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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伺机冒头。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社会

政治思潮，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

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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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

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措施得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三。

其一，削弱动摇团结奋斗的道路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其题中之义，是历史之现实与逻辑之必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竭力贬损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革命，诋毁和嘲弄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向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实践。他们对革命的破坏性方

面进行无限放大、大肆讨伐，使之妖魔化，鼓吹“革命破坏论”“革命无用论”，编造出“要告别革命，

告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倒退”等谬论邪说，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实，妄图颠

倒是非、混淆视听，解构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必然性，最终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以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

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放任历史虚

无主义泛滥蔓延，思想和价值观完全被搞乱，我们国家的政治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其二，冲击瓦解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历史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历史的解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迁。但是，任何情绪化、片面化的“任性”解读则无益于历史真相的澄明。历史虚无主义罔顾一些早有

公论的既定史实，打着“还原真相”“反思历史”等旗号，别有用心地歪曲、抹黑、戏谑近现代中国的党

史、国史、革命史和军史，对历史细节和事实粗暴地裁剪、解构和拼贴，有选择性地虚无历史进程中的某

些史实，企图使历史的真相变为一团混乱。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热衷于“反思”或“还原”历史的背后，

隐藏着一条逻辑主线，就是要抹杀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贡献，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基石。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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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历史虚无主义野心之大、危害

之深，它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力图分化西化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固本培元产生了巨大冲

击。

其三，颠覆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之物，文化自信的充实和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离不开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革命领袖是标注历史的最好精神坐标，



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郁达夫曾

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历史虚无主义者恰如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对待英雄人

物毫无温情和敬意。他们从抽象人性论出发，不讲社会性和阶级性，脱离于历史的时空场景，对历史人物

特别是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用调侃、讥笑、挪揄的语言加以矮化、丑化、妖魔化。另一方面，

他们又毫不忌讳地为历史反面人物露骨翻案、歌功颂德、评功摆好。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这

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用所谓“人性化”的观点来重新解读是非黑白、善恶忠奸，企图诋毁国人

心中引以为傲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从文化源头上动摇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理论根基，瓦解中华民族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根源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然，这

种意识并非只是单向的被决定者，它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特殊的能动性与相对的独立性。任何思想文化的

诞生都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历史虚无主义亦是如此。其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存在着复杂的

国际国内背景和多种思想史根源。

从思想根源来讲，其主要哲学倾向是历史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和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历史虚无主义对史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置若罔闻、视

而不见，要么把某些史料“脱域”于与之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任意“穿越”于历史时空做出主观随意的

诠释，从而扭曲或编造所谓的“历史事实”；要么只相信狭隘的局部的“细小叙事”，否定“宏大叙事”

得出的总体性结论，从而片面孤立静止地夸大某些“历史事实”而不及其余。在历史观上，历史虚无主义

深受后现代史学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影响，它奉行“怀疑一切”“解构一切”“否定一切”“摧毁一切”

等，过分夸大历史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源流关系，以个别的现象遮蔽深层的本质，无限放

大对中国阶段性“失误”的解读而否定总体成绩，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

类历史不是作为已经发生的、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们在连续不

断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也是有规律的，而规律又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

进而人类可以在正确历史认识的指引下，厚植当下并开辟未来。所以，只有坚持好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把

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而清醒地开辟历史发展的新境界。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讲，其具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意识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或

莫名湮灭，它只是社会存在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映，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颠倒的

现实世界，使得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得以产生。同样道理，历史虚无主义作为“颠倒的意识”，既与经济

全球化及其“资本推手”，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化新动向相关联，又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还

未完全化解的深层次矛盾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蔓延泛滥

的“病根”所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唯物史观并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理解实践，而是始终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要消灭意识的一切形式和

产物，也绝不是仅通过“精神的批判”就可完成，“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

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同样，要彻底消灭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批判和回击，

还要消除掉历史虚无主义得以滋生的现实根源，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不断实现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巨大的发展成就使历史虚无主义不攻自破、灰飞烟灭。

找准拒斥历史虚无主义之策



历史雄辩地证明，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

则，认清其实质，多措并举找准拒斥历史虚无主义之策。

第一，要夯实“四个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历史虚无主义从多个方面否定中国

现当代历史，其主攻方向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进行质疑和否定。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

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提出，从道路、理论、制度和更深厚的文化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有力反

击，为我们拒斥和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抓手和关键利器。要切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实质和现实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历史思维来认识和研究历史，以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构建科学的史学理论、推进史学研究。要牢牢坚定“四个自信”，以唯物史观和辩证

法来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增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勇气

和实践底气，自觉树立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练好意识上的“金钟罩”，

把稳思想上的“定风珠”。

第二，要提高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和批判力。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不断翻新花样、变换形式，

以柔性方式巧妙地渗透和传播。如披着“学术研究和反思”的外衣去大肆散布种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想方

设法地利用个别学术刊物、研讨会和学术著作等平台，抑或通过反映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凭借微信、

微博等互联网载体，来灌输其价值观和思想观点。而这些“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难以被普通民

众察觉和鉴别，甚至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学术研究者，稍有不慎也会不加区分简单接受。因此，一方面要积

极开展党史、国史、革命史和军史的研究与教育工作。科学地研究和宣传党史、国史、革命史和军史，整

体推进其时代创新，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法将其传播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大组织学术界、

思想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现象的收集、分析、研判，主动出击、精准应对，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新观点和

出现的新形态要有针对性地展开批判和驳斥。同时，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教育，使广

大党员和群众牢牢掌握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和免疫

力。

第三，要斩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路径，占领思想阵地。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提供了

极大便利，同时也给历史虚无主义等异质思潮的泛滥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多数

言论都是在互联网上散布和传播开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去占领，

人家就会去占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要加大力量投入，占领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网络阵地，斩断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泛滥的主要路径，构建起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

“防火墙”。为此，首先需要理念重构，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其次需要媒体融

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和传播载体，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领导权。再次需要制度建设，要抓紧制定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划，

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以立法和法律手段为网络发展保驾护航。

第四，要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发声的重要时间节点，建好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预警系统。近年来，历史

虚无主义的传播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出时机上的“顺势而为”，时常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集

中探讨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妄图制造声势。如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历史虚无主

义正好利用这个节点进行造势，提出“改革开放过头论”和“改革开放不足论”等观点，本质上都是要质

疑和否定改革开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能会沉渣泛起，或者花样翻新，出现

各种新的变种。因此，必须充分研判、提前预测和预防重要节点的意识形态风险，提前站位思考可能出现

何种意识形态舆情和意识形态事件，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同时，要培育和打造政治过硬、作风优



良、党和人民放心的网络信息“把关人”队伍，有力抵御防范错误思潮的传播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