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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
*

徐家林

【内容提要】历史虚无主义冲击我们对历史的基本信念，危及我们党的政治合法性。无论中西

都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文化传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个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其提供了事实支持，大众文

化是其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网络传播为其大众化、社会化提供了便捷渠道。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根本批判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现实组成，人类历

史创造活动的前提和环境是物质的、客观的、可知的，反对抽象的历史解释，认为历史解释应该建

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并强调历史“启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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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借口“重叙历史”，或以“反思历史”面目出现，其目的都是歪曲

或否定历史，特别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

改革开放史，进而否定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虚无主义借助

大众文化和互联网迅速传播和扩散，严重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青年一代的历史观

和价值观造成了极坏影响。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抵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一场

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深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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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剖析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及其危害，并对其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以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

辨明历史事实真假、分清历史价值善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意识和能力。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从来就有的

作为“一种全盘否定一切历史及其历史进步逻辑的社会文化思潮”② 的历史虚无主义，且产生

广泛社会影响，是近几十年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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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

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某些特定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的怀疑，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

或看到与官史不一致的各种传说。但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对历史抱持怀疑甚至全面否定的历史虚无

主义态度却极其罕见，更不要说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了; 相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

有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

中国人自古就对书本、文字抱有敬意。在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书就是史书，并长期与经、子、

集并列。史是中国人阅读甚至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对其所记内容不仅不会怀疑，而且常被神圣化。

《说文解字》说: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①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历史不仅

用来“记事”，而且还“中正”，即具有道德与伦理价值。传统上中国人对历史相当信任。在古代中

国，编史从来都是严谨而神圣的国家大事，由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负责完成。后朝不仅需要记录前

朝发生过的事件，更需要从前朝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以启示自己及后人。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编史

都十分重视，甚至皇帝也会亲自参与。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且历史脉络十

分清晰，历史记载特别翔实，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国家对历史的编写十分慎重，非常严肃，对

“良史”“史才”的要求也极高，要求史家一定要称职。曾巩在给 《南齐书》作序时指出: “古之所

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

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② 由此可见，古人对 “名副其实”的 “史者”的要求是很高

的。《旧唐书》也有如下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刘子玄: “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回答: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 谓才也，学也，识也。”③ 即要求优秀的

史家必须才、学、识兼具。中国古代史家严格遵循世代相传的史学规范，有着很高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秉笔直书，启示后人，塑造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念，形成中华民族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的

思想文化传统，即所谓“明镜者，所以察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④。

可以说，从历史事实到历史意义，中国人鲜有否认的。直到近现代，西方的启蒙思想、社会进

化观念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传播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以后，才开

始要求以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重新书写历史，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即使如此，

近现代中国人对历史的基本信念并未动摇。近现代中国人也没有否定和抛弃中国古代历史，今天的

我们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了解仍然来自中国古代史书。我们批判循环论历史观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合法性构建，但同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上，重构发展的、进步的历史逻辑和

为人民服务、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意义。

2． 历史虚无主义亦非西方主流历史文化传统

就对待历史本身的传统来说，西方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历史是不可能和无意义的，虚无历史不

是普遍的社会观念，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仍抱有信念，相信历史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

西方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学理论。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否可能、应该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等历史本

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普遍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说，直到 20 世纪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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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方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实证主义传统，历史虚无主义基本上还没有产生什么实质影响。一般认

为，西方近代以来把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大力倡导实证主义，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

历史主义学者兰克。兰克在近代西方历史学界影响巨大，在兰克的教导下，历史学家被要求 “如实

地”展现过去。但是，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历史的坚定信仰开始动摇。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读过卡尔的 《历史是什么?》的读者可能都对扉页上凯瑟琳·

莫兰的那句极具冲击力的话印象深刻: “我总认为，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

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许多人认为，这句话反映的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其实这还不是

十分“典型”的、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莫兰语气坚定，言之凿凿，似乎

能够对“编造”的历史进行确认，说明其可能掌握了或有可能掌握历史 “真相”。因此，可以推知

其本人是承认历史有真相的，并可以被认知，只是认为 “大多数历史”没能如实记录，不能全信。

以此观之，这句话并不符合后来发展 “成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该书出版于 1960

年，我们已经看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性已受到严重质疑，历史虚无主义已开始出现。同时我们也应

注意到，之所以作者把这句话印在著作的扉页上，一种可能是，在该书出版的年代，这样并不 “典

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应该还不多见，作者在书的扉页印上这句话，可能就是想起到 “震撼”人

心的作用，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可以设想，如果此观念当时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就没有

必要印在扉页上了。

二是对历史的客观性不认可。与《历史是什么?》扉页上的那句话不同，该书作者卡尔曾断言:

“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这里，卡尔不认可的是历史的客观性，而非历史的真实性，说明当时既有

人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也有人不认可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同时受到了冲击。但

卡尔在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的一本著作时指出，该书 “坚定不移地相信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坚定不

移地相信曾经构建的人类事实之价值”。这里卡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对历史事实和历

史价值的坚定信仰曾是西方史学的重要传统。然而，如上文所述，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信

仰已有所动摇。卡尔在 1952 年曾写道: “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

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① 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时已经

出现，且日益严重。

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也并非没有遇到过阻力。与卡尔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

家艾尔顿，在其颇具影响的史学著作中继续坚定地捍卫 “历史学是为了探索关于过去的真相”② 的

立场，且支持者不少。说明即使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界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仍然怀有历

史信仰。那么，为什么后来“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再坚持艾尔顿所倡导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客观性”、

认为“真相埋藏在文献里、且能够被一劳永逸地挖掘出来的这一想法，应当被放弃了”③ 呢? 重要

原因就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以及微观史学、大众文化和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得

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向，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时风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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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推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在 20 世纪后期形成并扩散到全世界，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

与社会根源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后现代主义的风靡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

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 “事实”支持，大众文化的形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提供了肥沃土壤，网络传播的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普遍化、社会化、大众化提供了便捷渠道。这

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致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迅速 “成熟”、泛滥。

1． 个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

个人自由主义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要求运用

人类理性代替宗教对人类历史进行解释，这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自由主义把人类理性限制

在抽象的个人上，从抽象的个人理性出发，推出个人永恒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原则。从这一意义上

说，自由主义就是个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本位，认为个人才是目的，社会和国家只是实

现个人利益的手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

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

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同时，“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

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

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①。

自由主义的狭隘性，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伦理上的蒙昧主义 ( 或非理性主义) 。

自由主义也给信仰神秘性留下了生存与发展空间，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意义和永恒价值提供了

理论借口。因为，根据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逻辑，所有源自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只要不损害他

人利益，都是正当和合理的。因此，个人的一切偏好和选择，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道德相对主

义抹杀了伟大与渺小、高尚与低俗等的区分，鼓动个人把狭隘的私人利益当作行动的唯一标准，并

以此来评价历史，必然导致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肆意抹黑和矮化，以及对以无数革命先贤的无私奉献

和伟大牺牲为支撑的历史叙事的解构。于是，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否定历史、重编历史，使历

史不仅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的历史变成了虚无。个

人自由主义本来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是冷战的结束又为其提供了新市场、新用场，从而成为当代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重要思想根源。

后现代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又一思想根源。后现代主义兴起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

导致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语言学转向”，认为一切皆文本，话语才是重点，历史

只是文本，全面否认历史真相和历史客观性的存在; 全面否定历史意义，认为历史意义只不过是话

语和文本的构建。后现代理论动摇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根基，严重挑战甚至摧毁了传统史学的合法前

提和存在意义。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后现代主义对历

史研究产生了严重影响，“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停止了对真相的追寻，放弃了对客观性的信

仰，而且不再以科学性的取径来探索过去”②。尽管如此，许多传统史学家仍在极力谴责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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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理论。

事实上，对于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西方史学界本来并不回避，

也一直被视为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使在面对极端理性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挑战的时候，观点不

同者也通常只是被视为学术观点分歧或学术流派区别，并未危及历史研究的继续，也没有上升到历

史存在合法性的高度。如，史料学派一直坚持客观史学，坚持让史料说话。但注重历史解释的历史

学家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

瓦; 建筑材料无论有多么多，都不是建筑物本身”。同样，他们也反对“描述史学”，认为 “把历史

学称为‘描述性的科学’是无用的，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描述性的这一事实就使得它不再是

一门科学了”①。

而现代历史解释和历史建构学者也与后现代主义不同，认为史家书写历史本身不外是人的创造

性活动，历史不可能没有史家的观点。认为史料本身不是历史，真正的史家写史一定不只是铺排和

堆砌史料，而是运用史料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意义 “建构”历史。要让史料 “说话”，就一定要让史

料“合理化”，史家就一定要挑选史实、构建逻辑。卡尔就认为: “事实并不能 ‘为自己说话’，或

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

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②

后现代主义却导致极端相对主义，解构一切，否定一切; 不仅否定历史真相、否定历史的客观性，

同时也否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否定历史本身。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对于人类有意义，

人类需要也可能从历史探究中获得规律性认识和经验性启示。西方很多学者也都认识到这一点。有学

者就指出，历史“假如没有意义，就不值得去写、去阅读”; “假如历史……仅仅是一连串的毫无关系

的‘偶然事件’，也就根本不能够进行严肃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呈现着某些规律性，容许某种

概括，这可以当作是未来行动的指南”③。黑格尔也指出: “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

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④ 因此，历史不是猎奇，也不是对一系列没有关联的偶

然事件的记录。后现代主义以此攻击历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显然是极端错误的。也因此，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既要批判个人自由主义，也要批判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极端相对主义。

2． 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 “事实”支持

微观史学本来是一种相对于宏观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资料和考证等方法着力于对具

体人物、事件、组织、制度等做专门的研究，其特点和长处在于发现和阐述具体史实，提供专门的

历史知识，为历史的宏观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事实基础，从而使宏观史学建立在真实、可信、客观

的史实基础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史学必不可少，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正因为微观史学研究的是某一具体的或局部的史实，关注的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细节和具

体过程，很少置其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或与其他相关史实相联系，尽管微观史学能够给我们提供

专门的知识，使我们对某一具体史实或某些具体方面的认识得以深化，但如果我们停留于此，就可

能使历史研究碎片化、历史结论片面化，破坏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和正确提升历史意义的可能性。

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了微观史学的这一特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可能不同，但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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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使得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遭到否定，历史逻辑和历史意义遭到解构和破坏。它要想做到这

一点，特别是要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思潮，就必须要让尽可能多的民众相信并接受它，就要能够说服

民众。为此，除了要对知识精英讲清理论依据，更要让普通民众有感性认知，而微观史学及其成果

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微观史学及其研究成果，不断掀起所谓 “起

底历史”“还原真相”等历史文化思潮，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细节探究，以所谓新

的“研究成果”颠覆原有历史结论、攻击宏大历史叙事和宏观历史逻辑。从表面上看，这些攻击都

好像有理有据，其实都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从而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造成

极大的思想和政治危害。

这种危害性尤其表现在对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以还原细节

“真实”为名，专注于重要革命历史人物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往往得出一些片面甚至

错误的结论，并以此否定和颠覆已有的历史结论和党的决议。其结果就是，以所谓的 “细节真实”

取代宏大历史叙事，解构意义、消解崇高，直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

性与正当性。这无疑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极具破坏性的虚无化倾向。正因为微观史学经常被历

史虚无主义恶意利用，因此我们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就应特别注意，对其提供支持的所谓 “事

实”及其获取方法的本质进行批判，以警醒大众，提高其辨别能力和抵制意识。

3． 缺乏正确导向的大众文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文化本身是无形的，但它可能以某种

有形的物质媒介为载体。但是，这种以有形的物质载体为媒介的文化产品，在工业化时代，自身也

成了商品。

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滋养了大众文化，一些大众文化缺乏正确导向，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大众文化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就不会绝迹。

因为，人们不仅需要物质产品，同样需要精神产品。但在商业社会，当文化成为商品，资本一定会

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也会在文化市场上追逐利润。在此，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关注的是利润、收

益，而不是文化本身。为了利益最大化，厂家、商家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产品的市场需求、消费者的

兴趣与偏好。

当前，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传播的文化娱乐产品中，传统的影视作品以及其他电视娱乐产品仍

是大众重要的文化消费对象，而这些文化产品相当部分的内容与历史相关。为了激发民众的消费热

情，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一味迎合消费者的兴趣、品味和偏好，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当然也就

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不予考虑，剪裁、编造、杜撰、戏说，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就是解构

历史、娱乐历史、消费历史。对于消费者而言，历史不再有任何真实性、客观性、崇高性、神圣性

可言; 而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说，无异于如鱼得水，不健康的大众文化为其社会化、普遍化、

大众化及其“长盛不衰”提供了不竭的营养来源。

现代旅游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以后，自然追

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及文化消费，旅游越来越成为当下国人重要的文化消费领域。一部分地方政府和

商业机构在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化设计上动心思，想方设法“创造”历史，提高旅游景点的所谓历史

文化含量，以吸引游客、创造收入。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文化，只是商品、资源; 历史也不再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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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该的样子，而是成了为提高人气而做的人为设计。历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真正成了 “任人

打扮的小姑娘”。这样，旅游文化也如同其他大众文化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源源不断地为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提供营养。

4． 网络传播为历史虚无主义社会化、大众化提供了便捷渠道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真正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最近 20 年的

事。而这期间正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尤其是手机用户数量急剧增长的时期。网络传

播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体传播的鲜明特点: 即时性、虚拟性、匿名性，感性化、娱乐化、极端化特征

明显。Web2. 0 时代是自媒体的黄金时代，手机就是媒体，人人都是媒体人; 又因为网络互联，一个

平台就是一个广场，话题发起人就如同 “广场政治家”。而大多数网民并不具备信息真假与舆论是

非的辨别能力，往往成为网络舆论的轻易信奉者、意见领袖的盲目追随者。尤其当大量网民在某一

平台聚集时，与在现实中一样，往往表现出群体行为特征，容易失去理性，情绪化、极端化严重，

可能“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而且 “只知

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

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①。网络的快速普及及其以上特征，一方面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容

易扩散，另一方面也使广大网民更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利用，成为其扩大影响的有力推手。

早在网络传播刚刚形成不久，就有西方学者看到了其弊端，并开始反思，认为 “Web2. 0 革命

真正带给我们的是: 生活中肤浅的观察而非深刻分析，无聊至极的观点而非深思熟虑的判断”。并

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传播缺少传统媒体和文化产品制作机构那样的 “文化

把关人”，“业余”替代了“专业”，结果 “专业评论员、记者、编辑、音乐家、电影制作人、信息

方面的专家等将被业余的博主、蹩脚的评论员、非专业的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所取代”。因为网民

的素质参差不齐且绝大多数为非专业人士，其直接生成的内容往往与事实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必

然削弱社会资讯和文化产品本该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我们每天面对的完全可能是 “充满混乱和

困惑并丧失真理的冰冷世界”②。如果网民生成的是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其真实性、客观性必然大打

折扣，更不要说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的正确性了。当人们每天面对这样一个由无穷无尽的、

未经过滤的用户生成内容组成的数字世界，难免不被误导，甚至迷失方向。而这恰恰迎合了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社会化、大众化扩散的需要，助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快速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彻底批判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③，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

探究历史。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

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

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④ 换言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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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有必要去探寻人类活动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找寻历史的逻辑，给予历史正确的阐释。

1． 历史是现实的、可知的、遵循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历史、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们之所以如此，

首要的即在于其承认历史研究对象的 “自然界”的“现实”属性———客观实在性，相信人类社会的

发展也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规律性，人类能够把握其真相、认识其规律，并用以指导人类

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物质的，人类的生活受制于先在的 “物质结果”。对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如下被广泛引用的论述: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

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① 也就是说，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前提是对物质

的依赖，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物质前提，人类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创造历史。基于此，马克思认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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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历史的现实性、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境遇中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

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

人。”④ 每一代人从一出生就会面对前人传下来的物质遗产，使人类创造历史无法离开特定的社会生

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总体状况，这也规定着 “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

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⑥ 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生产密切联

系并由社会生产最终决定的，“因而，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

究和探讨”⑦。这里的“工业和交换”，一般地说，就是社会生产与社会交换，以及建基其上的人类

一切实践活动。这些无疑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也都是能够被我们所认知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石的所谓 “话语”“文本”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早就有过唯

物主义的正确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 ‘纠缠’，物

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

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

需要才产生的。”⑧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话语不可能是抽象的独立存在，也不可能有不与任何

事物发生关系的独立的文本，话语和文本与客观的物质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应人们生产与交

往的需要而产生的。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可知性，显然违背了历史的基本前提和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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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真正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

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

种尺度来编写的。”他们称这种历史观和以此为根据编写的 “历史”为 “时代的幻想”①。因此，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无视任何现实基础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远远称不上真正的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类认识规律的可能性。历史唯物

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贯通的，它们不仅都是唯物论，也都是辩证法、可知论，认为包括人类历史

在内的事物发展都遵循其内在规律，而且是可以被认识和把握的。就人类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特性而

言，其基本的逻辑十分清晰明了: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历史也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那么，人

类社会必然与自然界一样，处于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之中，且有规律可循; 我们能够发现、认识和

把握历史规律，应该尊重历史规律，以史为鉴，从而使我们的实践更符合我们的目的，使我们能够

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服务人民。

2． 合理的、有价值的历史不能没有逻辑和意义

凡具历史卓识的思想家，都不会把“历史意义”和“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反而认为二者应该

是统一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创造性地实现。“狄尔泰和克罗齐都认为历史是一堆糊涂账，惟有在史

学家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这一意义上，它才成了可以理解的。”② 黑格尔也指出: “一部历史如果要

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

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 ‘思想’来概括

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③ 因此，历史学家的工作不仅在于发现历史真相，把握历史细节，更

要使历史可以理解、富有意义。

一些人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④ 的认知，认为马克思只重视社会实践而不认可历史解释。其实不然。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马克思并没有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对立起来，以上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对世界

的解释从属于对世界的改造，“改变世界”即“实践”具有优先性，“马克思唯物史观也包含着解释

学之一维”，可以称之为“实践解释学”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强调，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前提

下，才可能更好地解释世界。马克思指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⑥ 只有对改变世界

本身的人类实践进行解释，才能赋予世界、赋予人类历史活动乃至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以意义和可理

解性，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⑦，人类之所以能够最终脱离

动物界成为人类、从而实现自己的历史目的，也在于人类实践能力和实践自觉性的逐渐提高，“人

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

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⑧。可以说，人类实践规定了人类历

史活动的价值与未来方向，是人类历史解释与历史意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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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对历史合理化、逻辑化和意义化的

马克思主义独创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历史为科学，但从来不是堆砌史料，也不是简

单地描述历史，而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探究其发展规律，寻找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对

过往历史给予合理阐释，对未来发展指出前进方向，给人类实践以正确指导。对此，恩格斯明确指

出: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 ‘历史的启示’;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① 列宁一再说 “历

史不会重演”②“历史是不会重演的”③，就是因为历史可以给人启示，给人镜鉴，给人指导，使人

类避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反对历史解释，而是反对抽象的历史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历史阐释批判道: “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 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

的……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

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④ 并在批判

抽象解释的错误的同时，指出从客观的 “物质实践”出发进行历史解释的正确性，“这种历史观和

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

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⑤。

综上所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根本的、彻底的批判。在我

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得以生成、扩散，除了一些时代性和社会性因素之外，也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的教育和宣传仍然不够，真正掌握特别是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数还不够多，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判的能力还不够强。这就有必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教育工

作，使尽可能多的人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的自觉，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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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ism and idealism in the study of justice．

The New Contribution of“Supply－side Structural Ｒeform”in Thought and Practice
Lu Pinyue

As the principal line of the economic work in the new era，“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is the
schem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capacity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reform is completely differ-
ent from the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western supply－side economics and makes a new contribu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oth for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world economics．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mainly in
its people－centered approach，it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its policy objective of achieving the transfor-
mation from rapi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it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hina's basic eco-
nomic system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s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are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which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in practice，including cutting overcapacity，reducing excess inventory，
deleveraging，lowering costs，strengthening areas of weakness，making decisive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mprov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work-
ers，and so o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Political Consultation

Li Yaxing and Wu An

Owing to its revolutionary character，advanced nature，and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eatest ma-
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the CPC united all social strata，political parties，and people's organizations of
the society in China，shouldered the mission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state for Chinese people，and ultimate-
ly founded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intensive consult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Mao Ze-
d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consultation． He elabora-
ted the thought of“Democratic Ｒepublic State”and“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ment”in a series of litera-
ture published successively，in which the most famous are“On New Democracy，”“On Coalition Govern-
ment，”and“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he modified“May Day Slogan，”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holding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founding the 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
ment，drew a bluepri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ew China; he invited the democratic personages in the
South to attend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Beijing，
then won their trust and support at last; he founded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is conference and care-
fully revised related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Common Programm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
tive Conference ( Draft) ; he also chaire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established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by his leadership，the CPC fulfill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of founding the
New China through consultation．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Critique on It
Xu Jialin

Historical nihilism erodes our basic belief in history and endangers CPC's political legitimacy．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never been empowered in China or in the West before the late 20th Century，its prevalence since
then had deep ideological and social roots: it drew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individualism and postmodern-
ism，got convincing evidences from the research of micro － history，fostering by the popular culture，and
spreading easily 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 Marxism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us to criticize the current
historical nihilism radically，according to which，human histo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al history，and the
precondition and environment of human creative activities are material，objective and knowable，any abstrac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opposed，on the contrary，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human practice，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enlightenment”should be val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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