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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克服，认为需要把握西方文明内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之

间的张力。基督教宗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是其文明生

死攸关的大问题，但历史书写在西方文明中较之宗教、哲学，

位置则显然不那么重要。西方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之前，历

史记载方面是极端落后的。相反，历史研究尤其历史主义的

兴起，反而可能带来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消解，耶稣传记在 19

世纪的出版正是如此。

宗教与哲学在西方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标中国则有

所不同。中国文明是高度人文、理性的文明，居于中国文明

核心位置的则是经学与史学。按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的

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绵

长不断的历史本身就提供着价值与秩序。作为中国文明核心

经典的《六经》，被认为是“六经皆史”。经之为经，意为常道，

即不变之道、普遍之价值。中国的史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

中央朝廷专门设有修史的机构与官员，即史馆与史官，这是

对于国内晚近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首先要放在中国文

明史以及中、西文明比较的脉络下才能达到应有的纵

深度，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

党史、新中国史的不同表现作出理一分殊式的具体批判才是

有力的。

历史虚无主义旨在抽掉中国文明的命脉与根基

“虚无主义”源于西方，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性兴起而产生

的现代性危机的产物。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就是最为直观

而明显的表征，意味着作为西方终极信仰的基督教在西方内

部受到了根本性怀疑。当信仰的根基动摇时，一切价值就都

受到怀疑，这引发了价值虚无主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对此

更是推波助澜。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痛感于此，

试图在西方文明自身的资源内部寻找对于自由主义、虚无主

要持续反复地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谢茂松

【摘要】历史书写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历史虚无主义旨在抽掉中国文明的命脉与根基，文化领

导权、话语领导权争夺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对于晚近的历史虚无主义要有更彻底、全面的认识与批判。

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背后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否定中国革命。为此，需要把握一主轴，即再度深刻认

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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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曾一度在中国社会活跃多年，打着“重新评价历史”的幌子，

以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对历史人物的“重评”和对历史错误的“反思”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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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重大

历史节点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元化发展的各类虚无主义再度活跃的由头和借题

发挥的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几年，虚无主义的煽动性、迷惑性、

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在消解历史文化传统、动摇理想信念和价值追

求等方面，虚无主义的影响力正在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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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所没有的，世界史上唯中国以及受中国影响的东亚文化

圈所独有。正史的价值观念通过历史演义的历史诠释，作用

于普通百姓，变成普通百姓的道德感，影响世道人心。

中国史学具有世界上独有的《通典》《资治通鉴》等通史，

通史所具有的通贯意识意味着通贯古今上下之“通识”，其深

层意义在于中国之维系与延续是历史文明的维系与延续。王

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断裂而一直延续至今，历史

书写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全世界其他文明所

没有的现象。历史书写就中国而言，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虚无主义随之进入中国，先是表现

在直接引入西方的价值虚无主义，继而则演进到将虚无主义

指向我们自己的历史，由此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波波出现。

这根本上是学界不少学者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自由主义

的影响而不能克服，同时这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进

行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政治战，即在接触

中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乃至遏制的战略。早在解放战争期间，

毛泽东就提出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

控制权。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的争夺是长期的，香港半

年多来出现的问题，根子就在于没有在文化上去殖民化。

历史书写关乎中国文明之存亡接续，没有上升到这样的

认识高度，就不能深刻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有抽掉中国文明

的命脉与根基的大危险。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历史

的纵深中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远因、近因，深刻认识到

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争夺的长期性、反复性，才能对于

晚近的历史虚无主义有更彻底、全面的认识与批判，也才能

更好地找到应对之策。

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隐蔽地指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怀疑、颠覆

1988 年热播的电视片《河殇》，鼓吹西方文明、蓝色文

明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并批评革命只有破坏力 ；1989

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也就在 1989 年前

后苏东剧变发生 ；90 年代中期，国内学界、社会上开始流行

“告别革命论”，本质上是呼应“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

内外配合，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各种革命都错了，应该走改良

的道路。这种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表面看似是学

术问题，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隐蔽地指向是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怀疑，更进一步是要否

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影视界的《河殇》与学界的“告

别革命论”可谓此后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对于中

国革命的否定同时贯穿于历史虚无主义整体论述之始终。把

握了此点，则可以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

种种现象做系统性的、本质性的把握。典型的是对于英、美

帝国主义者的美化 ：美化香港的英国殖民者，认为殖民给中

国带来现代化的进步，殖民时间还不够 ；以所谓历史新史料

来重新解释鸦片战争，认为英国是按贸易规则与清朝做鸦片

贸易生意 ；美化美国用清朝的庚子赔款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近年来则有对于被中国共产党所推翻的国民党统治各方面的

种种美化，即所谓“民国范”。

与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

加以美化相对，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丑化，包括对于党史

的重大事件大做翻案文章，对领导人和英雄烈士加以丑化。

诸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是“游而不击”，甚至捏造出令

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来混淆视听 ；将延安整风运动诠释成权力

斗争 ；夸大、捏造“大跃进”饿死人数，更以党历史上的这

一错误为突破口，试图杠杆性地全面否定党的领导，而完全

无视党对于错误的纠正 ；以“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革”

等来否定改革开放前 30 年，使之与改革开放时期相割裂，而

无视前 30 年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事实 ；对毛泽东、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以丑化、妖魔化，对狼牙山五壮士、

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英雄烈士的英雄行为加以抹黑、消

解甚至娱乐化，不相信他们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 ；以口述

史的方式对于土地改革加以否定 ；等等。

这些对于党史、新中国史作出历史虚无主义诠释的做法，

或者是碎片化的，或者是采用揭秘式的，甚至不惜编造历史

细节、选择性地使用历史细节，根据一些细节片段来做所谓

历史翻案文章，而不是在历史长时段的整体脉络中全面、整

体地把握历史，更不会有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反而因在立场、

用心与价值观上与党和人民看法相左而扭曲了历史诠释的方

向。除了在历史方法、立场预设上的方法论批判外，还要更

深层次地从学理、义理、根本大义上对历史虚无主义加以深

入批判。

综上，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背后最具本质性的动机就

人民论坛 2020 01月下 P10-39.indd   31 20/1/19   下午4:55



32

特别策划
Specials

是否定中国革命，由此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即英美帝国主义

以及国民党统治加以美化，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即中国

共产党则加以丑化，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之所在。有鉴于此，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亦要把握一主轴，即对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再度深刻认识。

在义理上以及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再度深刻理解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毛泽东在 1928 年精辟地分析，由于中国国家太大，列强

无法将中国变成其完全的殖民地，只能瓜分中国，并扶持各

自的代理人即军阀、买办，这二者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中国

广大民众，也成为其内外敌人。亨廷顿在 40 年后的 1968 年

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他通过比较史研究得出结论 ：没

有一个社会能孤立完成一场革命，所有革命不仅要反对国内

统治阶级，同时也要反对国外统治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

为中国革命发生的条件，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

殖民地由于殖民者势力太大，不能发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使得各军阀之间存在“三不管”的地带，工农割据

武装有存在的空间。我们既要对“革命”有重新的深刻认识，

同时也要对“战争”有深刻的认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对外是靠欧洲各国互相之间的战争，对内是靠征税。中国则

不同，受到已成为民族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的西方列强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中，在对于广大民众的组织动员

中，深刻地打造了现代的政党与国家组织。亨廷顿认为“革

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革

命的政治本质是迅速把政治觉悟扩大到新的社会集团并迅速

动员他们参政。  

抵抗列强的侵略、进行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与

正面战场互相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止是军事的，

同时强调在政治上动员全体民众，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并在

最大的范围内结成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亨廷顿的研

究指出，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殖民地独立，建立了一党

制的国家，但大多不能持久，唯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一

直稳固并保存着活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对外的民族

独立战争与对内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双重战争中打出来的，这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是从历史中来的。人民解放战争

的对象——国民党政权具有帝国主义买办性质，所以国共两

党的对决是结构性的，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就

有了一体性。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服务的，

与广大民众深度结合、血肉相连，这也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哲

学意涵所在。中国共产党还坚持扩大国内、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中国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但也是新的、

现代的，是具有现代的“主义”性质的，超越了历史上的农

民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获得

了独立、解放，不再依附于任何西方霸权。但二战后取代英

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不甘心依附于它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

的失败，对新中国发起了全面的封锁。后来苏联又背信弃义

与新中国交恶。中国面对世界两大霸权的封锁毫不畏惧，反

而充分激发出独立自主的大国潜力，一方面研制出“两弹一星”

保卫自己不受美国的核威胁，另一方面从农业国家发展为现

代工业国家。因为受到封锁而无法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中

国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反而积累了自己在革命战争时

期的经验，将根据地时的自力更生精神发扬光大，在前 30 年

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建

立了独立、完整的现代教育、科研体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

是在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承接代工订单，成为世

界工厂，进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革命遗产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有为了新中国而不屈不饶斗争牺牲的精神，以及对

外部敌人的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在成立之初才不惧与美国一

战，也正是因为有前 30 年不惧外部世界霸权封锁的自力更生

精神，改革开放 40 年才会有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连续的历

史累积，让今天的中国敢于与美国打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各国内部贫

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各国内部做平衡，否则就会出现民

粹主义。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中国

在参与全球化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却能克服内部贫富差距、

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没有出现民粹主义，这一切离不开中国革

命的遗产。今天的中国是革命后的中国，中国革命对外“反帝”，

对内“反封建”。全球化在今天暴露出的问题，更能让我们理

解中国革命的遗产对于今天的意义，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段开宗明义所说中国“具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深远历史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中国

人民论坛 2020 01月下 P10-39.indd   32 20/1/19   下午4:55



人民论坛 / 2020 年 01 月下 33

革命同时反对内外敌人，即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革命”的成果不止是反对

内外敌人、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后依然有革命的问题。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转化为内在的“革命精神”。“革

命精神”可以说是哲学家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的体现，

尤其体现在领导中国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革命精神”上。这一“革命精神”是一种“自我革命”

精神，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

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共

产党员的自我修身，与中国文明传统“自强不息”“苟日新，

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层的连续，这样才能克服腐败、

官僚主义等各种危险。因此，现代的“中国革命”既与中国

文明传统中“汤武革命”有深层关系，也与儒家士大夫的“自

强不息”“日新其德”的德性传统有深层联系。

正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让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认识中国革

命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在贸易战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基

础。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如此，上

面提到的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的美化以

及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丑化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皆

可轻而易举地逐一攻破。

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史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隐蔽地指向

作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础的文化自信

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虚

无主义，乃是隐蔽地指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怀疑、颠覆，那么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隐蔽地指向作为道

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础的文化自信。前者的危害较之后者，

相对更为直接而易见，但后者的危害则影响制度基础、影响

文化认同、影响世道人心，是长远而不自觉的。和平演变的

始作甬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8 年就提出 ：“我们远东政

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

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

望是非常大的。”

兴起于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通过满文材料，以清朝所谓的

满族性来否定清朝的中华文明性，背后隐藏着险恶的用心 ；

国内则有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来反向地、不自觉地与此

论调配合，从而割裂、消解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更消解当代

中国与历史的连续性，也为民族分裂张目。还有在电视节目

中颠覆“三国”中诸葛亮等传统形象、影视剧中宫斗戏热衷

于勾心斗角、网络游戏消解传统的人物形象等，这些或者是

怀疑、消解、颠覆传统价值，或者是在娱乐化中破坏世道人

心，因而其对于中华文明的危害不易察觉，但却会一点点侵蚀、

动摇当代中国制度中最深厚的文化基础。

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

批判，尤其是党的十八以来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

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批判，并强调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的

重要性 ；在正面的立大本大源的方面，则是“文化自信”的

提出。

在重视历史书写的具体的做法上，国家还成立了教材委

员会，规定大中小学历史教材由国家组织专家学者统一编写 ；

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要求举行隆重纪念活动 ；对于一

些诬蔑烈士的行为，要求给予法律严惩。所有这些有体有用、

行之有效的做法，都使得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有相对弱化的

趋势，由以前在严肃的学术层面直接批判，转向在非学术的

社交媒体上的娱乐与怀疑。但我们对此也不可掉以轻心，一

方面，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背后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

批判，是涉及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的争夺问题。历史虚

无主义的内外合流不是短期能克服的，这一工作具有长期性、

反复性。另一方面，近年社交媒体、自媒体上出现的历史虚

无主义将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合流，使得与历史虚无主义

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所以我们既要对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

争有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一过程所具有的长期性、

复杂性。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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