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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赋能，实现其话语叙事的数智化

转向，呈现出“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与弥散效果裂变化潮涌相结合、信息“泛众化”流播与用户

“靶向化”数字识别相结合、多维场景立体化呈现与智能叙事感性化融渗相结合、“拟态环境”下

的内容碎片化渗浸与方式新颖化吸引相结合等新表征。经此转向后，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智”

成虚假的外衣面纱、“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而且“智”碍坚定的理想信念，销蚀矢志民族复兴

的定力。为此，新时代要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匡正，必须要

强化理论武装，锤炼辨识叙事转向面目的过硬本领；提升技术素养，窥察思潮与数智媒介勾连

的内在机理；拓新宣教渠道，构建数智型态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健全软硬机制，营建清朗气正

的数智意识形态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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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大叙事

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

术的赋能，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物

联网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话语叙事的数智化转

向，在抖音、微信、微博、快手等数字化媒体平台上大

肆弥散，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展开了精准化的渗透。

对此，深入探析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基

本样态及现实危害，并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对新时

代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遏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

化和分化图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一、样态呈现：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

事转向的主要表征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5G通信等为技术支撑转战媒介智能化场域，实现

数智化叙事转向。这种叙事新转向在其信息生

产、传播模式、呈现方式、内容形式等多方面呈现

出新样态、新表征，更具迷惑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一）“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与弥散效果裂变

化潮涌相结合

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颠覆性重构了历史虚

无主义的信息生产主体、传播载体和传播效果，实

现“虚无”信息的速便化生产和裂变化传播效果的

统一。一是信息生产方式呈现“人机协同”速便化

生产。“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智能化算法

技术为基础的写作机器人成为现实，机器学习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中。”[1]依托于承载

着开发者思想理念和价值倾向的智能机器，算法

推荐等技术赋能话语权，这进一步延拓了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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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话语的生产主体，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信

息化协作力、数据化决策力、可视化表达力，使得

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实现了向“人机协同”模式的过

渡。历史虚无主义以文本挖掘、信息聚类等人工

智能算法为武器，通过对海量数据和信息进行排

序、筛选、分类、过滤等方式，在网络上大量制造并

散布虚假消息或恶意谣言，对主流思想进行抨击，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便捷性。智能机器人与历史

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家”联合创造，炮制自我术

语，从而使“虚无”话语的生产更为高效、便捷。二

是传播效果呈现裂变化潮涌。相对于传统媒体而

言，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与影响都呈指数级增长的

态势。在“媒体融合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虚无”

信息的扩散途径变得愈加丰富、多样化。历史虚

无主义利用智媒平台的开放性、即时性、隐蔽性等

特征，通过学术、政治、娱乐、艺术等多重话语形态

不遗余力地攻击“四史”，使虚无主义话语流在多

中心N次网状传播中实现核裂变式、纵深式扩散。

同时，智媒圈层化传播易引发网络群体走向非理

性的极端。在裂变式传播中，智媒圈层化将原本

分散各地的人集聚起来建构起喧嚣的网络舆论

场，使网络民意演变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负面舆

论，甚至在像诸如微信群之类的封闭网络空间里，

肆意讨论那些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毫无历史根

据的话题。这样一个“圈层”型封闭空间成为历史

虚无主义蔓延的“回音室”，在不正确思想观念的

引诱下极易形成挑唆对立、干扰舆论等现象，从而

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网络社群效应在“偏见

共同体”中实现迅速扩散的纵深化传播效果。

（二）信息“泛众化”流播与用户“靶向化”数字

识别相结合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信息

数据的传播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较之传统叙事的思想教育和信

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智技术和智媒匿名

交互的特性不断优化信息传播结构和信息发送精

准度，短时间内即可将其观点以“蝴蝶效应”式的

传播方式散发辐射。一是传播方式趋向“泛众化”

流播。在媒介智能化场域中，历史叙事的话语门

槛不断降低，数字技术、代码、算法实现了单点对

多点的群际传播以及点对面的广播式大众传播，

特别是在“人人皆为自媒体”的条件下，网民的数

量更是不可小觑。这些人中，既有诱导煽动的“网

红”，也有“喧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活动更自由、

更隐蔽、更具个性化。这一传播结构模糊化传播

主体与受众客体的边界，人人均可在转发、编辑、

点赞、互动中参与到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传播中。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传播特点与网民猎奇心理

和思维特征，在高流量、高转发、高评论中不断扩

散恶意炮制的错误舆论话语，挑唆蛊惑受众，极大

弱化民众政治信仰。二是推荐方式采取用户“靶

向化”精准识别。不同于以往无序化和随意性的

数据生产模式，智能技术的不断嵌入有效营造出

历史虚无主义偏见数据同质化循环的致瘾机制。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智媒平台依托大数据、算

法推荐等数字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以用户为中

心的“数字画像”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的意识形态传

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数据和云推荐技术的智

能辅助，对用户的思想轨迹和感性偏好进行精准

捕捉和数据整理，再通过不断发送“私人定制化”

内容来强化用户黏性，最终导致用户沉浸于历史

虚无主义的“算法陷阱”。这种“靶向化”的算法推

荐技术，使受众被束缚于“信息茧房”[2]8，并通过“过

滤气泡”使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宣传难以到达用

户移动终端，极易弱化网络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

使其价值观固化、极化，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历史虚

无主义观点的拥趸。

（三）多维场景立体化呈现与智能叙事感性化

融渗相结合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智媒技术打破传统网络意

识形态的二维呈现方式，在多维场景中更感性化、

具象化地智能叙事，从而更隐匿地表达其虚无意

图。一是实现叙事场景的多维化立体呈现。随着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VR/AR/XR、人机交互和

语音识别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与穿戴式设备以其超

强社交、深度沉浸与自由创造的功能打破了传统

网络意识形态的二维呈现方式”[3]，听觉、视觉、触

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互动应运而生，智能化叙事

呈现的“在场感”持续提升。虚拟实境（灵境技术）

可以将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合二为一生成虚实并

存的智能场景，从而实现全场域的具象化呈现，为

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在立体化的传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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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历史虚无主义能够更加敏捷地感知、获取场景

要素，使大众在视听享受、图文阅览、网游冲浪等

极度逼真的体验中自发形成虚无观点，从而进一

步扩散恶意炮制的热门话题和敏感问题，使得历

史虚无主义的隐性渗透更加肆无忌惮。二是智能

叙事更加感性化、隐匿化。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

所具有的系统化、整体性、抽象性、有逻辑性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依托于智能算法、知识图谱、

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赋能，历史虚无主义裹挟

声音、图像、影像、音乐、动画等感性叙事介质不断

渗透和传播，在抖音、快手、腾讯等平台利用极具

情绪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短视频、影视剧、搞笑

段子营造充盈自身价值旨趣的在场体验，从而以

感性化的视听文化实现无痕迹渗透，使直观化、具

象化、感性化的智能叙事成为可能，这就进一步契

合受众感性化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满足。特别是依

托于智媒平台立体化塑造出意识形态的生活化状

态，绞尽脑汁挖掘反面历史人物的“文化细胞”和

情感因素，从“晓之以理”到诉诸“感情牌”，引发人

们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在感性化、隐匿化的智

能叙事中实现虚无意图。

（四）“拟态环境”下的内容碎片化渗浸与方式

新颖化吸引相结合

数字时代下，海量零散的消息如潮水般涌向

社交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在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

环境即“拟态环境”中将其观点碎片化隐匿于新颖

的包装中，使用户在“精神满足”中不自觉地接受

其虚无观点。一是“拟态环境”下内容碎片化浸

透。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使传播渠道过剩、传

播内容爆炸，碎片化与无序化的网络信息直击用

户。历史虚无主义在“拟态环境”中极力拒绝宏大

叙事和历史规律，打着假设历史、重释历史的幌子

将短、平、快的碎片化内容深度嵌入智媒平台的

图、文、声、像中，借助“语境暗示”话术和情感传播

技巧，以边缘话题和琐碎细节这种“小叙事”的讨

论来颠覆整体真相，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图景中

解构人们对主流历史观点的认知。特别是主动聚

焦于热点话题，制造噱头，趁机鼓噪舆论情绪，如

借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虚化”“神化”“丑化”

毛泽东形象，妄图以此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道路的意图。二是使用新颖化的形式包装。

历史虚无主义在数字平台和智媒场域注重扩大智

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进行粉

饰和包装，通过小说在线、历史微课、短视频等形

式进行传播，使用户在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刷屏

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趣闻轶事”。特别是聚焦于青

年一代这一网络“原住民”，趁机将改编裁剪后的

历史事实隐藏在流行歌曲、表情包、幽默段子中进

行兜售，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其获得“精神愉悦”，

以达到迷惑、毒害青年的目的。

二、危害释析：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

事转向的负面效应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

进行乔装打扮后，不仅给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

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而且极易消解网民正确历史

观的形塑、消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为此，必须

要从其“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智”造混乱的历

史记忆、“智”碍坚定的理想信念等方面，深刻剖析

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负面效应。

（一）直接危害：“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增大

甄识和揭批的难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叙事实现数字化、智能

化转向以后，相较以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迷惑

性，这无疑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一是增大甄识难度。历史虚无主义“智”成

虚假的外衣面纱，呈现出更具迷惑性的“症候”，既

在话语形态上呈现出由冠冕堂皇的学术研究转向

通俗易懂的网络大众文化研究，以段子、表情包、

微视频等网络话语、娱乐话语等叙事方式弥散开

来，也在话语形式上耦合“拟态环境”不再局限于

完整文本表达转而通过感性化、具象化、碎片化、

浅表化的信息融渗来毒害大众。客观地说，身披

虚假外衣面纱且内蕴复杂言外之意的虚无主义话

语流必然给网络话语主体的辨识能力带来新的挑

战。二是增加揭批难度。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借

助复杂的语言系统、开放多元的语义库以及智能

媒介传播所具有的不透明性和隐蔽性的“黑箱”特

质，将意在表达的政治主旨、价值立场等隐身于字

面表达的“留白”之中，不直言其意而是以含糊不

清、闪烁其词的方式引导网民解读其背后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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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如果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背景知识既

不能有效甄别到虚无信息，也难以对其实现实践

匡正。其二，历史虚无主义也会隐身于其他网络

话语场域，与诸如新自由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泛

娱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彼此纠缠、彼此遮掩，多元合

流化渗透的新态势在无形中使批判纠治的针对性

弱化。

（二）间接危害：“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消解

正确历史观的形塑

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话语转向在一定程度上

既容易“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也会严重干扰正

确历史观的形塑。一是“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不仅是维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成员政

治信仰和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而且作为铸牢民

族认同的重要一环，能为民族、国家的赓续发展注

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动力支撑。但是，历史记

忆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与话语叙事紧密相关，可

以说，叙事是历史记忆生成和建构的重要环节。

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固守偏执的唯心主义立

场，借“整合数据”的方式在各媒体平台进行话语

煽动和社交渗透，戏说党的领袖、丑化人民英雄，

“移花接木”式篡改歪曲历史真相、历史情景、历史

事实，否定中华民族史、抹杀中国革命史、歪曲社

会主义发展史，甚至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

论”，人们原有的历史记忆必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消

解、稀释与湮没。二是消解正确历史观的形塑。

历史观对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存续和发展都具有不

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民族的

兴旺发达、社会的稳定有序。习近平指出：“我们

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

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4]90只有正视历史而非否

定历史、铭记历史而非遗忘历史、敬畏历史而非贬

损历史，才能真正使民族自信之“树”根深叶茂，文

化自信之“树”葱茏繁盛。然而，伴随着传播服务

的快速迭代，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利用数据驱动传

播、算法推荐等技术在国内外社交软件实现虚无

信息的即时扩散和立体辐射，而且借助网络表情

包、段子、音视频等叙事手法随意贬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销蚀民族

的文化根基，消损民族精神，撕裂大众的情感共

鸣，沉浸式消弭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梗阻正

确历史观的形塑。

（三）深层危害：“智”碍坚定的价值信念，销蚀

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

历史虚无主义隐匿于智能社会勾勒的现实轮

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隐蔽性推介西方文化和

西方制度体系，“妄图用西方价值理念取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5]，从而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一

是以文化输出实现西方价值渗透。历史虚无主义

以文化渲染的方式在网络平台、影视剧作、动漫游

戏中通过智能识别和用户靶向持续推销西方价值

观念、西方生活方式、西方精神文明，引导民众陷

入“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识误区，其突出的“感染

力”极易腐蚀民众的“免疫力”，造成广大群众对中

西方制度文化的认知偏差，极大地弱化民众政治

信仰、虚无价值观念、瓦解公共政治认同。二是以

靶向渗透销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在百余年的

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

谱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交响乐章，

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坚韧执着

的理想信念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汇聚成中

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奋进的强大思想认识动能。历

史虚无主义锚定青少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技

人员等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渗透对象，采用黑

客技术攻击中国高校、企事业单位等网站，持续输

出西方价值理念，扰乱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价值认知，并耦合泛娱乐主义思潮使部分青年极

易陷入世俗化的娱乐虚拟世界，加剧“意识形态真

空”“信仰乱象”“意识形态边缘化”等现象的产生，

窒碍核心价值观思想共识的凝结，销蚀矢志民族

复兴的定力。

三、进路寻择：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

事转向的应对路向

虽然历史虚无主义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和智能

化技术实现重塑，但其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祸心”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具隐蔽

性和迷惑性。对此，必须从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技

术素养、拓新宣教渠道、健全软硬机制等多层面加

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整体解蔽和

实践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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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要前提：强化理论武装，锤炼辨识叙事

转向面目的过硬本领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带有极强迷惑性和隐蔽

性的错误思潮，必须要强化理论武装，从学理层面

深度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揭示其叙事转向的

真面目。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拨开历

史虚无主义虚幻的面纱、驳斥形形色色的虚无面

相，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真经”。

“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

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

谬论。”[6]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唯物史观

引领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

律、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及时剖析网络热点

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精准辨

识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转向的多重样态、哲学根底、

终极旨归，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深度批判和彻底

解蔽。二是加强“四史”学习研究。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牢牢把握网

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基础，也是历史虚无主

义“为历史祛魅”的主要突破口。要推进大众以重

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历史人物为切

入点，学好“四史”知识、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

观念，确保面对良莠不齐的数据信息能够保持审

慎客观的立场从而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同时，

要把握“四史”传播的数字化要求，以形象直观和

多维立体的技术载体形塑“四史”叙事话语样态，

努力构建面向基层群众的接地气、有生气的话语

体系。三是要加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研究。深入

分析和研究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叙

事，以把握其话语叙事的现实特点和变化趋向，

“特别要强化其哲学基础、产生机制、演变脉络、负

面效应、传播方式和应对举措等基础性理论问题

研究”[7]，准确指明其理论纰缪和自身矛盾之处。

（二）基础环节：提升技术素养，洞察思潮与数

智媒介勾连的内在机理

“科学技术作为‘背景意识形态’则构成意识

形态整体结构中的隐性层面，并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在这一层面上发挥自己的作用。”[8]数字时代有

效捍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对数字技术和智

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运用。要加快对核心技术的

研发与创新、提升话语主体的技术素养、加强技术

监管为洞察历史虚无主义与数智媒介勾连的走向

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一是要加快对人工智能核

心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斗争中，对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是决定胜负的

关键。习近平指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

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

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

研究走在前面、关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9]利用

大数据以及网络舆情预警、应急处理等技术，构建

技术预警防火墙，精准洞察历史虚无主义在智媒

平台的迁移、渗透和衍化，有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二是要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技术素

养。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且有较高智媒素养的

新媒体宣传队伍和“网络意见领袖”，使其善用计

算机视觉识别技术有效分析识别历史虚无主义的

“虚假外衣”，及时破解西方敌对势力发布的寻衅

性和破坏性讯息；善用更为透明的智能媒体新算

法，破解算法“黑箱”，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数智

化传播的“信息茧房”效应；善用海量过滤和算法

推荐等技术剔除和屏蔽虚无主义话语流，真正在

智能化甄别、审查、分析、监管中有效引领舆论方

向、净化历史虚无主义瘴气。三是要强化技术监

管。要着力提高各级网络监管部门的数智媒介技

术水平，充分利用人工智能、5G等技术加强对数据

安全、数据垄断等现象的审查和监管，营造和谐健

康的智媒传播生态，不断压缩历史虚无主义的“灰

色空间”。

（三）关键之举：拓新宣教渠道，构建数智型态

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

数字时代，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阵地和一线战场，在信息技术的辐散和助推下，网

络场域的舆论流对民众的影响更具有自发性和难

控性，部分信息受众极易在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中迷失自我，必须要铸牢思想防线，构建数智形态

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一是要积极发挥网络载体

的正向功能，做好“四史”资源数字化建设工作[10]。

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史料文献等进行数字化转化和

创造性整理，建立和完善网络历史资源大数据体

系，使“四史”的各种历史知识以数字化、网络化的

形式准确、便捷、有序地呈现。加快电视广播、报

刊杂志等传统媒介的数字化建设工作，打造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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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精良、风格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和外宣旗舰

媒体，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二

是将数智媒介融入历史观教育全方面全过程。要

注重依托大数据、AI、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开展历

史观教育活动，形成“数智媒介＋四史”教育模式，

以虚拟视觉和机械矩阵的方式创造虚拟仿真的体

验课堂，模拟历史场景、参与角色互动，让史料和

英雄风貌不再是冰冷遥远的存在，而成为有温度

的历史见证者，真正让“四史”教育浸润心田。三

是推进“四史”传播的数字技术应用。发挥大数据

和智能算法的用户靶向精准推荐功能，智能化、系

统化地推送“四史”有关的史料和知识，为教育对

象提供精准化、定向化、个性化、沉浸化的教育

体验。

（四）重要保障：健全软硬机制，营建清朗气正

的数智意识形态主阵地

坚持将硬性的网络意识形态监管、预警、防

范、引导机制和软性的核心价值观引领机制相结

合、相补充，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

的重要保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机

制体制，为数智意识形态建设“保驾护航”。具体

而言，其一，健全媒介监管机制。要建立全新的数

字公约和自律标准，坚持依法监管和整治微博、微

信、抖音等各大网络公众平台，严格落实对媒介的

监管责任，严格把控各类话语的生产与发布，净化

媒介生态环境。其二，积极构建数智平台话语预

警和防范机制，利用AI的智能识别、滤除功能以及

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分析、归纳等功能，及时高效

进行内容预审和敏感词过滤，截断社交媒体与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网络链接，构建起一整套处置

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渗透的智能维护机制。其三，

构建舆论引导机制。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

则，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炮制的错误舆论话语，

打造集音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官方网站等为一体

的网络矩阵，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算法共治，形成靶

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组合拳”。二是要加强软

性的价值保障，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数智意识形态

主阵地建设。其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正能量”为知识计算、数据挖掘、数据传递、虚

拟现实智能建模等人工智能技术赋值，坚持用主

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引领网络舆论。坚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阐释“四史”，提升智媒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体系的认知沉浸度。其二，要注重加强网络

空间道德建设，发挥正向价值“议题设置”功能，引

导网民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理性甄别和抵制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加强相关责任人的道德素养以

及责任伦理的塑造和提升，凝聚网络空间正能量

的思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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