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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已成为
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回溯历史虚无主义的 40多年演变史概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
呈现为政治化形态、时尚化形态和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3种形态。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
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历史观的“范式转换”还是实证史学方法的包装，均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
范。当前应当进一步加强史学批评，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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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
史等领域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也存在某些历
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呈现勃兴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不实信息和不
当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成
为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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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并且提
醒我们警惕那些否定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等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
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
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1]114。因
此，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近
现代史等领域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揭露其包裹
着的学术外衣、深刻认识其理论实质和社会危
害，对于防范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三大典型形态的脉络
梳理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
领域主要呈现 3种典型形态。
（一）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历史上十分重视党的历

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改
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统一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
会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科学阐述了研究重
要党史人物、重大党史事件的基本观点和根本原
则，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为新时代
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抵制历史虚无
主义提供了根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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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人赤裸裸地攻击党的历史和党的
领袖，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
评价完全违背党中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历史虚
无主义把贬损、攻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例如个别
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污蔑“毛泽东一
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2]35，试图通过
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党的整个历史、否定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通过抹黑党的领袖来打开
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缺口。这
是政治化形态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对于邓小平
当年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这一
卓越贡献，习近平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小平
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
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
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
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
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
了正确方向”[3]37-38。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要高度警惕
和关注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各种历
史谣言。
（二）时尚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共党史原本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和专业性话

题，但是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比较关注
的话题。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披上时尚化的包装，
以影视剧、通俗读物、微信文章等文化快餐的形式
传播各种错误观点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肆意
“恶搞”“开涮”革命先烈。早在 2003年电视连续剧
《走向共和》播出后引起了史学界的严肃批评。该
剧浓墨重彩地把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美化
成“辛苦地为中国找出路”的所谓“改革家”“悲剧
英雄”[4]155，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被矮化、
丑化为大喊大叫、无甚本领的人物形象，这完全否
定了孙中山作为 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的历史地
位。该剧虽名为《走向共和》，但事实上却是极力贬
损共和革命以及领导走向共和的历史人物。该剧
实质上集中反映了“告别革命”的历史观，是“告别
革命”论披上时尚的外衣，以影视作品的面貌呈
现。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文艺领域成为历史虚无
主义传播的重要空间，个别文学作品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
道而驰。2019年 3月 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
组会时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
个根本问题”，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5]。然而，有的
作品不是热情讴歌新时代，不是歌颂广大人民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而是专注于渲染、夸大党史上
的错误，把党的历史阴暗化。例如，否定土改、为地
主翻案历来是“国粉”们做的重点文章，《半夜鸡不
叫》等个别文艺作品把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刘
文彩等恶霸地主装扮成“勤俭持家”“攒钱买地”的
庄稼人或“乐善好施”的大善人，长篇小说《软埋》
则控诉土改不人道，农民“激情万丈”、工作组“都
发了昏”、结果“都失控了”，在作者笔下，土改成了
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土改中的屠杀毫无理性，似
乎成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光地主的人间惨剧。[6]

（三）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学术是学者交流思想、碰撞灵感的神圣殿堂。

但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对历史虚无主义发声亮剑，历
史虚无主义不得不转换包装，把学术研究园地作
为自己的庇护所和藏身地。因而，学理化形态成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我
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最
主要对象。近年来，一些歪曲丑化党史的现象正是
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打着“揭秘”“真相”的幌
子，在历史细节上做“翻案”文章。由于学理化形态
的历史虚无主义包裹着学术外衣，以实证史学的
方法支撑其所谓“创新”观点，因而从其危害性来
说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值得引起注意的
是，近些年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议
题设置更加专业化、传播内容更加碎片化、价值导
向更加隐蔽化、理论外衣更加新潮化、研究方法更
加精细化等新特点，从而使不少人误视之为学术
“创新”现象。例如，有的学者通过断章取义的裁剪
档案史料，认为抗美援朝“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
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
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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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而耽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重返联合国。[7]453尽管不少学者针对这些观
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然而由于这类所谓“学
术创新”包裹着神秘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因而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目前学术界对学理化形态历
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分量还不够，迫切需要纳入专
题性研究，从而进一步增强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精准性。

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显性的历史虚
无主义，其形式表现为不需要其他包装或伪装、露
骨甚至猖狂地进行贬损、攻击，极易被看穿识破。
时尚化形态和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隐
性的或者软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形式表现为包
裹着通俗化或学术化的外衣，目的意图和外表形
式更为隐蔽、更为巧妙，更加具有欺骗性、迷惑性
和煽动性。在现实中，上述 3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
义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往往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
起。其中，政治化、娱乐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是
以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核心和基础，他
们以政治、世俗化等形态来传播学理化的历史虚
无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中央旗帜鲜明地
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学术界也推出了
一批揭露历史虚无主义谎言的重要成果，神圣的
学术殿堂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藏身之地，因而历
史虚无主义更集中地表现为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
无主义。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上都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害思潮。

二、历史虚无主义两大学术失范现象的
学理省察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学术思潮，本质是一种有
害政治思潮，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带有学术色彩。因
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仅停留在政治批评层
面，还要具有更高的学术含量。通过扎实严谨的学
术研究，从范式转换、史料引证、实证方法、评价悖
论等方面，深入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失范的突
出表现及其粗疏的学风根源。
（一）历史观“范式转换”预设的“理论陷阱”
范式转换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提出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话语。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范式

转换这个前提之下，把有害观点包装成一系列所
谓“创新”观点，塞给广大群众。捏造事实是历史虚
无主义常用的一个拙劣手法，在历史观上历史虚
无主义同样运用了这种手法。近年来，历史虚无主
义提出的最常见的范式转换就是生造出“革命史
观”概念。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唯物史观是“革命史
观”，指责其不能客观真实地叙述和反映历史，提
出用“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来取代“革命史
观”。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偏见，我们
必须从史学角度进行正本清源，探究“革命史观”
的谎言是怎样生造出来的。

一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发展
演变史上，“革命史观”概念无从可考。所谓“革命
史观”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中
国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莫须有”概念，并把它
强加给唯物史观。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
接受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什么“革命史观”。长期
以来，唯物史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
历史和现实、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同时
也是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
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思想史、
历史文献、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等领域从事
专业学术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分析方
法，并且取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上的奠基
性成果。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充分
肯定了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
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8]5历史虚无
主义给唯物史观化扣上“革命史观”帽子，这是对
唯物史观的歪曲。
另一方面，制造革命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唯

物史观并不否定现代化，认为实现现代化恰恰是
以革命为基本前提。近代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侵
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承载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
史任务，这在客观上决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国实现
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如果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从根
本上扫清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完成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现代
化道路就缺乏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就已经清醒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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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
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
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
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
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
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
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
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9]432。然而，历史虚
无主义所谓“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是以否定中国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的，这完全违
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以实证史学方法包装的“伪微观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

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是因为采用了实
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形式上看其结论往往也是
建立在大量史料堆砌的基础之上。因此，批驳历史
虚无主义，如果不能真正从其所赖以立论的“文
献”“史料”入手进行辨伪，就不能从根本上戳穿其
所制造的历史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运用多
种考证方法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在史料引证时的谬
误，是从学理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纵览改
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引证史料的方法，基本
上是采用虚构杜撰、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
戴、臆测曲解、遮蔽篡改等手法进行歪曲、肢解历
史真相。历史虚无主义对史料的歪曲，暴露出其所
遵循的实证史学方法不过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主义
的粗疏学风。同时，也反映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
证史学方法貌似严谨实则违背史德。论从史出，
这是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清代史学
大家章学诚曾经提出“史德”问题，要求治史者研
究历史要有端正的“心术”。他所说的“心术”就是
治史者应当遵循尊重事实这一基本的职业道德
和操守。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开创者梁启超也
曾说过：“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10]17 然
而，历史虚无主义对史料的各种歪曲甚至连封建
时代的史官、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基本史学素养
都达不到。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史学方法最常见的是微
观研究和个案研究。那么，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对
中共党史细节进行了大量的精细研究，但却往往

事与愿违，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微观研
究是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史学研究的基础和
基本形态，历史研究离不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的统一。优秀的史学作品历来都不是单一地使用
宏观或微观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是一部综合运用宏观、微观研
究方法的史学经典之作。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
思对历史具有“透彻的洞察”，“马克思不仅特别热
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
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1]469然
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史学方法从学理上说并
不是严谨科学的微观研究，而是一种脱离了宏大
关怀、回避了根本性问题，支离破碎、飘浮无根的
“碎片化”研究。这种“碎片化”研究实际上把历史
肢解成一块块零散的积木，历史整体不过是这些
零碎的积木堆砌起来而已。这种方法实际上割裂
了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伪微观研究”，
貌似论从史出，实则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正如列
宁所批评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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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
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
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
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
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
对确凿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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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4。列宁这段精辟阐述对我们今天用于对
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刻嘲讽是再合适不过了。

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伪微观研究”来
源于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支
撑。近年来从西方引介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史学
对唯物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对传
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比如否定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人类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性等，而且表现为在后现代史学思潮
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质疑“大叙事”，鼓吹
“小叙事”，把历史“碎片”化，用微观分析、细节考
证、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推翻原有定论。尽管后现
代主义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领域，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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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是我们又要清醒地看
到它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
与科学性，以“历史碎片”解构、否定、颠覆整个历
史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
向。当然，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也需要具体分
析，特别是借鉴其“小历史”“微观史”的研究长处，
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注重整体评价，
又需要通过个案的具体分析来以小见大，以纠正
当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个别研究成果以论代
史、空洞说教等时弊，增强批评和论证的科学性和
说服力。

三、对历史虚无主义史学批评的四重维度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铲除
历史虚无主义滋生的土壤不是一蹴而就的。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搞“运动式”“阵风式”，要重基
础、重长远，特别是需要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新
动态的跟踪、收集、分析、研判，对其中代表性观点
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及
时给予澄清，重点揭示其在史观、概念、范式、史料
及其引证等方面的学术失范，在对历史虚无主义
开展史学批评中做到主动回应、精准应对。
（一）坚持史学批评的科学性
历史虚无主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轻率地盲

目全盘否定文化遗产，贬低、歪曲国家和民族甚
至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态度和思想倾向。例
如，20 世纪 30 年代“全盘西化”论就是一种典型
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近年有人搅乱历史虚无主
义概念，指责马克思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虚无主
义，试图转移当前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视线。事
实上，基于党的文献的梳理，历史虚无主义是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思潮正确研判
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
是专指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其中
重点是否定中共党史。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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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历史
虚无主义的界定不能随意化、简单化、扩大化。特

别是对历史“翻案”现象要慎重，要做具体分析，
不应当把那些经过严谨研究而推翻陈说的新观
点一概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也不要把那些
具体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历史虚无主
义，必须严格把握政治标准和政策界线，就正如习
近平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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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只要不触及这一要害问题和根本原则，
就应当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处理，防止在同历史虚
无主义的斗争中出现扩大化。
（二）加大史学批评的精准性
精准，是提升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具体来说要达到以下 3
个维度的精准性：一是精准聚焦批驳对象。精准是
建立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总体概貌、最新动
态以及关键问题的准确把握基础上。这就要求我
们做好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
虚无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
分类，重点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
最新动态，在此基础上比较全面、准确了解中共近
百年史上究竟有哪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受到歪
曲和抹黑，抓住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错误观
点进行剖析。从对历史虚无主义 40多年现象史的
梳理中，精准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认识方
法、史学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方法等方面学术失
范的关键要害所在。二是精准掌握批驳方法。学理
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很强的迷
惑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缘于其观点也是建立在大
量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以及基于实证史学方法的
技术路线。因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学理化
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抓住考证史料这个关
键环节，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通过对历史虚无主
义所引证的“史料”进行综合考证、考辨和考释，一
针见血地揭示出历史虚无主义为了歪曲事实是如
何捏造、曲解、肢解文献等学术缺陷。三是精准抓
住批驳时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是
利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重大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日，利用纪念活动前后社会
关注度高的时机，进行有目的性地混淆是非。基于
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活动特点，应当抓住中共党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大纪念时间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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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发声亮剑、清澄历史真相，努力达到传播
效果最优化。
（三）增强史学批评的主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被扭曲的党史人物和事

件经过拨乱反正，获得重新评价，恢复历史的本来
面目；一些新的文献史料的挖掘，使一些长期悬而
未决的历史迷案得以真相大白；还有的由于新的
研究方法的引进，党史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
空间，填补了空白。但是，在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
藏着一些不良倾向。例如遵义会议问题，有的学
者重新评价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时的历史贡
献，但却矫枉过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借机贬低
毛泽东的独特地位。又如，有些党史上的敏感问
题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俨然成为所谓的“禁区”，
历史虚无主义恰恰利用这些“禁区”大肆兴风作
浪、混淆视听。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坚持
破立结合原则，既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回应历史虚
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又要主动深化中共党史的重
点、疑点、难点、盲点以及敏感点问题的研究，及
时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回应社会各界对中共
党史的关切，不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趁之机，
着力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牢牢把握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的主动权。
（四）提高史学批评的预见性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长期

的艰苦斗争，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和学术
眼光，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持续跟踪研究，
加强对其最新动态的前瞻性研判。科学预见不是
依靠主观臆测，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概
貌、基本特点、演化规律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技术是科学研判历
史虚无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的重要技术手
段。实际上，近年来大数据在中共党史研究以及社
会思潮动态研究中已经日益引起有关学者的关
注。学术界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分类、编码、存储和
挖掘分析等环节，建立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历史虚
无主义典型观点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主
题词检索系统，通过数据库词频对改革开放 40多
年历史虚无主义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全面掌
握历史虚无主义的总体概貌、主要特点、演化规
律、歪曲丑化党史的重点问题和史学手法，特别是

跟踪、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
态和演化的新形态，科学预判其发展态势，以便能
够及时应对、精准应对和主动应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是当
代中国史学史上一种极端思潮。增强批驳历史虚
无主义的精准性和科学性，需要学术界持之以恒
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对历史虚无主
义学理缺陷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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