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

话题，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社会上出现了虚无污

蔑的声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死灰复燃、似有“大

行其道”之势。历史虚无主义者竭力抹黑英雄、

祸乱人心，通常以歪曲亵渎史实、儿戏拼接历史

等方式否定我国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道路，进一

步否定党史、国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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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此，及时采取多种措

施批驳和遏止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泛滥发

展，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以及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成功实现，而且对该思潮的研

究兼具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缘起

“虚无主义”一词译自德文Nihilismus，译注

为“什么都没有”。1799年，在《给费希特的信》

中，德国哲学家雅各比第一次引入现代意义上的

“虚无主义”一词。［2］哲学家尼采认为：“虚无主义

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3］后来尼采

统称的“虚无主义”是以表现为否定历史传统和

道德原则的现象作为基本原则而言的。［4］现代虚

无主义源自于德国，30年代时曾在中国引起一阵

喧嚣。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

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

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

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

创作情绪。”［5］即明确提出要批判虚无主义的东

西。1958年，在厘清对于过去和将来的关系问题

时，关锋坚定地说到：“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

者，是坚决反对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的割断历史

的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6］1979年1月，《曲

艺》在停办十余年后复刊，第一期专栏刊发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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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同志给吴宗锡同志的信》，信中指出“闭目不理

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目前资料所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

提到完整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7］

“非毛化”是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出的最初形

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历

史性的转折，国际国内都开始关注党对毛泽东和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而“非毛化”正是在这

转折时期出现的有害思潮。邓小平是最早对“非

毛化”现象发表意见的领导人。1979年 1月 24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来访的友人时谈到：“不论

是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

想。毛主席在生前对有些事情没有正式拿出来

讲，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8］伴
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历史虚无主义

歪曲革命历史、丑化抹黑历史伟人的趋势开始蔓

延。1986年 11月，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指出，

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其次

不能过分自夸，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会议特别

指出：“对于另外一种倾向也要及时制止，即别人

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却将我们自

己说的一文不值……这更不实事求是。”就在此

次会议上还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做

出了区分。［9］1989年，江泽民曾强调：“任何割断

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借口‘改革’而否定

党的优良传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再次指

出：“特别是对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

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要坚决反对。”［10］但在当

时历史阶段中，并没有将历史虚无主义单独分离

出来进行批判，而是与文化、民族虚无主义互相

交织总体陈述。迈入新世纪，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社会深层矛盾不断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逐渐演变到“重评历史”的地步，因

此历史虚无主义主要以歪曲史实，特别是针对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

不同程度的虚无和否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虚无主义现象，

并多次对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批驳并作出

指示，他曾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假借‘重新评

价’之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11］确实如此，历史虚无主

义者试图抹杀中国的革命历程和成果，并试图否

定中国的建设和改革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进行的这一基本事实，从而达到否定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目的。鉴于此严峻态势，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理论层面做出了高瞻

远瞩的思想指引，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对扼制历史

虚无主义给出了策略规划，为我们在充满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更加坚

决彻底地斗争指明了方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

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线上学习和工作成为当

时主要的生产方式。目前，虽然疫情防控形势积

极向好发展，但在线上进行学习工作的形式却得

以延续，由此给历史虚无主义带来了新的“生机”

和“土壤”。历史虚无主义以隐性的并带有神秘

色彩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把在此种条

件下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定义为软性历史虚

无主义。它相对于受众而言充满着诱导性、伪装

性和迷惑性，这无疑又为历史虚无主义披上了一

层神秘的面纱。为此，有必要由现象到本质探求

其新发展及趋向，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治理历史虚

无主义的基本策略，直至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

的错误思潮。党和国家高度警觉并重视历史虚

无主义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历史虚无主义的负面

影响不仅关系到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局面、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顺利实现，甚至对党和国家的存亡有着生死攸关

的影响。因此，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

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正确的历史话语权、消除历史

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及新趋向

历史虚无主义，最直观的解释即虚无历史，

它根本性的错误是在认识世界以及叙述历史过

程中误将唯心主义作为根本指导和遵循。历史

虚无主义研究历史问题总是以唯心为首要从自

身出发，从这个方面说有两个层面，首先是遵从

历史只有主观的阐释而无事实的原则，刻意把历

史史实说成只存在于观念中的歪曲映像；其次是

编造和褒扬虚无错乱的历史，随意抹杀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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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情节。历史学家郑师渠教授指出：“历史

虚无主义是一种缺乏理性思维的社会思潮和思

想倾向，它主要表现为否定历史的价值，特别是

对本国的历史缺乏敬意、一味抹杀，并且随意歪

曲历史真相。”［12］这样的一种错误思潮，也随着生

产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激荡

中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向。

（一）否认党的执政合法化

在“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时

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讲到：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

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深厚的执政信心，也说明

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基础和依据都

植根于人民、源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史实资源都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化基础的不竭力量之源，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薪火相传的精神支

柱。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3］但是历史虚

无主义者无耻宣称革命“只起到了倒推作用”，忽

视中国革命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一味的强调

革命阻滞了中国前进的步伐。诸如运用此类的

方式肆意虚无历史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

手段，历史虚无主义者片面地分割党史和新中国

历史的整体性，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污蔑为

搞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总结”为

搞资本主义。不仅如此，他们把党在新中国成立

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曲折失误刻意放

大，将“历史虚无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

思潮相结合，把一切祸端的根源都全部“甩锅”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盘否定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政治制度。更值得让人们时刻警醒和提高警惕

的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它不仅仅是以虚无

历史为首要，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暗藏着

强烈的政治动机和价值取向，如此般各式“否定”

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这只是其虚幻

的表象，其真正的目的即是“通过否定历史否定

现实，消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否定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地位，以实现彻

底瓦解或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终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14］

（二）以“学术”之名追求政治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从

表面看，它鼓吹学术至上、探究剖析历史真相，本

着所谓的“重新审视”、“恢复真相”等价值目标进

行学术研究，实则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诉求。他们

以研究革命“史实”、探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表象，但它却与学术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不相符合，而是以自我的政治需求和

价值目标为出发点，以偏激的话语内容消解理性

话语权，假借学术研讨的过程和影响顺理成章地

为自己标榜“创新”，以突显实际虚假的政治影响

力，最终在重要的具有政治性关键节点的历史细

节上铺设了“翻案”的陷阱。由此可见，历史虚无

主义的触角已经逐渐从学术研究开始伸向政治

诉求，以鲜明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政治倾向来满

足自身的政治诉求。其根本目的就是摧毁中国

现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

现行的道路，摧毁中国人民的精神依托，改旗易

帜，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宣扬“告别革命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竭力歪曲和污蔑革命也是当前历史虚无主

义的主要趋向。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中国近

现代史上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历史事件进行任

意裁剪和解构，肆意贬低、破坏毛泽东等党和国

家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在不结合当时历史背景

的条件下妄加评论、刻意扭曲领袖的功过是非，

质疑近代以来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道路

上的探索和选择，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以彻底推翻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及改革开

放的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中方式为自

己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法开辟道路，向对错

误思潮没有辨析和鉴别能力的广大人民群众灌

输违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

点，从根本上使我们党沦陷于无休止的思想混

乱。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试图构建起自

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使人们对

原有的正确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产生质疑，用错

误的认知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错误的思

维固化模式，导致人们质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

正确性，最终彻底迷失于正确的、具有主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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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之外，致使群众内心深处更加空虚迷

茫，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历史虚无主义者直

接否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认知体系和实践体系污蔑为“教

条主义”，意图直接挑战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体系，妄图通过衰弱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意

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冲淡人民群众对社会主

义国家的热爱，进而击溃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理想信念和坚定信仰。

（四）亵渎历史庄严

钱穆在他的著作《国史大纲》一书中，开门见

山地提出了人民对待本国历史应当遵循的基准

原则和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都必须了解本

国的历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

偏激的虚无主义”。［15］随着自媒体的兴盛，历史虚

无主义开始走进日常生活，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其

错误思想进行包装和设计，刻意夸大社会中的弊

端，进而借题发挥歪曲历史，将历史分解成碎片

化的“虚无史”，让历史失去了整体性和真实性。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者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公众

号、抖音短视频等，选择一些意义重大且情节丰

富的历史事件、人物、经典作品进行恶搞，并高调

放大对社会的恶劣影响。如公然将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娱乐化、利益化；如以“精日”言行消解民

族尊严，从几年前有人身着侵华日军的服装在抗

日战争纪念馆前炫耀摆拍，再到有人怀着不良动

机在微信群中恶意发布“南京杀三十万太少”等

泯灭人性的言论，侮辱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遇难

的死难者同胞，还曾有湖北大学教授在社交网络

平台发布“精日”、“涉港”的错误言论，以及有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生在境外社交媒体发表了

侮辱中国、“精日崇日”的言论，更有个别演员、歌

星等作为公众人物却丧失对民族和国家的尊重

与热爱。诸多此类行径，无不显示出“精日”、“崇

美”分子颠倒黑白的历史认知和极度扭曲的价值

取向。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是借此种不良影响以

颠覆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亵渎关于中国近现

代历史尤其是抗战阶段历史的权威。

（五）诋毁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是人民精神栖

息的家园”，文化自信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

深厚的自信，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

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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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然而，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却被历史虚无主义者随意践

踏。它们无视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特征，恶意重

演历史文化，歪曲评价文化价值，认为中国传统

文化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缺乏创新与活力、

缺乏时代的鲜活因子，再也不会有新的文化生机

出现，应当彻底抛弃然后“全盘西化”，借鉴西方

文化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

数千年，作为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孕育产生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不仅

完美体现着新的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创新，也更加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俱进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由此来看，历史虚

无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否认，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自信的否定。在信息飞

速传播的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瓦解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为了从根本上

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惜自取灭亡

地传播各种污蔑民族文化、鼓吹历史虚无的思想

言论，不断引诱人们颠覆自我认知和诋毁民族文

化。毫无疑问，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带给

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致命的

打击。

三、省思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

史”。可见，如果否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

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否定新中国的建国

史和改革开放史，把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群众从

苦难中解脱出来、站立起来的历史曲解抹黑，必

将扰乱人民的思想，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也

必将被破坏，最终腐朽党的根基走向国家灭亡。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

张兴艺 闪兰靖：历史不可虚无：历史虚无主义新趋向及现实省思

23



和 田 师 范 专 科 学 校 学 报第 40卷第 3期 2021年6月

为什么垮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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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历史虚无主义危害如此之重，在日益猖

狂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渗透和侵蚀的今天，

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

那么，如何治理历史虚无主义呢？这需要我们：

（一）坚持科学历史观与方法论，增强党的政

治认同

从根本上说，历史虚无主义以唯心主义的历

史观和方法论为基本遵循，其所倡导、宣扬的观

点与论调，从来不是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

来不是用普遍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

历史问题，而是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置

于虚无的假象之上，凭空捏造历史细节论证人物

过往、重演历史经过，更不必说以真实史料作为

分析论证的有力支撑，如此的“历史”怎经得住历

史的检验。因此，其描绘出来的历史往往因缺乏

整体性而不够真实。回望历史，我们要正确对待

其发展进程中的曲折阶段。面对曲折失误不是

避而不谈相反要深入研究，要敢于承认也要坚决

纠正。充分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和偶然

性问题，不能简单的把历史顺境中的功绩定性于

个人，也不能随意把历史逆境中的曲折和失误清

算给个人；要深入开展好思想道德教育，不能窄

化道德教育，进而排斥思想教育和淡化政治品德

教育，不能把立德树人中“德”的重心放在个人品

德而忽视政治道德；要开展好法治教育。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理论，提高青年

学生的法治素养。在大中小学生的内容和案例

教育上导向必须清晰明确，以正面教育为主，尽

量少使用负面材料，避免过多描写社会不良现

象。要适当的通过中西政治制度对比来揭示当

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批判

“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

义、公民社会等错误政治思潮，防止错误思潮渗

透，适当进行对错误思潮的辨析和引导，阐明错

误思潮的的本质和危害。要客观公正地介绍和

阐释中西方法治，防止西方宪政主义等错误思潮

和观点的渗透，美化西方法治，贬低中华法系，将

法治简单等同于西方法治，将法治文明等同于西

方文明，将中华文化蔑称为人治文化，将中国历

史(社会)包括当代中国历史(社会)看作是人治历

史(社会)；不能淡化或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地位，也不能任意拔高，搞成“高级黑”。要

坚持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才真正彰显中国共

产党人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过硬本领。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以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根本遵循指导实践，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深刻自我剖析，刮骨疗毒发

现真问题，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真正揭

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

才能从根本上扼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以

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原历史真相，深入学习

党史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性。

（二）依靠科学真理，认清本质反对错误倾向

历史之所以严谨，就在于它的不可逆性，更

不能任意选择。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背道

而驰，一味的污蔑党史国史，肆意抹黑党的领袖

致使历史披上了层层迷雾。因此，我们要认清历

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就需要用科学的态度

探求真理，以科学的方法引领方向指导实践，以

科学的论证来厘清关于我们党历史上出现的关

键性和有争议性的问题，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诋

毁、颠覆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虚无主

义言论，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破坏领袖的伟大功

绩和历史形象的虚无主义言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三个决不能”铿锵有力：“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18］总书记关于不虚无

历史、不否定革命成果和不动摇现代化建设方向

的一系列论述无不彰显着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认识

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反

对错误倾向的前提是认清问题本质，认清本质即

意味着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才有助于逐

步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彻底肃清历史虚无

主义的毒瘤，还历史清白和尊严。

（三）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

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无论任何时代、不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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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何种政党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都将是处于首

位的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中走来，

一路栉风沐雨砥砺奋进，正是因为这鲜红的底色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才奠定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和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稳固执政根基的首要前

提，也是同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

策略。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世界形势和我国发展的战略趋势也有了新的

定位，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战斗力都有了大幅度

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都为我国新形式下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打下了坚实

基础。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各种境外反动媒

体通过虚无历史、诋毁英模人物、破坏国家形象

等，不断打压我国在世界舞台拥有的话语权。国

内更是有媒体恶意攻击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对增

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形成了抗衡和冲击。

对此，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完善意识形态

的管理权和领导权，对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和话语权显得格外重要。各级政府和宣传部门

要强化责任意识，甄别别有用心的媒体和有关平

台的声音，取缔非法不良信息传播渠道，牢牢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

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思想精髓去教育广大人民群

众、武装人民思想，形成强大的话语体系，捍卫祖

国的统一和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在

经历了近百年风雨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恪守初心和使命，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杜绝一切削弱、腐

蚀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的领导

的言行，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

权，“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

点问题，反对错误观点”，［20］在政治上有绝对的维

护、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在学术上有鲜明的

观点，才能更加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抵制历

史虚无主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之趋势，彻底肃清

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四）强化舆论监管，维护历史尊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

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

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

史虚无化。与此同时他们更有责任去告诉人们

真实的历史。”［2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

播逐渐呈现出日常化、网络化和隐蔽性的特征，

致使史实失实、有失尊严。在借鉴德国、法国等

发达国家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中我们发现，

发达国家看似言论自由注重民主，实则“讲政治”

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底线和尺度，如果违背道德触

碰底线，轻则受到行业内批判以及舆论谴责，严

重者意味着自绝前程，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发达

国家将治理历史虚无主义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

面，以立法和司法的手段强化舆论监管，为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震慑和法律支

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体系完

善、社会治理经验丰富。所以，要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介绍分析古今中外法学理论和

历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道

路，系统总结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发展情况，充

分肯定我国法治建设、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取

得的重要成就，不能随意贬低、抹黑和否定。对

西方法学理论的介绍要加强批判引导。防止用

西方法学理论来解释、剪裁、衡量中国法治实践，

从而否定中国法治成就，防止西方法治理论对我

国法学理论的渗透，防止鼓吹宣扬西方宪政理

论。要有针对性地批判把中国称为“人治国家”、

把西方称为“法治国家”的论调。因此，在治理历

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国家要以法律化和制度化

的政策措施强化舆论监管，引导舆论风向。首

先，宣传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提升舆论监

管力度，明确教育引导目的，对打着“理论研究”

以及“娱乐化 ”旗号的相关团体和个人要坚决取

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

聚焦真相，破除虚无历史、抹黑历史人物的错误

舆论思潮。其次，更加健全网络预警监督机制，

完善网络注册实名化，制定清晰明确的网络管理

条例，将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荒诞史料从

网络空间剔除出去，运用现代先进科技为“纯洁”

的网络运行保驾护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坚决

捍卫网络空间这片净土；最后，文艺创作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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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艺创作机制和推介机制，加强对影视剧的

审核与扶持力度，严把审核关，对于歌颂党、歌唱

祖国、赞美人民、崇尚英雄等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给予鼓励与扶持，真正创作出有价值有内涵的人

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

秀作品，这样才能真正营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

舆论环境，才能更加有力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五）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系统的阐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远

景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进一

步强调在“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历史和现实，搫画美好

远景的战略决策。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

信，是我们党对于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的

方向和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

的精神支柱”。［22］可见，理想信念在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上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坚持文化自信，就必须坚持

正确价值导向，不得以任何形式贬低、抹黑中华

文化，搞文化虚无主义。首先，在中小学阶段逐

步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注意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部分内容要

比树恰当、篇幅适中，革命文化不能淡化。有关

中外人物题材的价值取向要恰当，无褒外贬中等

问题；防止夸大中华文化的问题和不足、防止过

分拔高历史文化、传统文化，贬低当代文化，特别

是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唯物史观贯穿教材的体

系结构和内容观点，不“厚古薄今”，也不“以今非

古”；其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能充分体现中

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辉煌成就，

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历史，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发展过程，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

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历史的叙述和

评价要客观准确，防止夸大中国历史的阴暗面，

贬低或抹黑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科

技成就，搞历史虚无主义。最后，介绍西方文化

和政治制度要有辨析、有批判，防止用西方政治

价值观、视角来阐释政治性一般原理和理论，防

止用西方政治理论、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和

发展，首先要做到尊重历史。在坚持科学历史观

与方法论基础上增强党的政治认同，增强意识形

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坚决反对一切错误倾

向，维护历史尊严，这才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有清晰的文

化脉络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也正是拥有这种文化

自信心和自豪感，才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获得了

砥砺前行的动力、变革创新的活力和坚守初心正

道的定力。在历史虚无主义日渐猖獗的今天，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入

侵提供了根本保证，也为治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思潮的传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步入新

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导下，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彻底肃清历史虚

无主义的错误思潮，不畏艰险、励精图治、顽强拼

搏，更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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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can not be nihilistic: new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reflection on reality

Zhang Xingyi Shan Lanjing
（College of Marxism,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Historical nihilism is a wrong trend of thought which takes the ne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benchmark and comprehensively negat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ro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In the new era,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and shows new trend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origi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ully grasp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ni⁃
hilism, correctly analyze its new trend, reveal the real purpos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realize the absolut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ppearance of governance to the funda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origin; New trends; ref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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