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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

竟  辉

[摘  要 ]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颇为流行、影响广泛且危害极大的错误政治

思潮，在其生成发展、传播流变过程中有着内在的逻辑缺陷。正是囿于割

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依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鼓吹西方“普

世价值”的价值逻辑、固守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逻辑、妄图西化分化中国

的政治逻辑，历史虚无主义完全无视历史规律、遮蔽历史真相、掩盖历史

主流，竭尽肢解、歪曲、丑化、否定历史之能事，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自觉识别并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陷阱及其所生发的

价值迷思，进而在准确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实质和科学把握历史虚无主

义批判进路中切实筑牢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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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

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

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P26)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尤其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时并不是以客观全面、联系发展、辩证长远的眼光“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

而是“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史实、以细节探究代替整体

把握，结果致使其在内生性演化和外生性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致命的逻辑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历

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其歪曲和否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核心诉求，对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历史自信、维护文化安全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为彻底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有必要从衍生逻辑的视角揭露其内在缺陷，以

期从中准确阐明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实践危害，进而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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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割裂人类社会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 但

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却秉承某种单一的线性历史观，枉顾人类创造历史时所依赖的主客观条件，强行

将人类社会拉入单线式的发展轨道，人为裁定人类社会必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这种论

调从反历史主义的视角割裂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延续性，极易导致人们在认知历史、评

价历史时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

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刻意粉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并不遗余力地歪曲、否定社会主义国

家的历史。为了吹嘘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资产阶级习惯于“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

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180) 对此，列宁也指出：“资产者最大的特点，

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3](P204) 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通过美化资

本主义制度抽象建构出了一个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社会”。他们借助“选择性虚无”的惯

用手法，或过分拔高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某些零碎的历史片段来充实和凸显自己所描绘的“完

美社会”；或故意磨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功绩以遮掩历史本身应有的真实、客观、立体的面貌。

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肆意吹嘘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前进的唯

一正确方向。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就强调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当属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认

为这一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

成‘历史的终结’”。[4](P9) 当前，这种单线式历史观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标榜“历史终结论”、

推崇“西式现代化”的最佳托辞。

众所周知，无论是对历史的微观叙事还是宏观描述，都要依赖于丰富的历史事实。但历史虚无

主义者在评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并不会从整体上、联系中公正地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经济

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味否定和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多次以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为例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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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113)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曾一度让西方社会弹冠相庆，但也警醒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

践的再版，更不能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不仅承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带来的严重冲击，而且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所以，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用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裁量中国

社会发展的做法，以及企图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抽象评判中国政治制度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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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未尊重历史，也不符合事实。习近平强调：“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

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

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P7) 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历史的联系是内在的、不容分裂的，人类社会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行进，

人类社会的发展蓝图也不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道路。历史虚无主义者那种无视历史规律性、割裂

历史关联性，并借以美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言辞与行径，以及诱导后发民族国家走西方式现代化

道路的努力和尝试，终究是苍白无力且徒劳的。

二、依附主观唯心主义

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P2) 这就决定了人们

在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必须从物质事实出发。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秉持唯心主义

的历史观，根据自我需要的满足对历史进行唯心化理解，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主观感觉出发，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客

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

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同样秉持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意识的产物，是按照主观的价值观念

和政治原则编造出来的。这种带有极强主观色彩的历史解读，无疑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

则，往往被西方敌对势力用作攻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其次，历史虚无主义者

在历史认知层面将历史看作“任意装扮的小姑娘”，把客观存在的“实然”替换为自我想象的“应

然”。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把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视为一个“非理性的、过度激化

的过程”，试图通过颂扬“改良”以达到告别革命的目的，进而淡化甚至抹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

正当性与合法性。再者，为了蛊惑人心、迷乱心智，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披着“理论创新”“学术

自由”的外衣谴责主流意识形态把政治与学术有机统一的主张，在学术研究中提前预设自己的立场

并开展选择性取证，只发掘与自身主观立场相符合、对自己有利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事件，以此不断

地消解历史本身应有的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往往从主观感觉出发竭力渲染与历史事实、历史主流不一样的“历史细节”，在表现手法上经常打

着“起底真实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否定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这种以“感觉的组合”

为内在依据的主观预设割裂了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历史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联系，也严重违背

了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真实性。要知道，“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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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4) 整体来说，

无论是对历史本体的虚构，还是对历史认识的虚化，抑或是对历史价值的虚幻，都反映出历史虚无

主义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立论基础，且流露着浓厚的唯心史观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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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就是要运用唯物史观辨识其立论基础。一

方面，以历史事实和规律为主线厘清历史主流与支流。分析、评价历史要以历史事实为准，用历史

事实说话。另一方面，以历史合力论为抓手把握历史基本面貌和运动规律。恩格斯曾指出：“历史

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

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9](P605)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革命的历史是

由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一主要社会矛盾决定的，“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

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

的”。[10](P631) 所以，凡是借由学术研究而叫嚣“告别革命”的论调，又无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

观根源的现实表征。

三、鼓吹西方“普世价值”

在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时，阶级分析方法为人类“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

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1](P426)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

阶级分析方法，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视为

永恒的、普世的，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思想观念来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也正是在这种“普世价值”的

关照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用所谓纯粹客观主义的姿态掩盖其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以所谓“超

阶级”“超党派”“超国家”的方式评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趁机兜售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对价值的“虚无”旨在通过疏离乃至罢黜价值主体的信仰和意义世界，为渲染资

产阶级价值观念鸣锣开道。从根源上来看，这种以“虚无”价值主体自由和尊严为旨趣的历史虚无

主义可追溯至尼采“上帝死了”而导致的人的“最高价值的自我废黜”。首先，历史主体的抽象化。

历史虚无主义坚持个人本位导向，把自利性视为最根本的人性，以一种超社会、超时空、超语境的

方式裁决历史，将个人需求和利益凌驾于人民需求与社会效益之上，把历史的推进力量归结于人的

观念、视野、心理甚至性格等主观因素。其次，历史意义的媚俗化。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一切庄

严的历史、一切沉重的话题、一切伟大的人物，统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赚取噱头、娱乐民众的题

材。这种荒诞行为不仅割裂了广大民众与自己历史文化的情感纽带，而且还消解着历史主体书写史

实的本真意义。最后，历史价值的畸变化。针对人类社会之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和集体主义的价

值原则，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宣扬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刻意制造共产主

义“虚无缥缈论”来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人为制造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二元

对立，借机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价值观。

事实上，历史是由处于特定社会关系和历史阶段的人的活动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历史什么

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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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人”。[11](P118) 但那些以抽象人性论自居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游离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之外，他们抽离掉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精神支柱，造成历史主体在价值和意义层面上的崩塌，却

又没有建构出可以替换的“精神王国”。从阶级立场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价

值诉求和目标期许上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把资本主义制度美化成人类社会不可逾

越的阶段，进而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如果我们

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

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

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12](P327) 历史虚无主义者妄求中国社会向资本主

义转轨的言论，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违背了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带有明显的

反动色彩。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人的道德和价值的肆意践踏，以及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

等价值观的迷恋臣服，我们应站稳人民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予以批驳，尤其是针对历史虚无主

义者戏说历史、诋毁英雄的行径，我们要以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积极引导社

会民众辩证地看待和全面客观地辨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现象。

四、固守形而上学思维

历史虚无主义在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秉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囿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历史虚无主义者或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描绘成

“百年疯狂与幼稚”，或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描述为“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

对于这种以个案否定全局、以支流取代主流的认知倾向，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思义曾形象地反驳道：

“为何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以及明显可实现的中短期目标后，中国国内外势力有时仍

要对此予以否认，反而企图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方式歪曲事实。”[13](P7)

从某种意义上讲，衍生于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其与西方现代性文明一道共同主

导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走向，致使人们以一种静止、零散、孤立的方式看待历史。一是静止而非发展

地认识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运用抽离“时空语境”的认识和分析方法，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机械

地框定为静态、单一、封闭的实体。譬如，有些人或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视而不见，要求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或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否定

改革开放的功绩，主张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零散而非系统地评析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通

过局部地截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加甄别地掺入所谓“回忆者”或“口述者”的记忆和证词，

以期实现瓦解主流历史叙事、推翻主流历史结论的目的。殊不知，碎片化地建构历史，并不利于人

们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历史认知。三是孤立而非全面地观察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热衷于臆测、

捏造“与众不同”的历史细节，以偶然代替必然，用支流掩盖主流，宣扬与历史主流价值观、既定

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伪命题。但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我们对历史必须进行整体性判断和科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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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因个别说法和细节就完全掩盖、遮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以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方法逻辑上的种种表现，都与其“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有关。

而做好历史研究工作，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用发展的、辩证的、联系的观点研究历史事

实、总结历史经验。其一，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历史。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只有坚持历史的整体性

和连续性，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历史，才能更好地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演进的逻辑。比如，在评价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上，就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要知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

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

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5](P112) 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确实存

有明显的区别，但究其本质而言，二者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其二，

以辩证的态度分析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且又彼此统一的两个方面。

这就要求人们一方面要自觉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客观评说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也要时刻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以分清历史进程中的主流和支流，进而在历史问题上实现“两点论”和“重点论”

的统一。其三，以联系的方式评判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既不是某一历史事件的任意堆砌，也

不是某些历史现象的简单叠加，而是众多历史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要科学认识、

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乃至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并对其地位、性质、影响等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论证，唯此才能得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结论。

五、妄图西化分化中国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争鸣或思想争论，而是一场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的政治斗争。长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虚无历史的方式肆意散布否定党史、歪曲国史、诋毁

军史等错误言论，竭尽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之能事。

首先，在抨击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

面丑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而毫无建设性意义；另一

方面鼓吹所谓的改良道路，认为晚清政府有能力通过改良逐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在他们眼里，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作为一种“破坏力量”，严重阻碍了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在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比如，

在经济社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非但不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反而夸大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

的一些问题，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民主政治领域，历

史虚无主义者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参照“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模式来重塑中国的政治制度，

进而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在精神文化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贬低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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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落后”“愚昧”“奴性”“丑陋”视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以此断定中华传统文化“孕育

不了新的文化”“不能教给我们什么真正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最后，在模糊未来人类美好社会发

展前景的基础上妄判共产主义的渺茫性。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共产主义比喻成“看得见，达不到”的“地

平线”，谎称共产主义是一种虚幻的、变种的虚无主义，指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把“被解放的

自我投入到没有任何限制的巨大的未知的人类空间中去”，[14](P147) 因而比资本主义更具有破坏性。

对于以上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我们要以“铁的必然性”的历

史事实进行驳斥。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中国

革命尤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还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而为

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与之相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试图用

改良方式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尝试，最终皆以失败告终。就此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渲染革

命弊病、鼓吹改良的言辞纯属不经之谈。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亦充分说明社会主义

道路的正确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自 2010 年以来国内生产总

值始终稳居世界第二，已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在民生改善上，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

目标迈出坚实一步；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争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成就的

取得从正面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不实言论。其三，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

供了可行性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关系的

有效拓展，日益推动着世界历史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向由全人类共同支配转变。更为根本的是，

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

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

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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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istorical Nihilism from Critical Perspective
Jing Hui

Abstract: As a prevalent, widespread and harmful erroneous ideological thought,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inherent logical flaws in its course of forming, developing, propagating and evolving. Confined to the historical 
logic that dissever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at attaches to subjective idealism, 
the value logic that advocates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the method logic that holds metaphysical thinking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that tries to westernize and divide China, historical nihilism completely ignores the laws of 
history, obscures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covers up the historical mainstream, and it also bends over backwards to 
dismember, distort, vilify and negate our history. Its sinister intentions of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ur socialist system have been completely unmasked from the above 
actions. In view of this, we must adhere to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Marxism, consciously avoid and 
exceed the discourse trap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value myths brought by it so that a safe defense-line in 
ideological field of our country can be built in this process by which we reveal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ccurately and master the method of criticizing it scientifically.

Key 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ideological security, logical flaw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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