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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动向及现实危害*

曹文泽　侯劭勋

[摘　要]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呈现为网络传播：传播主体隐蔽化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发生裂变式

传播，以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表达解构历史、以“精准推送”的方式寻觅和渗透目标群体。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无序传播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针对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最近动向，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既要坚守底线强化监管，也要主动加强教育引导，让

广大网民明辨是非，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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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总是

在特定时空节点以各种面目沉渣泛起、卷土

重来。历史虚无主义根植于唯心史观，有着

明确的政治目的，冲击并威胁我国意识形态

安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兼具虚伪性与迷惑

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文化自信，给人们特别

是广大中青年带来不小危害。习近平强调：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1](p.339)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对错误思潮进

行科学合理的批判，防范其在当前社会背景

下暗潮涌动并以新的传播方式隐秘渗透。为

此，要准确认识、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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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最近动向，关注和研判相关动向的现实

危害，持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

网络传播动向

近年来，网络舆论生态得到有效治理，过

往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状况得到扭转，社

会主流价值观传播呈现向好局面。但是，随着

网络环境不断变化，网络社会价值观仍受到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干扰，并且历史虚无主义依旧

是通过歪曲历史事实、解构党的历史、抹黑历

史人物等方式扰乱网络受众的价值观念，冲击

人民群众的正确历史观。对此，首先要深入认

识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传播中的动向，深入剖

析其理论本质，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自觉加以

抵制和批判。

（一）传播主体隐蔽性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发生裂变式传播

作为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错误社会

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以一种更为隐蔽方

式影响人们的正确认识与价值判断，阻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影响人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历史

虚无主义通过“揭露真相”“重新解读”“泛娱乐

化”等手段扰乱视听，甚至以“学术探讨”“观点

创新”的幌子表征自身，实质上暗中高擎“政治

思潮”大旗，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在信息互联

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特征也有相应改

变。从传播主体方面看，历史虚无主义者披上

了“隐匿”的外衣，尤其善于将自己包装成普通

网民或“伸张正义者”，以发布不实信息、制造

网络谣言。随着信息互联技术快速发展，信息

传播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是发声器”的情景

造成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复杂多元。历史虚无

主义者利用部分网民在知识文化素养方面相

对欠缺，借助“虚拟主体”的隐蔽身份故意传播

真假难辨的信息。“自媒体”时代的“虚拟主体”

可随时随地接入网络平台，不论是何身份都可

在平台发布信息、表达观点。只要标题足够吸

引眼球，这些信息和观点就能在网络中占一席

之地，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传播谣言制造新契机。

“虚拟主体”实施的二次或多次传播，以迂

回、隐喻、暗示、戏谑等方式促使历史虚无主义

观念发生裂变式传播，而“虚拟主体”的真实身

份却可以隐蔽在虚实混淆的“信息流瀑”中。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主体的隐蔽性使信息接收

者更加倾向于接受与认可直观的表达方式，导

致网络信息的主流传播方式由“文字表达”转

向“图像叙事”“视听传播”。相较于文字叙事，

图像和视听语言叙事更为开放，不同群体在不

同语境下可对之做出多种解读。由此，历史虚

无主义者便利用网络视频、历史故事、影视剧

情、内涵段子、表情包袱、音乐作品等制造出各

种“无中生有”的表达情景，以似是而非、模棱

两可的手法将错误价值观隐藏其中，诱导受众

不断揣测以至于理解和接受其想传达的内涵。

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无章可循，各历

史时期社会基本矛盾是人们的“臆想”，而他们

要表达与传播的历史，不过是各种“巧合”观点

的汇集。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历史事实和历

史发展规律，将历史的演进视为某个人或某个

集团操纵的结果，以此为认识根基，他们倾向

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质疑中国革命

的历史必然性，否定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的历史意义。

（二）以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表达解构历史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多以碎片化、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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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架空历史事实，通过“剪辑片段、嫁接场

景、捏造史实、诋毁英雄”等手段扰乱视听、解

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

义历史观，意在侵蚀与解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的思想根基。就具体表现手法而言，网络空间

的历史虚无主义通常并不赤裸裸地标明自身

政治属性与意图，而是通过“虚实互用”“真假

结合”达到传播与扩散不轨政治图谋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者违背客观研究历史的根本原

则，否认历史领域具有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

直言在“历史认识”中不存在真理。一方面，历

史虚无主义者在方法上不认可全面客观的历

史分析法，违背历史认识的科学性，坚持形而

上学观点，用主观想象、无端猜测或剪切拼凑

来随意阐释历史，并将严谨的史实剪辑、创作

为片段式、零散化的历史现象，以实现去中心

化的历史解读。历史虚无主义者倡导“历史偶

然选择论”，认为历史是随意选择的过程，没有

规律可言，更多是英雄人物在特定时空内的

“安排”或某种历史“宿命”。遵循这样的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解构与颠覆中国历史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

期对立起来甚至设槛划界，使这些时期相互否

定。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历史相对

主义”为认识原则，在根本上否定“社会基本矛

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

断章取义、随意拼凑、主观拆解，是当下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主要手段。从运作方

式看，历史虚无主义信息传播已突破传统的

“点对点”模式，宏观叙事和整体逻辑被互联网

思维所肢解，连续性和继承性历史也在零散的

信息碎片中被变本加厉地加以解构。 [2](pp.36-37)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

继承性，在主观臆测、随意肢解的反逻辑行为

和互联网碎片化思维双重作用下，将历史真相

改得“面目全非”，使其历史价值变得含糊不

清。历史虚无主义者无限放大我们党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各

种“小问题”，以此全面贬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甚至否定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罔顾历史

事实、故意曲解细节、随意肢解历史事件的做

法，往往借用信息碎片化方式传播错误观点，

而由于一些人在庞杂的信息资源中更加青睐

于浅表化阅读，历史真相就在碎片内容的堆积

中逐渐失去原貌。

（三）通过“精准推送”寻觅和渗透目标群体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历史虚无主义者

能够精准定位受众人群、靶向渗透受众对象。

“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已被大部分人识破，但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日益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传

播方式由“显性”灌输转化为“精准渗透”。以

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质，现代信息

传播技术是一种全方位和深层次的赋能革命，

在带来交往便利的同时也使错误政治思潮具

有传播上的延展性。本质上看，“精准推送”的

渗透方式能够对信息传播进行精准把脉，使各

种社会思潮相应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渗透

手段等发生显著变化。若不能及时分析历史

虚无主义网络的传播态势，就无法较好地把握

这种政治思潮在不同时期的变种，进而难以辨

识其本质面目、揭露其潜在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算法推荐”技术

将其思想渗透至群众当中，在传播过程中呈现

出更加隐蔽和迅捷的特性。“历史虚无主义并

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

虚无。”[2](p.36)从表现方式看，历史虚无主义并不

会明目张胆宣誓其目的，而是善于利用“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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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剪辑音频”“篡改历史”“操控舆论”等方

式传播建构虚假观点，根据受众兴趣和偏好

“精准推送”含有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信息，以

“虚实互用”或“真假结合”的手段让人们形成

基于“信息茧房”的封闭性偏见。历史虚无主

义者通常会摒弃“宏大叙事”，而采用微观的

“学术研究”或“还原历史”的方式裁剪、截取历

史片段，根据用户的浏览痕迹、兴趣偏好、行为

习惯、潜在需求等数字生存痕迹进行用户“画

像”，进而为每个受众定制信息，实现错误政治

价值观的定向推送与隐蔽渗透。例如，许多大

型网络平台都以智能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信

息精准推送的实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客观载体与技术

环境。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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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7)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助“精准

推送”混淆视听，不断传播错误观点，否定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歪曲中国共产党过

去的艰辛探索、诋毁当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唱衰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鼓吹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二、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动向的

现实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不但“贬低中华文化，否定

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4](pp.34-35)

而且极力推崇西方历史，为西方政治模式“代

言”。从现实表征看，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心

主义，散播“民族虚无主义”“英雄虚无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意图达到挫伤民族自尊心、

消磨社会记忆力、消解文化自信心的目的。

（一）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坏社会

主义制度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传播主体的隐蔽性迷

惑、诱导受众，使人们对散布的言论深信不疑，

一步步掉入他们布置好的“陷阱”。历史虚无

主义者打着关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幌子，对

历史进行重新研究，但实际上试图通过无中生

有的主观臆测弱化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的正确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基。近

年来，互联网上丑化历史英雄人物、歪曲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为反面历史人物进行辩解

的现象层出不穷。历史虚无主义者费尽心机

发布虚假信息，对众多网民进行错误诱导，使

其丧失自有判断力。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网络

空间极力宣扬错误思想，并不是希望通过深入

调查研究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而

是意在颠覆客观历史事实，瓦解人民群众对中

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历史虚无主义还不断消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遗余力割裂中华民族文化血脉，腐蚀

中华民族的思想根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虚无化”，宣扬“种族优劣

论”，污蔑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宣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落后“黄土文明”的产物，鼓动人

们完全抛弃这种文明孕育的独特文化。他们

对文化历史进行随意曲解或篡改阐释，抹杀中

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较大程

度上贬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内涵，蔑视

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载体与呈现形

式。此外，历史虚无主义还将我国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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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视为落后的封建文化遗产，主张将其扔进历

史故纸堆。本质上看，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最终

目的就是要从文化心理上瓦解中华民族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在历史根基上动摇民族文化与精

神的来源，挫伤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动摇中华民

族精神支柱，摧毁中华民族理性认知与共同情

感。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鼓吹“全盘西

化”，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

论”，认为“海洋文明”优于“黄土文明”，只有西

方文化才能带来现代化，只有“全盘西化”才能

让中国“脱胎换骨”。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以这

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审视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他们认为，只有以西方文明改造或替换中华

文明，才能让中国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繁荣”。

实质上，这种论调企图通过所谓“质疑历史”“反

思传统”“还原真相”的伎俩挫伤中华民族自尊

心与自豪感，极力削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

引力和感召力，让人们抛弃民族传统，割断精神

命脉，无底线地拥抱西方文明。

（二）误导青少年形成错误价值观，影响青

少年身心健康

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过程也是历史虚无

主义价值塑造的过程。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改

写、编造各种客观事实、史料细节，加入个人主

观阐释与臆测，宣称要重现历史“真相”，隐晦

地将错误立场思想掺杂其中，误导广大青少年

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由于在网络空间中

的自控能力与辨识能力较差，广大青少年更容

易受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与价值倾向影响。

广大青少年处于价值观养成期，不仅尚未形成

成熟的理性判断能力，而且具有相当的猎奇心

态，长期接触包含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信息内

容，会在观念意识中留下不良烙印。在缺乏有

力干预机制的情况下，长此以往会导致广大青

少年形成模糊、随意的历史认知，在情感和价

值上难以接受与认同规范历史教育。显然，广

大青少年在网络空间长期接受此类错误思想

与价值观念，将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培养工作。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较常用手法就是解构

革命文化，通过质疑、污名化甚至直接否定的

方式扰乱视听，模糊人们对革命历史的集体记

忆。历史虚无主义解构革命文化，借助对历史

事件或问题添油加醋、肆意改编、泛娱乐化解

读等伎俩割断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长此以

往，将会弱化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同。如果没有共享的革命历史记忆，那么整个

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就会出现“断裂”，难以

形成同一连贯的认知。历史虚无主义长期解

构革命文化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鼓吹“革命

破坏论”，抹杀革命成就。历史虚无主义者立

足“革命原罪论”，否定革命历史，否认革命的

历史进步性。他们认为，革命没有必要且具有

较大破坏性，为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灾难，不

仅消磨了人们的社会记忆，而且拉大了中国与

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第二，诋毁革命先烈，

颠覆英雄记忆。历史虚无主义者一边“否定革

命”，指责革命道路是“投机路线”、革命理论是

“极左教条”、革命精神“压抑个性”，一边又立

足于“犬儒主义”，以“价值中立”为幌子扬虚避

实，肆意戏谑、恶搞、亵渎革命先烈甚至公然诋

毁领袖人物，断定“英雄无功”，主张“人物重

评”。他们歪曲历史人物和事实细节，以极端

个人主义调侃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等，抹黑英雄人物，散播各类恶意言论。

（三）警惕虚假历史的“智能化”渗透，侵蚀

公众价值观

信息互联技术蓬勃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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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便利，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在文化宣传上的

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

平台的巨大用户量，使原本不相干的一群人迅

速因某个一致的观点或看法而聚集成为一个

群体。因此，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兴起在为人们

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兴起提供了外在条件，并呈现出“数智化叙

事”[5](pp.63-65)新特征。

在为人们提供积极的、喜闻乐见的网络信

息时，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更为很多消

极、有害信息制造了技术条件、传播环境。倘

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乘虚而入，对广大青少年

思想价值观念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就会导

致广大青少年对历史事实认识模糊不清，对历

史事件意义评价黑白颠倒。例如，历史虚无主

义者引诱网络受众怀疑乃至否定革命英雄人

物，使用引人注目的标题和虚假的“科学研究”

来吸引流量：质疑邱少云为队伍作战胜利在熊

熊大火中依旧一动不动这一事实，认为这不符

合生理学常识；认为黄继光的身躯无法堵住敌

人的枪口，“即便上半身不会被打散花，也要给

子弹强大推力，打飞到一边去了”。[6](p.110)当今

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短视频和推送文章的兴起

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碎片化”阅读，习惯于不

加以思考就接受网络上的片面信息。借助这

一现状，历史虚无主义者为其非科学理论披上

了“科学”外衣。智能算法的普及，极易让一个

人在网络中进入“信息茧房”，平台会计算到人

们关注的信息并继续给他们推送相关信息，从

而将人们困于自己的认知舒适圈，无法接触外

界其他看法和观点，就像困于信息的“蚕茧”中

一样。广大网络受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接

触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并被大数据不断推送，

那么就会对已有的正确认知产生怀疑，产生疲

于辨别历史真相的倾向，从而逐步丧失对主流

价值观的认同。

三、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动向的

应对策略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网络传播动向，要

警惕其沉渣泛起，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提升对这

种错误思潮的鉴别力与批判力。对于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动向与危害，亟

须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予以遏制。

（一）强化问题监管，在明辨是非中形成正

确的历史认知和集体共识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认识和研究历

史，是人类智慧的重要源泉。马克思主义是在

科学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创立

和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

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

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开辟了科学道路。”[7](p.28)要

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肆意传播，就必须坚持

唯物史观，在明辨是非中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在思想立场上，

要积极主动回应，不可亦不能有回避心态，要

敢于与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正面交锋，运用唯物

史观对其错误观点进行有力批驳，帮助人们认

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本质。要引导群众运

用联系、发展的观点认识、评价历史问题；对于

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的评价，要结合其具体历

史环境与时代特征来展开，不能脱离客观条件

进行主观猜测。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

性双重作用的结果，既不能将成功归功于个

人，也不能将失败归咎于个人。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新动向，还需要坚

-- 5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年第07期

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强化网络监管，健全网

络治理机制。在智能化网络空间中传播与扩

散的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具有实际危害，比如将

一些恶意篡改历史事实、故意编造历史真相、

随意丑化英雄人物等有害信息，包装成“新颖、

亮点、剧透、澄清、颠覆、翻转”的内容，吸引网

民点击、订阅与传播，带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受侵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受否定、社会

主义根本制度受怀疑等可能对党长期执政产

生重大影响的恶劣后果。当下，历史虚无主义

在智能化网络空间仍有一定影响力，一定程度

上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应

建立联合、协同的“治理权威”，持续遏制历史

虚无主义的生产环境，斩断其传播链条。同

时，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网络监管法律法规，

及时处理和整治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平台和

网络账号主体，充分利用大数据，“做出科学化

精准性的应对措施，有针对性的打击历史虚无

主义”。[8](p.119)

（二）提升引导能力，积极发挥主流媒体、

平台等内容建设与互动功能

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石，是

与“全盘西化”相呼应的一种反动思潮。历史

虚无主义者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失败论”“侵略

有功论”等观点来实现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否定历史革命成就，丑化革命先辈和英雄

人物等目的。他们利用网络传播在学术领域

掀起“重写历史”的思潮，试图对广大网络受众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思想观念造成极其恶劣

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主动与历史虚无主义展

开斗争。我们在认识和研究历史事件时，要遵

循客观原则，对历史信息的把握要做到兼具系

统性和全面性。历史虚无主义把偶然性视为

历史的特性，极力夸大历史中某一偶然因素，

颠覆已有的历史认识，制造“理论陷阱”。网络

媒体平台迅速兴起为滋生历史虚无主义提供

温床，许多缺乏相关理论教育的网民，常因缺

乏辨识能力而不得不接受错误思潮的灌输，因

此，需要在全社会加大唯物史观宣传教育，对

人民群众开展价值引导，巩固主流价值观主导

地位。

主流媒体、主流平台以及专业知识群体

是活跃在网络空间中的主要施教参与者，在

解读网络热点、判断是非对错方面具有较大

影响力。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传

播，应首先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

的危害。对此，可以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主流

平台、专业知识群体等在网络内容建设与问

题揭露批驳上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主动供给

历史内容，探索并建立相应机制，推动主流媒

体、主流平台以及专业知识群体发挥关键作

用，将正确历史信息注入网络空间并推动其

在网络空间传播，让广大网民更频繁地接收

正确历史信息；创新传播载体与传播形式，吸

引广大网民主动关注，从而推动大众形成正

确历史观和正确看待历史的能力。另一方

面，开展问题驳斥的互动交流，鼓励主流媒

体、主流平台以及专业知识群体开设相应专

栏或媒体互动渠道，加强与广大网民的互动

交流，站在网络舆论制高点引导广大网民认

清事实真相，比如对比分析历史事实与篡改

内容，揭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欺骗性宣传

手法和蛊惑性推理论证。

（三）增强抵御自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育人的综合格局

习近平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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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

非的价值标准。”[9](p.4)历史虚无主义最严重的

危害是颠覆人们对主流价值的认同，从思想

层面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基。有效抵

制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与影响，要坚定文化自

信，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义。

这就需要我们养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刻

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性及其最新演变形

式与方式。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存在土壤与传

播空间，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群众，维护

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社会

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一方面，要扎根人民

群众，把握好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感，与人

民群众打成一片，讲清、讲透“中国的好故

事”，传播“中国的好声音”，切实展现社会主

义的文化生机与独特魅力，陶冶人民群众的

情操。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在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

传学习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理论功底”。

针对广大受教育者，需要增强其抵御历

史虚无主义的自觉。只有先树立起正确的价

值观，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敢于揭

露历史虚无主义，才能有效辨识问题，防患于

未然。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会

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历史虚无主义者善于为

这些问题披上虚假外衣，对之做出黑白颠倒

的解释。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试图

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青少年群体是重要的受教育者，我们应

用正确的归因、解释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帮助

广大青少年获得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

具体言之，应不断加强历史教育工作，有效整

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促成三者

融合的教育格局，帮助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

和深入理解党的宗旨与奋斗目标，从而能够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过程

把握历史、现在与未来；结合日常生活，让广

大青少年理解中华民族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增强广大青少年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引导其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网

络世界中识别正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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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ing the Study of Marxist Ideas on Power and Power Supervision：：Marxist ideas of power and power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treasure 
in the theoretical treasury of Marxism. Marx and Engels elaborated on power and power supervis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arguing that socialist power supervision is designed to prevent state power and public officials from transforming from “public 
servants” to “masters”. They highly valued the two corresponding initiatives of the Paris Commune: the system of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that of 
equal wage. Lenin creatively developed Marx and Engels’ ideas on power and power supervision: he explicitly proposed and discussed democratic 
centralism, created and continually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i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led the campaign to clean up the 
par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Carrying out power supervision effectively is a task that the CPC must fulfill. The CPC’s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aking Marxist theori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as guidance, giving an “alternative 
answer” to breaking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and establishing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Yan Shu-han)
On Deepening Reform on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Resolu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dop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learly defines adherence to 
deepening reform on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as one of the six major principles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future. This 
represents a historic progress in the CPC members’ reform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the “seven 
focuses” for the reform in the next stage.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on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change the previous mindset 
of “demolishing before establishing” to “establishing before demolishing”, highlight problem orientation, formulate the Party’s internal regulations 
and laws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respecting clear rules and abandoning unwritten rules. We should break the 
false sense that illegal decisions can be made through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formal procedures, and that implementing leaders’ decisions 
entails no legal responsibilit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 reports on China’s legal environment. (Hao Tie-
chuan, Xue A-min)
The Due Share of Labor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ts Practic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Conditions：：China is striving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to achieve this goal objectively requires that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reaches a due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analyze the scope of “the due share of labor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hesis of 

“the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the due share of labor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 due share of labor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has its practic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conditions. Its realization is conditional on al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reaching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high level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in which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eans occupies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labor 
value, equal scarcity of labor factors and capital factors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equal negotiation competenc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and the high level of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The due share of 
labor incom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ill be realized, as these conditions will be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ntie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Yang Xiao-yong, Zhu Jun-ying)
The Path of Optimizing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Resolu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kes it clear that safeguard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s a major tas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promote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regulate social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 citiz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rural social securit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acilitating common prosperity. 
Accordingly,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also been invariably endowed with a new mission. It is not easy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s it is facing many real difficulties in the fields of normative support, main structure and 
fiscal guarantee.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needs to improve its legal system, perfect its main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its fiscal support, so as to bring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to the orbit of socialist common prosperity. (Li Yan)
The Sprea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ts Trend and Real Hazards：：Currently, historical nihilism is mainly spread on the Internet: the anonymity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leads to the contagious propag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ragmented and decentralized discourses deconstruct history; 
and precise push notifications search and penetrate the target group. The disorderly sprea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blurred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akened the domina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osed a threat to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response to new trends in the sprea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ctively address the issue. W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and reinforce supervision, but als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guidance, so that the majority of netizens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from wrong. Also, we 
should continually consolidate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la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ty and struggle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whole nation. (Cao Wen-ze, Hou Shao-xun)
Western Centrism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ook the lead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have possessed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lated knowledge. Among them,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are worth learning, digesting and absorbing, while the “Western-centric” bias exis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hina is one of the cradles of human science and culture, as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 scientific spirit and made numero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ancient 
times. There exist more paradigm differences than a monopoly on absolute truth between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continue to enhance ou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ppose Western centrism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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