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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 ①

陈　 甜

【提要】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股错误思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蔓延已有四十余载，呈现明

显的时代特征。 在新时代的十年间，历史虚无主义发展态势由高走低、逐渐式微，散播主阵地向互联

网转移，并不断耦合智能化技术推演、升级。 这种演变绝非偶然，它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
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渗透有着紧密的关联。 新时代防

范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需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凝心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同时，我们要注重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建立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的长效协同机制。
【关键词】 　 新时代　 历史虚无主义　 错误思潮　 演变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股错误思潮，改革开放之初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在我国出

现，继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今已蔓延四十多年。 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大力批驳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逐渐式微，影响

力和迷惑性大不如前。 这也有力地印证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分析：“十年前……历史虚无主义

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十年来……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① 近年来，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切入，取得

丰硕成果，注重追踪历史虚无主义新样态、新变化，但对历史虚无主义新时代十年来的演变还未作

出整体性分析。 因此，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有必要考察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时代特征，审思其态势

式微的原因，为在今后工作中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资鉴。

一、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特点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思潮，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演化出多种形态。 十年来，
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特点。

（一）历史虚无主义历经起伏变化、波及领域广、运用手法多

根据《人民论坛》杂志对国内社会思潮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的动态追踪监测，历史虚无主义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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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项
目编号：ＬＳＹＺＤ１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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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４—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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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上升和回落两个重要阶段。① 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 ２０１８ 年，处于“泛滥”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一
是围绕党的十八大召开、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兴风作浪，伺机干扰、破坏；二是围绕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利用国内改革出现的复杂情况，制造杂音；三是围绕党的重要历史时间

节点，如毛泽东诞辰 １２０ 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等，煽动舆论误导民众。 但自 ２０１９ 年起，在国

内外环境交互碰撞下，历史虚无主义呈现明显的回落之势，影响力急剧下降。 ２０１９ 年令人瞩目的中

美贸易摩擦、２０１９ 年年底暴发并影响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事件，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国内

外发展形势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使其做文章的可能性减小。
历经起伏变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十年间的演变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积淀痕迹，又有新的衍生变

化。 整体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持续在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历史内容上制造“舆情”，重点虚无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新领域，运用新手法。 例如，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语教材插图中三位小朋友球衣上印有“７３１”字样，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

的长篇小说《软埋》，革命历史影视剧中被刻意美化的反面人物和侵略历史，等等。 从新手法来看，历
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前期重在以学术名义“解读”和“研究”历史，明目张胆地采用公开

对垒、反诬、围攻等手法。 例如，制造“理论陷阱”，将历史虚无主义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虚无主

义批判者污蔑、谩骂，高调抢夺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显性的手法遭到批判、遏
制后，渐渐收敛锋芒，淡去学术外衣，融入大众文化生活，或坐观时变随时释放，或与其他思潮合流，
以更加隐蔽、软性的方式渗透。 例如，借电影《长津湖》热映，趁机解构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与
“饭圈文化”相结合，无视日本侵华战争的惨痛记忆；与激进左派相互裹挟，否定改革开放建设的成

就，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手法越来越隐蔽，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容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

拥趸，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和挑战。
（二）互联网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散播的主场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

的主战场。”②这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散播场域的变化。 新时代以来，我国相继进入 ４Ｇ、５Ｇ 网络通讯

时代，③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兴网络媒体异军突起，以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取代了以电

视、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成为民众最主要的资讯获取源。 历史虚无主义因时而异，转而

在新型媒体快速发声，制造舆论、影响民意，凸显“网络化”特征。④

从散播主体上看，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一位民众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参与社会

热点事件讨论，形成一定的传播力。 在“全民皆媒”的时代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散播者既包括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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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论坛》杂志对国内社会思潮关注指数、活跃指数、影响指数的监测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连续入选国内

十大社会思潮之一，甚至在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跃居国内重大社会思潮第二位，显示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较为活跃的动

态走向及其对现实的深刻影响。 但是，自 ２０１９ 年至今，历史虚无主义“风光”不再，跌出国内十大社会思潮之列，由此可见历史

虚无主义由高走低的发展态势。 参见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２０２０ 国内社会思潮》，《人民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王平：《后疫

情时代社会思潮走向分析》，《人民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５０—５１ 页。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相继颁发“ＬＴＥ ／ 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ＴＤ⁃
ＬＴＥ）”经营许可和 ５Ｇ 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正式启动 ４Ｇ 商用服务和 ５Ｇ 商用服务。
２１ 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借助网络散播谬论。 直至新时代，在网络基础设施完备、智能手机普及等条件

实现后，网络散播成为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的散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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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名人物，又包括普通民众。 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网络用户能轻易获得百万量级

的评论和点赞，推动网络舆情生成、发展，左右多数网民的观点和看法，推动网络舆情生成、发展。 普通

网民也可以通过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以发布、转发和评论的形式，参与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散播。
从散播形式上看，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短小、形式多样。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制造的多起网络舆情

事件中，其随意裁剪、肢解历史片段，将原本详实丰富的历史内容改编成短小、戏虐的信息，并以文字、图
片、音视频、游戏、弹幕、表情包等多种形式呈现。 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截取纪录片中“慰安妇”老人的

头像做成动图表情包，手机游戏中将南宋名将岳飞设计为“肉袒牵羊”的人物形象，“暴走漫画”自媒体

账号上传短视频亵渎英雄人物，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变得更为“关照”民众的阅读习惯和心理诉求，迎
合了受众浅阅读的习惯，消弭了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令受众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散播效果上看，历史虚无主义从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浸润至普通民众。 ２１ 世纪，历史虚无主义

有向普通民众蔓延的趋向，但这个过程较为缓慢，２００９ 年新浪微博推出后，才有了渐进的趋势。 此

后，随着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多个传播平台的启用，智能手机用户的增多，历史虚无主义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迅速蔓延。 以移动“微传播”为载体的历史虚无主义，改变了过往点对点的单线传播模式，
形成了点对面、面对面的扩散，这就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扩散速度和散播面积的加剧，产生恶劣影响。
此外，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错误思潮交织合流，加速了历史虚无主义扩散，使得错误信

息散播出现“放大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三）历史虚无主义耦合智能技术推演、升级

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利用智能化技术拓展活动空间。 从历史虚无主义的生

产、散播到影响，都有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影子。 历史虚无主义者运用网络爬虫、数据挖掘技术，对微博、
抖音、快手等主要社交媒体进行不间断扫描，捕捉当下热门事件、热点话题，筛选能够“蹭热度”的内容，
进而设置相关议题，开展舆论渗透。 例如，２０１７ 年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智能热点分析，借韩国部署萨德

导弹防御系统、朝鲜试射核导弹等国际舆情，设置解构抗美援朝、中朝关系的错误内容并进行散播，企图

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破坏中朝两国人民的历史友谊和集体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者运用推荐算法，①

通过为用户画像，寻找受众的兴趣点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连接点，进而精准推送包含用户个人喜好和历

史虚无主义的信息。 这种个性化的推荐，既带有主观选择性，又包含散播者的目的性，长此以往则会形

成“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使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不断渗透、强化。 在该项技术“赋能”下，近
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较为明显地侵蚀着我国青少年这一易感群体，诱导他们自主地选择、自觉认同历史

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使其迷失在历史的假象中。 例如，２０１８ 年某技术工程学校学生，在学校团委官方

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恶搞邱少云、董存瑞的内容。 据调查，该内容并非学生原创，而是转自某笑话网

站。② 从中可以窥见，历史虚无主义结合用户喜好，潜移默化、精准影响青少年。
从散播影响看，历史虚无主义者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和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模拟虚假用户，

批量发表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言论，以压倒性的数量和较为统一的“民意”，操控大众认知，加剧

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背后有网络水军的身影。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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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算法是近年来被推广和应用较多的一门技术。 该项技术主要是以对受众个性化媒介痕迹的即时捕捉、数据转化、智能分析

为基点，挖掘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以实现信息传播与受众需求的精准配适。 参见葛彬超、郭怡菲：《算法推荐场域历史虚无

主义精准化渗透的策略与应对》，《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李涛、戴幼卿：《石家庄一高校官微恶搞邱少云等 ３ 位烈士》。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ｔ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 ／ ｓｈｏｗ？ ｉｄ ＝ ２３０９４０４２８９１６８２７５５６４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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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网络水军在智能化技术“加持”下，开始出现大量的“机器人水军”。 它们有不同的头像、身份和账

号，能够分析、处理和生成人类语言，并根据特定的主题，自动生成风格各异的语言内容，令人难以区

分真假。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利用了深度伪造和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这两项技术，创造了大量的

“类人历史虚无主义者”。 它们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参与网络评论、跟帖和讨论，混淆历史真相，误
导不明真相的群众。 新时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运用以上技术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争夺

生存空间，使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散播更加隐蔽，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深远。

二、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影响因素

新时代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态势逐渐式微。 因此，有必要理性审思十年来历史虚无主

义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实现影响因子的正确扬弃。
（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

当下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影响着历史虚无主义的起伏涨落。 国际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逆全球化、单边

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 大国博弈、贸易冲突、政治对垒愈演愈烈。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

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暴露出美欧国家在政治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弊端。
与之相较，我国经受了新冠肺炎带来的严峻考验，确保了国家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赞誉。 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以自由、民主、人权标榜

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日益清晰。 但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维护霸权之势仍然存在，持续掀起“颜色革命”，刻意打造“小院高墙”，煽动意识形态对

立，模糊事实真相。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既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战略目标，成功地推动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① 我国以自身生动的实践，创造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奇迹，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尤其是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抗疫取得

了巨大成绩，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并成为世界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这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在事实层面上终结

了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而且还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广大民众在伟大复兴征程中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社会凝聚

力、向心力显著增强。 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影响民众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二）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揭批、抵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展开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批驳与抵制，其深度和力度均前所未有。 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虚无主义多次作出鞭辟入

里的分析，这是史无前例的。 习近平总书记先是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为镜鉴，戳破了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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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春涛：《从大历史视角看民族复兴进程之不可逆转》，《历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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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争”“思想认识”的外衣，清晰地向人们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① 在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真实面目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批判历史虚无

主义发表了重要讲话。 例如，在中央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

攻击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

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

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②习近平总书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

言论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使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辨识。 他提出，要“牢牢把握党的

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四史”，并强调“树立大宣传

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
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③ 从“破”到“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系列重要讲

话，是人们揭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新时代以来，社会各界以习近平总书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针对历史虚无主

义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现实，通力合作，从实践层面展开历史虚无主义纠治。 学界从多学科、多
视角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了深入的理论剖析。 其中，既有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根源、表现形式、认识

谬误、抵御应对的综合阐释，又有针锋相对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具体史实的具体分析，还有从文学

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领域展开的思考。 这场最初在知识精英群体中蔓延开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在党的十八大后受到学界一致的批判和解析，向民众阐明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虚伪和荒谬。
党和政府则更多从实际工作出发，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实施。 例如，国
家相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抵

制历史虚无主义纳入法治化轨道；中央及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则开展网络虚无主义专项整治，全
面排查、清理涉历史虚无主义账号、平台，设立历史虚无主义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专区，不断强化网

络空间生态治理力度。 除了打击、震慑历史虚无主义外，国家还公开发行《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

体》教育参考片，推出一系列聚焦“四史”的书籍、展览、影视作品和网络课程，进行历史事实宣传教

育和正面的舆论引导。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历史虚无主义不仅逐渐作为一个具有负面

含义的概念，进入到人们的日常认知和话语中，而且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力量的渗透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资本意志的渗透是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重要因素。 进入新时代，以数

字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据

《第 ５１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１０. ６７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７５. ６％，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９. ８％。 其中，短视频用户、即时通信用户、网络新闻用

户、网络直播用户，分别占网民整体的 ９４. ８％、９７. ２％、７３. ４％和 ７０. ３％。④ 从中可以看出，以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性、颠覆性高新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与世界“沟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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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１３ 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２ 页。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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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

效与方式，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在新时代展现得淋漓尽致。 技术的力量冲破了传统的社会话

语传播方式，同时为历史虚无主义滋生与发展提供了“温床”。 可以说，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

们生活带来快捷便利和巨量信息的同时，又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风险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媒介平台的飞速发展，资本意志已有影响舆论话语权和社会心理的迹象。

资本像一只无形的手，其逐利的本性染指着我国意识形态的塑造。 例如，２０１５ 年加多宝企业官方微博

利用微博用户“作业本”拥有的大量粉丝和戏谑英烈的热度，进行凉茶营销。 新时代资本意志与信息技

术“合谋”，进一步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散播与渗透。 首先，资本利用信息技术打造了一批网络

社交平台，这些平台为用户提供短视频、图片、文字、表情包等各类影像和信息符号，将大众卷入了“沉
浸式”的数字化信息界面，并贯穿于日常生活，让每一位用户从中难以抽离，从而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提供了更为复杂多样、日常化的散播途径。 其次，资本逐利的本性容易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

长。① 资本控制下的社交平台为了赚取流量和热度，刻意发布猎奇、夺人眼球、耸人听闻的议题，使原本

严肃的历史题材常被冠以“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新人物传记”等名头，用以“吸睛”和“圈粉”。
如此，严肃的历史内容被碎片化、娱乐化，从价值“有用”转向“有趣”，消弭了人们对中共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正确认知。 最后，社会中充斥的无良资本和反动势力，依靠雄厚的资

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从信息生产、分发、影响等程序上，直接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干预舆论导向。 他们裹

挟推荐算法、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向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使其陷入暗含历史虚无主义的“信
息茧房”中难以进行深入思考和独立判断，久而久之屈从于资本意志建构的“意识形态景观”；利用深度

伪造和智能过滤技术，恶意扭曲历史史实和社会热点事件的事实真相，通过培植的意见领袖加以散播，
影响政治决策，引导民众政治倾向，为维护国家安全埋下隐患。②

三、防范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学术思考

历史虚无主义的式微，并不代表其退出历史舞台。 新时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出现的新特点、新
动向，表明防范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守正创新，有所坚持和发展。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新时代十年我国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取得了三个“历
史性胜利”，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是历史虚无主义式微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的

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

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③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加

紧的攻势，要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根本之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提升硬实力。 这样，才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效遏制对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之声。 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使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如此，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调动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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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徐秦法：《唯物史观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新样态的解析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洪晓楠、刘媛媛：《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发展契机、潜在风险与调适进路》，《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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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积极性，凝心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增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自觉和历史

耐心。 同时，将历史虚无主义就社会矛盾等现实问题制造“舆情”的可能性扼杀。
（二）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历史虚无主义在新时代由“硬”到“软”，由直白到隐晦，变幻多样，但其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

础没有改变。 它将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奉为圭臬，制造了悖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至谬，违背

了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 新时代以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行

了详尽的剖析和批驳，使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本质逐渐被世人认清。 同时，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非

难与挑战，学界意识到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 例如，朱佳木指出我国史学领域存在马克思

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权受到严峻挑战；①杨艳秋指出我国史学

理论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对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系列重大问题缺乏有突破性的成果，存
在受西方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束缚的现象。② 这些问题和不足给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可乘之机。 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③ 这不

仅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努力的方向，也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利器和行动指南。 以唯物史观为

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广泛共识。 对于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史学

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学界将其作为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重大课题，积极思考并提出构建方向，即要弘扬

我国史学研究优良传统，继承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形成的史学共识；④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

的，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阐释力的唯物史观阐释体系；⑤努力提出具有原创性的、主体性的学

术思想，打造自己的学术特点和优势等，⑥体现了鲜明的继承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特征。 但应该看到，
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任务一样，具有长期

性和艰巨性，因此要深入思考、广泛讨论，以求更大的发展。
（三）注重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网络治理能力

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成果，为其在新时代滋蔓创造了空间和条件。 然而，面对历

史虚无主义带来的新挑战，在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运用智能化技术纠治历史虚无主义方面，我们缺

乏足够的认识和一定的应对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战略高度强调：“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

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

现‘弯道超车’。”⑦“要主攻关键核心技术，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⑧人工

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科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对意识形态领域而言也是一把双

刃剑。 如何发挥其优势，规避潜在风险成为当下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学界注意到历史虚无主

义借助互联网蔓延的趋势，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其蔓延中的运行机理。 例如，修晓辉、杜玉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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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

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智能化浪潮沉渣泛起，具体表现为通过操纵算法分析、假借数据识别、利用

智能推送等方式设置陷阱，误导群众，并提出应对之策。① 相较智能化技术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

巨大变化，学术研究则稍显逊色，尤其是智能化技术与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但

不能否认的是，智能化技术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因此应加大对智能化技术与

历史虚无主义纠治的关系研究，发掘其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应用价值。 例如，研发“ＡＩ
辩论专家”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实时、高效的智能回击；研发“矫正”算法，打破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

推荐算法制造的信息牢笼等，通过技术手段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新的延伸趋向。
（四）整合社会力量，构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长效协同机制

新时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较以往变化更为复杂，涉及领域广、运用手法多。 这给辨识、批驳历

史虚无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如何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新的样态变化，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

注。 如何发挥各领域、各学科的优势和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破”与“立”相结合的

理论是社会各界遵照执行的行动指南。 “破”，即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例如，既要鼓

励专家学者披露历史真相，拆穿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谎言；又要加强网络舆论监管，从网络信息发布、
转发、管理等环节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发声；还要完善法律法规，以法治化方式惩戒散播历史虚无主义

的错误行径。 “立”，则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历史知识宣传教育。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重要方式；历史知识与新媒体相结合，是以大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学界从多角度探索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措施方

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资鉴。 但还应看到，各学科对历史虚无主义抵

制研究“用力”不均，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较为突出，而历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则略显单

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相关问题跟进迟缓。 再者，理论研究成果与政策措施存有偏差，某些研究对

策在实施中水土不服，难以落地。 由此，如何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建立协同有效的机制，增强抵御历

史虚无主义的实效和韧性，是未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结　 语

根据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演变及其特点，反思其影响因素，提出防范建议，目的在于全面、深
刻、系统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揭露其本质、目的、危害，以及其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让其彻底

现出原形，从而激浊扬清、正本清源，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党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政

治思潮，无论我们怎么揭批，怎样传递正确的历史史实，怎样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不可

能短期内将其彻底消除。 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新时代，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陈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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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修晓辉、杜玉华：《解蔽虚无“陷阱”：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何以存在及其批判》，《理论导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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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 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ｎ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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