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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重新“评价”历史，“解读”历史的幌子，以为既往历史“翻案”、污蔑中国革

命及丑化党的领袖、英雄模范等为主要手段，妄图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把攻击的

矛头直指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通过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个人品质以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读”与“评价”，
以达到分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必须综合多方因素、运用各种方法对

其进行抵制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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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实质上是他们对毛泽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及毛泽东
思想持什么样的态度问题。 现实中，将毛泽东及毛
泽东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既涉
及到学术领域，更涉及到了政治领域。 邓小平曾强
调指出：“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 尤其是个政治问
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对毛泽东及
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 事关我们党执政基础的
稳健和指导思想的巩固， 事关党的政策理论的宣
传和落实。 历史虚无主义以不可告人的目的，否
定、抹黑和丑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并非简单意
义上的“虚无”，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 深入分
析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原
因，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教育人民群众，更好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

想的现实表现

（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为反动人物歌功颂德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文本或者其他渠道挖掘所

谓的史料，发现所谓新的观点和提出新的“论断”，
以达到对毛泽东历史功绩抹黑或否定的目的。历史
虚无主义从毛泽东晚年错误开始，以“文革”为切入
点，刻意夸大“文革”的负面影响，并且过于强调主
观因素，将“帐”算在毛泽东本人的头上。 进而他们
又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认为这也是毛泽东
的过错导致。 向前再延伸到民主革命时期，他们鼓
吹“告别革命”论，将中国近代历史说成是离开“近
代文明的主流”， 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
命没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是“误入以俄为师的歧
路”了，他们总结出毛泽东是“过大于功，是伟大的
革命家，失败的建设家”，还认为毛泽东时代是“荒
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同时他们也否定毛泽东开
辟的中国道路，用“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或存在的
问题来否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探索历程”〔2〕，
进而达到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目的。 此外，为了
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他们还为反动人物翻案，
大力宣扬诸如慈禧，李鸿章，汪精卫等，公然叫嚣
“活在民国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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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
妖魔化毛泽东

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 尤其是
“文 革”期 间，高 高 在 上，说 毛 泽 东 搞 封 建 君 主 专
制，是一个独裁者。 还有人说《矛盾论》《实践论》涉
嫌抄袭，并非毛泽东自己所创。 一部来自海外的书
以延安整风为背景线索， 对延安整风过程进行了
“详尽”的叙述分析，将毛泽东妖魔化，把延安整风
看作是党内政治斗争的活动， 最后得出毛泽东是
靠搞权谋斗争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荒谬结论。
历史虚无主义还认为皖南事变后， 周恩来的诗句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实质
上是针对毛泽东， 其理由是皖南事变的发生是毛
泽东为了排除异己。 有的人还甚至把湘江之战的
惨败原因嫁祸给毛泽东， 说之所以惨败是因为毛
泽东不丢辎重所导致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根本不
会打仗，就连游击战争口诀都是别人创造的。 在近
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 有人作出中国共产党和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 “莫斯科阴谋策划的结果”，
和毛泽东的成功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是 “偶然取得
的，是靠阴谋活动和玩弄权术取得的”的谬论。

（三）历史虚无主义主张消解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建立与完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完成的，
就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而言， 都是在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人
为割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时指出前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后者是市场经济
的产物，前者不可能成为后者的基础。 他们甚至认
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理论应该排
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要重新划分和定义毛泽东
思想。 有些人还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的马克思主义是“穷马克思主义”，并声称要与之
“彻底告别”。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全世界第
二，绝不能说这是“穷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 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不仅经历了革命实践的检
验，更是历届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的。 中
国共产党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取得了民族
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如果轻易否定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地位， 那最起码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
年的群众就不会答应， 更何况毛泽东思想还蕴藏
有更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满足人民物质和
精神需要的方法策略。

二、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

想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虚无主义怀揣着不可告人但明显的

政治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盛行的民族虚无主义所诉求的利益本质上是

相同的。 通过不断地否定过去的客观历史，在贬低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进步人物的同时， 却又极力赞
扬已有历史定论的反动人物，对本民族、本国的包
括 文 化 在 内 的 一 切 都 进 行 看 似 新 颖 的 描 述 或 者
“创新”。 然而，新颖并不一定客观，创新不一定实
用。 之所以能吸引人，一方面是披着学术研究的外
衣，另一方面也是满足部分人的“猎奇”心理。 然
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虚无”绝对不能像
谈论娱乐明星或历史名人轶事一样， 成为普通民
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历
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主要和其
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有很大的关系。 它的方式很
隐蔽，但危害却更加巨大。 事实上，从历史虚无主
义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虚无”的表现来讲，他
们无非就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来达到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以及否定中国革命史，
进 而 达 到 宣 扬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文 化 及 价 值 观 的 目
的， 是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在新的历史时期一种更
为有效的形式。

（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奠基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建立者， 毛泽东本身
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政党领袖形象的好坏，
必然影响到政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和顺利执政的
合理性。 妖魔化毛泽东，将毛泽东庸俗地理解为搞
权谋斗争和政治迫害的阴谋家， 将其摆在与中国
古代封建专治君主同等的地位， 就是在无形中把
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说成一部权力斗争史，
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执政根基被破坏得体
无完肤，从而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一定程度上来
讲，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让其虚无化，就等
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合理的执政地位， 否认了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
括今天的成绩， 归根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
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开辟者， 代表了两者的形
象，才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目标。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理

论武器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强有
力 地 指 导 了 中 国 革 命 和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建 立 的 实
践，并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进一步影响了后继的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的历史形势， 形成新的思想
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
史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是对毛泽东探索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没
有毛泽东的探索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无法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制定现实
政策的根本方法和理论依据。 历史虚无主义借毛
泽东在建国后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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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的主张是荒谬的。 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
在上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在作出 《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时候就
已经作了全面评价，这是客观历史事实，绝不能简
单地将错误事件的责任和过错全部算在毛泽东思
想上。 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 1957 年前的思想
理论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工作，发挥了
相当大的作用。 即便是在他晚年，虽然其“文革”理
论错误，但是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外交等战
略理论， 直到现在依然对中国制定外交策略具有
重大参考价值， 这些自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指导
地位根本上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失
去理论根据，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让中
国共产党人忘记初心。

三、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捍卫毛泽东及毛泽东

思想地位的路径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管理监督体系

历史虚无主义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 运用较
为含蓄的学术研究手段，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民
众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 学者的学术自由也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 但自由绝不是任意
地甚至不怀好意地妄言。 言论自由建立在健全的
制度规范内， 学术研究也应该拥有自身的立场及
正确的价值观。 倘若因个人恩怨而信口开河或者
站在西方的某种立场上来为别人代言， 那这种言
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就必须受到限制， 甚至需要进
行法律制裁。 新的历史时期，信息传播的媒介形式
越来越多，渠道也越来越宽泛，一种错误的言论可
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到各个领域， 蒙蔽和欺骗
更多的社会群体。 因此，将任意否定毛泽东的历史
功绩、 恶意攻击毛泽东及公开挑衅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地位的个人和学术出版物等行为或言论写入
宪法，进行宪法高度上的约束，对具体个人和机构
进行法律制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
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保护法。 另外，法律制度监
督控制管理体系，还涉及到传播、接受、散布等环
节。 因此，针对现实状况，还要考虑进行多环节的
治理约束。

（二）加强高校学生对党史国史的认知学习

“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继承和发
展”〔3〕。 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党史与国史通过文字、
音像、视频或者人的记忆等方式传承下来，是近代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轨迹的见证。 只要把
握好立场角度，多方位地去了解，就能正确认知。
尤其是一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尽
管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观立场、 思维方式等因素

影响，但综合各方面的结论，其客观事实或历史作
用等，是能够取得共识的。 高校学生是党史国史知
识的传承者和事业的接班人， 同时也是受年龄社
会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被蒙蔽和欺骗的群体。
高校学生没有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 一切关于毛
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信息要么来自于书本知识和
网络知识，要么来自于先辈的口授。 对学生进行党
史 国 史 教 育 是 高 校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工 作 的 重 要 内
容。 对于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毋庸讳言，既
要讲成绩和经验，还要分析错误和教训。 从知识本
身入手，通过客观现实案例分析，让学生掌握正确
的价值观和有效的方法工具， 这是对学生进行党
史国史教育的根本内涵。 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的认识，还要从客观角度和正确立场去分析，不回
避其所犯的错误，让学生更容易接受。

（三）强化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 “虚
无”，不仅要从制度监控，教育方面入手，还要从毛
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角度入手。 学术研究
既讲求方法立场，更讲究真凭实据。 理论工作者通
过强化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全面占
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客观史料并进行科学运用”〔4〕，
对历史虚无主义解读的历史 “事实” 一一给予反
驳，最终就会使他们的谣言不破，这是反击历史虚
无主义的重要切入点。 历史虚无主义重新评价历
史，借助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绝大多数是没有
根据，任意栽赃的。 即使是拿出所谓的证据，也是
断章取义，刻意曲解，以偏概全。 因此，我们针锋相
对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学术研究的方法将历史虚
无主义的遮羞布揭开。 反之，如果单从方法立场、
价值观，甚至是自说自话，会容易陷入“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的被动局面， 必然很难产生良好的效
果。 此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也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在毛泽东及毛泽东
思想研究领域的学术理论工作者， 也必须加强自
身的政治修养和理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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