宋鲁郑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强大治理能力，既有历史因素、历史基因，也有与时俱进的积

极演变。正是由于历史传承与现实的革新，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这一人类复杂多变

的新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成功地带领中国再度崛起。当然，崛起后的中国，面临

的挑战依然巨大，甚至由于中国在世界全新的地位，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艰巨。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夏杏珍

把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运动，放在新中国成立的大历史背景

下来认识和分析，就能看到其价值和历史必然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3 年内，根据

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教育的

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实际的，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

分子的认可。运动中存在的失误和偏差，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是实际工

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

体评价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