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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出场逻辑、
表现形态与现实启示

张慧双
(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是网络技术赋权下的虚无主义新范式。从出场逻辑看，源于

虚无主义的历史动态演进; 从表现形态看，呈现“以偏概全”的碎片化图像叙事、“博人眼球”的娱

乐化图像叙事、“夹带私货”的主观化图像叙事的表现形态。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蔓延，

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增强图像叙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建

构图像叙事的大众文化图本; 以法治化手段为保障，建立健全图像叙事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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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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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和治理

已成为现阶段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尽管历史虚无

主义整体已被遏制，但其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不断

出现新的苗头和动向，在图像叙事的“包装”下呈现

出全新的表现形态，极具隐蔽性、迷惑性、虚假性

和欺骗性。鉴于此，厘清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

出场逻辑，揭示其表现形态，探究祛除其不良影响

的路径，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出场逻辑: 源于

虚无主义的历史动态演进

图像叙事由来已久，因其具备鲜明的时代性、
直观性、通俗性等特点而拥有广泛的受众，历史虚

无主义搭乘图像叙事的“便车”，乔装打扮，改头换

面，以“新面孔”迅速发酵蔓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

叙事生成的根基在于虚无主义，随着时代的转变，

网络技术赋权图像的能力增强，历史虚无主义窥探

到图像叙事隐藏的巨大能量，借此混淆视听、侵蚀

思想。
( 一) 虚无主义: 源起与发展

虚无主义来自拉丁语“nihil”，意思是“什么都

没有”，即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世界没有

存在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过去传统和当下社会秩

序的反叛、否定。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曾席

卷整个欧洲。1799 年，德国哲学家 F. H. 雅可比首

次使用“虚无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批判康德哲学陷

入虚无主义的必然。至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著《父

与子》问世后，虚无主义由此进入欧洲现代话语，

小说里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是一个“否认一切”的虚

无主义者，作品通过两代人的思想观念差异来释义

虚无主义，即唯有感官获得才是真实存在的，其他

皆为虚无，但这并没有太多可循序的学理性说明。
尼采从价值论意义上论述了虚无主义，通过“上帝

死了”的观点对虚无主义作出深刻阐释，“上帝死

了”意味着欧洲中世纪“神本位”的观点被彻底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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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替代上帝的只有虚无，“人们归诸于‘真正的

存在’的特征，是非存在的、虚无的特征”［2］，正

如尼采所 言“一 切 皆 谬 误”。所 以，在 一 般 意 义

上，人们 通 常 引 用 尼 采 关 于 消 极 虚 无 主 义 的 论

述———“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高价

值自行 贬 值”［3］。尼 采 将 虚 无 主 义 作 为“价 值 之

思”，随着至高价值观的自身贬黜，其他任何目标

将不复存在。
在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虽表现出

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但也对其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

和超越。1936 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尼采》
的讲座中就指出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得到了“它自

己的本质”［4］。海德格尔针对尼采“存在的遗忘”，

以“存在之思”统摄形而上的“价值之思”，反映出

二者在不同视域下对虚无主义理解的基本差异。施

特劳斯把虚无主义看作发生在德国的一种特殊文化

现象，提出“只有德国才存在虚无主义”的著名论

断，他认为，德国出现虚无主义是由现代性造成人

的道德、信仰无意义的状态，因而反对虚无主义普

遍化。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将工作的全部目的

归结为“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5］。
西方学者对于虚无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与现代思想对虚无主义的

批判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出独特视阈。一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蕴含的无神论瓦解了传统

虚无主义的神学基础; 二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摆脱上

帝对人的矮化进而确立起人的超越性，实现人的自

我确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虚无主义从抽象的人

出发，加剧人对自身价值的否定，表现为人的异

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商品拜物教的

存在。
通过梳理虚无主义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虚无

主义是在现代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出场的，在资本

逻辑的运作下渗透到不同地区和领域，形成具体的

虚无主义。
( 二) 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

体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根源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它是虚

无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随着资本扩张到历

史领域，虚无主义也蔓延到历史领域，并在历史领

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404。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通常全盘否定一切历史，

否定历史对现在及未来的作用和影响，即历史虚无

主义虚无的是“历史本身”，而非“历史局部”。然

而，我国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摒弃所有的历

史，而是歪曲或丑化某一历史片段，把虚化历史的

矛头集中在攻击执政党的合法地位上，表现为抹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丑化革命英雄

等，进而制造思想混乱，消解国家认同。其次，历

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假借学术争鸣

来解构历史、重塑历史，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极

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喊着“还原

历史”“反思历史”的口号，呼吁研究历史要去意识

形态化，但事实恰好相反，它按照特定的政治诉

求，任意歪曲历史事实，彻底颠覆历史结论，由解

构历史逐步深入到解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颠

覆整个社会文明，凸显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最

后，从虚无主义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演变轨迹来看，

历史虚无主义形成和泛滥的思想源头在于后现代主

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以批判与否定现代性而兴

起，主张将历史碎片化，反对宏大叙事，强烈地渗

透着虚无主义、否定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由此产生

的主要后果就是“话语转向”，认为历史只不过是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通过人的主观意志重新

进行话语和文本建构。这也就解释了改革开放后，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卷土重来的主要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和流行有其深层的

物质生活基础。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不能仅从形而

上的思辨领域展开理论批判，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

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由此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目

前，我国正处于“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之下和中国

式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

观念等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存在很多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这在无形中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

生存和繁衍的空间。
( 三)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 网络技术赋权下

的虚无主义新范式

图像包括静态的图画和动态的视像两部分，静

态的图画主要由插图、漫画、海报等构成，动态的

视像主要由短视频、电视、电影、影像资料等构

成。图像叙事并非当代独有的现象，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就提出“世界图像”( world pic-
ture) 的概念，意为“整个世界被图像所把握”。19
世纪后半期，图像主要借助印刷实现生产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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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 世纪初，图像通过电子媒介进行复制的时

代才全面开启。在图像呈现压倒性优势的今天，海

德格尔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图像无所不在。特别

是当图像在社会思潮传播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时，对

社会思潮叙事新变体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读图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进入了

“图像转向”的时代。“图像转向”的概念由 W. J. T
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首次提出，认为图像的“说

话”功能要优于文本叙述，通过构建特定的图像“说

话”体系，传递图像信息，实现图像叙事。图像叙

事以图像为载体，以讲故事的方式激发受众的感知

力和想象力，使其获得对图像本身的认知以及图像

所要传递的情感、价值和文化。历史虚无主义借助

图像叙事拓展了自身的存在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文

本叙事，图像叙事以感官体验为基础，通过具有象

征性、隐喻性的图像表达，将“不可视”变成“可

视”，并在感性认识和理性审视中实现可视化意识

形态传播。
美国学者安东尼·卡斯卡蒂曾说: “图像不只

是无处不在———存在于任何表面之上或任何媒介之

中，而且占据了一个先于‘事物本身’的位置。”［7］

所以，尽管人们可能不了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

但历史虚无主义的图像却早已进入其头脑。加之网

络技术赋权图像生产、传播和消费，图像在网络场

域快速膨胀，铺天盖地的图像充斥整个网络，历史

虚无主义以此作为自己出场的“保护伞”，在虚拟

化、数字化的网络场域大肆横行。可以说，在网络

技术赋权下，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媒介化生存空

间的可能性迅速提升。“乔装打扮”后历史虚无主义

正在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在网络场域加速繁衍，以感

性直观的图像，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

地位，挤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存空间，传播

错误的价值观念。对此，要透过历史虚无主义图像

叙事的“迷雾”剖析其表征，认识其危害。
二、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表现形态: 基于

读图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存在方式的三维透视

读图是现代社会最直接的视觉感知方式。以图

像叙事为载体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是读图时代社会

思潮流变的结果。历史虚无主义从文本叙事转向图

像叙事，并非偶然，而是受到时代变革的发展和影

响，转入图像叙事领域，与图像叙事发生联系，最

终以可视化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 一) “以偏概全”的碎片化图像叙事

碎片化叙事包括拆解和重组两个重要环节，即

通过将完整的叙事拆解成若干片段性文本，并以某

种方式进行重组，企图在破碎的、零散的叙事碎片

中制造有序的叙事结构，呈现新的叙事样貌。历史

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呈现

样态，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经过“乔装打扮”，披着文

艺外衣，巧妙利用现代人的碎片化阅读习惯，以更

隐蔽、更讨喜、更蛊惑的叙事方式，在图像世界实

现虚无历史之意。列宁指出: “在社会现象领域，

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

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

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

连儿戏也不如。”［8］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便是从历

史中任意捡拾“碎片”，以历史支流否定历史主流，

以历史局部替代历史全局。
一是以历史支流否定历史主流。在历史长河

中，既有主流又有支流。历史主流指的是历史进程

中主导和本质的方面，对历史性质及历史走向起决

定性作用; 历史支流指的是历史进程中非主导和次

要的方面，不影响历史性质及历史走向。历史虚无

主义图像叙事故意放大历史支流产生的负面效应，

以此否定历史主流。如以“新三座大山”( 住房、医

疗、教育) 为内容的图片，被一些别有用心者重新

编码，当作攻击改革开放的靶子。这种以偏概全的

碎片化图像叙事，妄图把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

的某些不足无限扩大，进而抹黑改革开放的全部历

史进程。二是以历史局部替代历史全局。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惊世界。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堡垒不攻自破，整个社

会主义制度将“寿终正寝”，甚至一些原来的社会主

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站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宣称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最终形态，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

造成巨大冲击。当时的电影、戏剧、文学创作等也

以丑化苏联领导人为“时髦”，如格鲁吉亚导演钦吉

兹·阿布拉泽执导的电影《忏悔》，通过拆解斯大林

神话，彻头彻尾地否定苏共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

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借助图像偷天换日地贩

运伪史料，把支流当主流、局部当全局，采取“游

击战”模式蹭热点、搭便车，再将碎片化的图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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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向外输出，其目的在于颠覆历史逻辑，混淆历

史事实，掩盖历史本质。
( 二) “博人眼球”的娱乐化图像叙事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指出: “我们的政治、
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

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9］近年来，随着

享乐主义越来越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娱乐化

的图像叙事方式，依托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将严肃的历史制造成“笑料”，表面上满足了部分人

精神欲望释放和发泄的需求，实则是借机散播历史

虚无主义。
一是以恶搞调侃的短视频戏说历史。历史是国

家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不容娱乐化、媚俗化和低

俗化。在“无图不欢”的时代，资本的逐利性渗透到

娱乐化图像叙事之中，资本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借

图像之躯包装历史虚无主义，使其蒙上虚伪的面

纱，摇身变为娱乐消费品。如抗战经典歌曲《黄河

大合唱》被某团体恶搞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表演者

篡改歌词、炮制笑点，以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哗众取

宠、赚取流量、谋取私利，这种玷污经典的搞笑视

频，误导受众认知，消解历史记忆，削弱家国情

怀。二是以猎奇求异的影视作品歪曲历史。从文化

传播导向来看，由文本叙事主导转向图像叙事主导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背景下，部分受众逐

步堕化成视觉动物，娱乐化的图像叙事使其产生即

时的快感和视觉娱乐。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图像叙

事，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颠覆性解构和

虚假性编造，借机传播历史虚无主义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的思想观念。如篡改历史、粗制滥造的穿越

剧，消费民族英雄岳飞的悬疑喜剧片，污名化中国

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的电影作品等，都

是利用部分受众的猎奇求异心理，降低审美、模糊

历史。三是以消遣娱乐的网络游戏篡改历史。在当

今快节奏的社会中，网络游戏日益成为大众娱乐消

遣的重要方式。英国学者史蒂芬森指出: “大众传

播最好的一点是允许人们沉浸于主动的游戏之中，

也就是说它让人快乐。”［10］如某款手游，将诸多人

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进行新的职位与身份设定，

恶意篡改历史，将扁鹊游戏角色设定为冷酷无情的

非法怪医，传播虚假的历史信息扰乱视听，曲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进而削弱文化自信，

威胁文化建设安全，阻碍文化强国建设。这种“伪

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短时间难以消除，需要高度

警惕。
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娱乐化图像叙事的方式戏说

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将历史真相消弭于肤

浅的消遣欢愉之中，消解大众的历史认知，虚无历

史记忆，伤害民族情感。
( 三) “夹带私货”的主观化图像叙事

相较于宏大叙事，主观化叙事又称小叙事或反

叙事，即与传统叙事方式相反，它是以叙事主体的

视角和口吻描绘事件，凭借个体的价值判断发表观

点的叙事方式，带有强烈的主观叙事色彩。在历史

虚无主义主观化图像叙事中，图像叙事者有目的、
有意识、有选择地介入，并将其主观观点嵌入图像

叙事当中，表达某种政治倾向，主观化图像叙事实

质是图像叙事主体自我意识外化的结果，具有个人

化、随意化、多样化、可变化等特征。
一方面，以主观臆造曲解历史真相。与文本叙

事的直接性和密闭性相比，图像叙事能够为受众提

供更多的想象空间，生成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历史虚无主义由此“乘虚而入”，通过主观化

图像叙事对历史问题给出简单甚至不负责任的结

论，诱导受众价值观偏离主流价值取向。如在所谓

“正能量”“主旋律”的图像中，加入“低级红、高级

黑”类型的意见主张，使原始图像在主观化叙事过

程中“变质”，企图酝酿、掀起舆论风暴。某电视节

目以历史揭秘为噱头，公然抹黑雷锋形象，认为其

做好事动机是“爱显摆”“奢靡生活”等，得出雷锋

并非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谬论。这些“低级红、
高级黑”的叙事内容通常包含不可告人的目的，通

过华丽幽默的语言、多元化的表达技巧等，竭尽攻

击、污蔑、诋毁之能，制造历史假象。
另一方面，以主观选择遮蔽客观史实。由于历

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主体的研究意图扭曲、研究目

的不纯，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无

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主体通

过精心挑选的“历史证据”伪造历史、误导大众、毒

害社会。如某媒体通过选取一些个人回忆录、人物

传记等史料，从大众青睐的人性化研究视角切入，

夸大并炒作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正常矛

盾和斗争，由此产生“新发现”，得出“新论断”。
事实上，这是一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的错误方

法，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分析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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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的失误，无疑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认识。更何

况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并将其作为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正如恩格斯所

说: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

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

得快。”［11］一言以蔽之，历史不容随意选择，全面

客观对待历史是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主观化图像叙事

的根本所在。
三、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现实启示: 立足

时代发展要求的图像叙事实践

习近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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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和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

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12］为此，亟须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主流意识形态为

引领，以法治化手段为保障，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图

像叙事之“瘴气”。
( 一)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增强图像

叙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图像叙事借助图像元素，通过刺激感官神经，

对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实现事实呈

现、情感表达和实践结果相统一。面对纷繁复杂的

各类图像，要以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为原

则，选择权威、正规的图像材料，压缩历史虚无主

义生长的空间。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历

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根本方法。新形势下，应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为指导，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

流和本质，精准识别不同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从

而分析表象，抓住本质，积极应对。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违背马克思主义追求真

理、捍卫真理的理论品格，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歪

曲、亵渎和颠覆历史。图像是蕴含了创作者编码意

图和价值偏好的结果，需要辨识和解读图像中的隐

含意义，及时发现、遏制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

图像传播。一方面，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

事的内容构成、传播特点、发展趋势以及现实危

害，并对其形成清晰的判断标准和辨别方法。积极

传播反映历史真相和社会现实的图像，以实现感染

人、启迪人、教育人的目的，让真善美的种子在受

众内心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另一方面，媒体

要守住政治底线，严格把控图像内容，杜绝任何罔

顾事实、不负责任的历史言论在互联网平台传播，

让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在网络场域无处藏身。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以更加迂回的方

式破坏实践活动。马克思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6］135图像叙事要以实践为基础，在

实践中得以反馈和验证，这一反馈和验证过程就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在现实生活

中，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化、娱乐化和主观化的

图像叙事，要敢于亮剑、主动出击。一是定期开展

红色教育活动，如参观红色基地、寻访红色足迹，

体验红色魅力，践行红色精神。二是提升受众的图

像素养，使人们自觉抵制不良图像信息干扰，点

赞、转发正能量的图像作品。面对恶意裁剪、篡改

历史的行为，要大力批驳，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

尊重历史、心存敬畏，消除毫无根据的图像叙事造

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践中要强化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认清历史趋势，把握历史规律，揭露历

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真面目。
( 二) 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建构图像叙事的

大众文化图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

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

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3］历史虚无

主义图像叙事是经过筛选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编码

是对已有信息的重组，将编码与意识形态相关联，

意味着意识形态在编码的过程中也可随时发生改

变。斯图亚特·霍尔对编码的界定是: “实践对象

以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以符号为载体的形式产生

各种意义，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

一种话语的语意链范围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

来。”［14］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经

过图像编码后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图像叙事主体

依照特殊的规则和方式对图像重新编码，通过图像

叙事生产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为此，需要发挥

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建构图像叙事的大众文

化图本，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图本的建构要以聚焦现实问题、回应

大众现实关切以及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为

导向。由于追逐私利的资本进入大众文化领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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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低俗、浅薄的娱乐文化产品，历史虚无主义图像

叙事借此娱乐性的“休闲”之风，将正统历史加工成

娱乐快销品，解构主流历史。目前，历史虚无主

义图像叙事仍未偃旗息鼓，净化大众文化生态依

然任重道远。这就需要营造健康向上、积极进取、
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积极进取的精

神引领社会风尚。在大众文化生态良性循环的前

提下，规范图像叙事内容 的 供 给、选 择 和 应 用，

构建立足时代、植根本土、面向生活，洋溢时代

气息、泥土芬芳、生活色彩的大众文化图本，增

强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强化其国家认同和政

治认同。
大众文化图本的建构要以现代媒介为依托。美

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传播过程

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5］。数字

化、智能化现代媒介的兴起，催生了图像文化产业

的拓展与繁荣，形成了多维度、全方位动态与静态

相结合的大众文化图本，使图像信息传播范围更

广、传播形式更多元、传播效果更显著。现代媒介

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图像叙事提供同时空或异时空

的大众文化图本，如中央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典籍

里的中国》，集合多种现代媒介，将经典文化以穿

越时空、古今对话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出

来，再现历史场景，“复活”历史故事，实现大众对

历史传统的活化传承。
( 三) 以法治化手段为保障，建立健全图像叙事

的法律法规

习近平指出: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

家乱。”［16］法治在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

拥有独特的地位、权威和影响，能够产生根本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治理效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运用法

治化思维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通过法治化

方式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对于正本清源有

实质性作用。
一方面，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法

律法规具有约束力、强制力和威慑力。对于历史虚

无主义图像叙事丑化英雄人物、抹黑国家领袖的可

耻行为，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了明文规定，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丑

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

曲党史、军史，是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将视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这些已出台的国法党

规强有力地回击了污名化历史人物、革命英烈等恶

劣行径，汇聚起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

的法治力量。此外，要建立健全信息举报一体化受

理处置体系，坚决依法打击谣言、暴力等有害信息

的传播，加强全社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制定法律

素养教育指南，为图像叙事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

氛围。
另一方面，要定期开展集中检查和整治。历史

虚无主义图像传播主要借助微博、微信、B 站、抖

音等新媒体，由于其传播范围广泛、传播方式隐

匿、传播影响深远，致使监管难度大大增加。当

前，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相关职能部门

要规范和引导平台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

事，严厉打击“饭圈”乱象，破除“唯流量论”，打

造经得起人民评价和现实考验的优质图像叙事。同

时，要健全网络空间的图像监控处理审查机制，切

断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

尤其是在源头处阻断其传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发展和完善，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精准识

别、智能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借助新技术新方法

能够有效防范和打击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生成

和传播。总之，为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

境，保障网络空间安全，必须立足维护国家意识形

态安全层面，尽快制定和完善符合图像叙事要求的

法律法规，通过法治化手段化解不良图像叙事产生

的危害，营造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宏观

环境。
结语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批判不是一场单

纯的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要理性审视

其背后隐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历史不会因

时代 变 迁 而 改 变，事 实 也 不 会 因 巧 舌 抵 赖 而 消

失。”［17］历史已固化于时间的长轴上，纵有再强大

的主体意志也无法改变、不容改变。面对历史虚无

主义披上图像叙事的新“外衣”，上演“新瓶装旧

酒”的戏码，必须头脑清醒、思维敏锐地警惕之，

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抵御之，不断完善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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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路径，筑牢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钢铁

长城。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 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21: 25．
［2］ 弗里德里希·尼采． 偶像的黄昏［M］． 卫茂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1．
［3］ 弗里德里希·尼采． 权力的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

试［M］． 张念东，凌素心，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280．
［4］ 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2002: 913．
［5］ 雅克·德里达．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德里达访谈录

［M］． 何佩群，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12．
［7］ 安东尼·卡斯卡蒂． 柏拉图之后的文本与图像［J］．

学术月刊，2007( 2) : 31 － 36．
［8］ 列 宁 全 集: 第 28 卷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7: 364．
［9］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02．
［10］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 范式和流派［M］． 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1965: 381．
［12］ 习近平．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

发展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合 格 答 卷［N］． 人 民 日 报，

2013 － 06 － 27( 01) ．
［1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22: 43．
［14］ 罗刚，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0: 345．
［15］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陈

亮，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4: 23．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

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
［17］ 习近平．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3．

【责任编辑: 何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