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与现代化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2021年第 4期
NO.4，2021

历史虚无主义源起于 19世纪的欧洲。自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不存在事实，只存在

解释”，要“重估一切价值”，历史虚无主义便依附庸俗社会学在历史领域兴风作浪。20世纪 80年代

末至 90年代初，西方国家大肆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破产论”，历史虚无主义伺机在

我国顺势抬头，以所谓“重评历史”的借口企图对我国社会历史和发展道路进行篡改和歪曲，其实质

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硝烟又起，在复杂意识形态斗争中通过政治隐喻改

头换面，由明火执仗转向隐性传播，在话语叙事、符号消费意义建构、多模态形象认知上表达其政治

主张和价值诉求，对我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构成现实危害。2021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

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阻遏历史虚无

主义在各领域的政治渗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成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

重大政治任务。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政治隐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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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隐喻集中在“学术争鸣”“文学批评”“网络舆论”“大众娱乐”等领域，

极具隐蔽性、倾向性和迷惑性等特征。它惯用以现象掩盖本质、以假象代替真相、片面否定或片面肯定的

叙事手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重点领域进行虚

无主义的重构。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意在抹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变“历史”为商业获利的工具和大众文化的低俗玩物。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和领导权，必须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陷阱、政治伪装和话语依附，教育和引导人民树立正确历

史观，坚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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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隐喻的表现样态

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借助隐喻、换喻、提喻等方式迂回而晦涩地对历史数据进行意义描写、修

饰、转义或篡改。他们热衷于采用对以往历史“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2]的叙事逻辑，妄图通过所谓

“学术反思”“史学考证”“文学批评”“大众娱乐消费”等说辞对我国历史进行虚无主义的重构。

（一）借口“学术反思”进行政治隐喻

在“学术反思”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把矛头指向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叙事方式主要

通过选择性叙事、边缘化叙事、架空叙事等几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进行选择性

虚无，本质上是一种伪科学。

在理论认知上，历史虚无主义者秉袭唯心主义或庸俗社会学理论，借“学术争鸣”话语，妄议社

会历史发展趋势。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辩证分析，提出解构宏大叙事，开展历史精

细化研究，并以质疑和歪曲历史客观性及其规律性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但其提出的所谓

“精细化研究”较多地呈现主观性和随意性。一是片面选择和截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只言片语，

简单否定唯物史观。如简单以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革命建设为由，妄称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

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臆造”。二是不承认历史的真实性，断言任何历史只能是“当代史”①，认为以往历

史裹挟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想象和臆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者虽“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

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任何研究者都“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

史虚无化”[3]。三是架空历史，脱离特定历史背景分析历史史实。这种叙事方式规避特定历史语境谈

历史的真实性，从理论前提下预设了历史的主观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事实上，马克

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

任何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活动都应当“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386。

（二）伪装“史料佐证”表达政治隐喻

历史虚无主义者乔装“史料佐证”的外衣，以片面的史料诘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已形成共识

的历史定论和正统说法。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延续至今的“学术争论”有三：一是在认识“文

化大革命”性质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认识”，提倡挖掘“文化大革命”

的积极因素及其产生的“客观正面效果”，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但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早有定论：“‘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

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5]。二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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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争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两种倾向，或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否定前者，实质都是对历

史连续性的割裂，旨在搅乱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动摇改革发展道路的群众基础。三

是关于五四精神评价的“争论”。历史虚无主义者把五四精神归结为“自由主义”精神，借发扬五四精

神之名宣传自由主义，或提出“五四反传统”说法，污蔑五四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6]。这些言论歪曲

五四运动为其所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五四运动的真实判断。另外，历史虚无主义对反面历史人物

以偏概全的褒扬性评价，也意在混淆民众的传统历史认知，削弱和消解人们对英雄情怀的情感认同

和精神传承。

（三）借助“文学批评”凸显政治隐喻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批评”中的政治隐喻借“审美”“创造”“拔高深度”之名，重新“加工”历史

情境，肆意拆解和否定历史之实，本质上是一种打着美学研究旗号的符号意义重构。

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口文学艺术要提高“美学价值”，刻意搬用西方审美范式，意图“装扮”和解

构以往历史。审美是文艺作品的重要特性，文艺作品拥有审美价值，能够反映人们对现实生活的

理性思考。历史虚无主义将历史研究建立在西方审美范式上，表面上是与国际接轨，实则映射西

方价值观念，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其一，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强调审美自由中宣扬个人主义。他们

鼓吹审美主体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不应被任何规则、条件束缚，实则为宣扬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

价值观服务。其二，历史虚无主义执着于小范围的、图景分解式的文学建构，强调碎片化美学追

求，忽视了对审美对象的整体考察，从而解构了艺术整体的美感。其三，历史虚无主义主张“感

觉”“诗性”“爱欲”“体验”等较为空洞的审美理念，强调以新鲜感、娱乐化为美学标准，实际上是

在消解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当前审美主义在文学

中的流变之一就是逐渐把颓废注入审美，其造成的后果是，大众仅是执着于精神的欢愉，而对精

神的堕落视而不见。历史虚无主义迎合这种审美需求，将文学艺术推向庸俗化、空虚化，导致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精神信仰危机。

（四）利用网络诱导强化政治隐喻

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将隐喻性语言提升到思维认知层面，

在影视、动漫、表演、绘画、雕塑等符号中展开对受众群体的多模态形象认知建构。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其核心论点转化

为可供认知的感性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群体，通过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通俗读物等“快餐

文化”戏说、恶搞、篡改历史。他们不但以“雷锋做好事何以留名”等题目博人眼球，而且在电影和

广告中调侃英烈，制造商业卖点，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等英雄形象都曾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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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诋毁的对象。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借社会热点话题，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在历史纪念活动时趁机兴风作

浪、制造声势。一是借助国际重大事件，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

然性。如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年之际，别有用心者通过刻意散布“告别革命”论，放大革命的破

坏作用，从而意图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二是借助“热搜”“头条”等热点话题抢

占舆论把控权，以“灌水”“炒作”等方式，误导网民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为制造轰动效应，历史虚无

主义者还刻意进行煽动性和蛊惑性的议题设置，打着“揭秘”“人权”等噱头博取网民关注，在公共空

间鼓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此诱导和把控网络舆情，削弱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最后，历史虚无主义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公众,别有用心地挖掘个人记忆，尤其是反面历史人物

的个人记忆。为迎合公共舆论口味和规避法律惩罚，历史虚无主义者常以“我认为”“我的看法是”等

“个人叙事”逻辑重构民众记忆和国家记忆。他们借“个人好恶”“人之常情”等说辞随意发表无准确

历史根据的言论，以此混淆视听，搅乱人们对历史史实的价值认知，从而解构人们对历史真实和民

族情感的认知，引发人们对历史定论的质疑，触发信任危机。

二、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隐喻的实质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曾对隐喻的功能进行强调，指出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反映，

隐喻性思维以跨域映射形式形成在先，而隐喻性语言则是次要的[7]。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通过

叙事、图像、视频等具象政治概念，表达政治诉求，旨在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动摇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根基，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一）重构历史语境，消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思想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执着于重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主

要通过“学术包装”“理论反思”等政治隐喻隐晦地表达思想主张，制造理论陷阱，意在争夺历史叙述

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但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根基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和形而上学方

法论，这决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与先进的历史科学相背离。

历史虚无主义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认知前提，实际背离历史客观性的价值衡量标准。抽象人性

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其本质一是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

地；二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8]。历史虚无主义否认

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的研究裹挟人的情绪、感受及特定需求，由此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将历史

抽象化。这一方面表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叙事首先将历史主体抽象化，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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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表现在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掩盖或规避现实的人的实践的实在性。

历史虚无主义采用形而上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最终陷入了两极对立的思维误区。在历史考证

中，历史虚无主义仅限于从微观层面挖掘“历史细节”，主观地、随意地择取个别“历史细节”，而脱离

具体历史语境考察历史，故意抹杀特定“历史细节”与特定时代条件的关系、抹杀“历史细节”与“历

史整体”的关系，从根本上背离历史辩证法。这种研究方法尽管给人以掌握了精细化的史料的错觉，

但其史料考证极具偏颇，或简单比附、或含沙射影、或指桑骂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阶级

分析法及矛盾分析法背道而驰。

（二）丑化政治形象，动摇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根基

就议题设置看，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着眼于政治诱导，抢占政治话语资源。历史虚无主义

的话题讨论通常指向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重大是非问题或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其目的不

在于廓清事实、澄清真相、辨明真伪，而意图搅乱时局，混淆历史真实和社会真相，为否定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英雄人物等政治诉求服务。对涉及敏感性或对抗性议题，历史虚无主

义虽通过隐喻方式悄然规避政治压力，但话语内容的意义建构依然渗透其虚无主张。其所期望达到

的目标效果，主要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观念为前提，冲击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

仰，最终诱导民众在政治态度和价值立场上走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

就现实需要看，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旨在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基础。历史虚无

主义遵循资本增殖逻辑，变“历史”为商业获利的工具和空虚低俗的玩物，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增殖体系服务。历史虚无主义发端于利己的市民社会，其政治隐喻的奥秘不过是把历史与

人的关系异化为商品关系，变历史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利己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可量化的实物，

并通过商品交换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可消费的形式化的东西。这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对历史的崇敬

与敬畏被亵渎和贬低了，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自我，个体生命和历史发展的意义被商业化的

历史虚无化了，资本关系替代社会关系，逐渐吞噬人们的精神家园。

（三）削弱文化自信，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隐喻在思想文化领域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渗透，旨在争夺和抢占意识

形态话语权。相较于明火执仗的价值观表达，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更具隐匿性和多面性特征。

其一面通过掩盖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否定以往历史传统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宣扬“去历史

化”和“去社会化”，又一面在文艺作品、影视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着重笔墨，传播和渗透资本主义的价

值观；一面鼓吹“史学自由”“文学自由”“思想自由”，以标榜“价值中立”和“去政治化”，另一面又大

肆吹嘘资本主义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企图建构另一种意义的“政治化”。历史虚无主义以多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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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其险恶政治用心，在隐喻手段的遮蔽下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致使人们一时难以清晰辨别历史虚

无主义的话语真伪，从而陷入思想混乱。为煽动和激化人们的负面情绪，历史虚无主义还刻意迎合

大众的猎奇心理，以戏谑化的口吻、标新立异的题目设置“舆论陷阱”，把历史变成“舆论化的历史”，

以此消解民众对待历史的严肃性和敬畏感。

三、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隐喻的克服路径

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始终是以掩盖政治对立、悄然表达政治主张为前提的，它借助“理论

陷阱”“政治伪装”及“舆论造势”等手段模糊政治立场，实为规避政治冲突和政治对抗，展开资本主

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为驱散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隐喻的迷雾，我们有必要树立科学历史观，加强史学

研究，以净化学术生态、社会舆论生态、文艺生态等方法建立起、巩固好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的牢固

防线。

（一）树立科学历史观，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陷阱

首先，从现实性看，现实的人的劳动创造着人自身的历史，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面孔需要

以分析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为前提，这要求人们要树立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逻辑把出发

点和落脚点置于抽象的个人，未能真正掌握人类历史的现实奥秘。恩格斯指出，历史本身是“人类的

发展过程”，研究历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9]。就其客观性而言，不断发展

的人类社会现实决定了历史的客观性。历史虚无主义虽通过意义转换悄然渗透价值主张，但其隐喻

陈述的内容始终是参照历史事实的，隐喻唤起或引起某种关于其对象的观点不是直接说出来，这是

一个常识，也是事实[10]。因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只能从现实的人的既有事实出发，而

非无端猜测或主观判断。

其次，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认识历史必须以充分占有翔实的历史材料为前提，这

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列宁强调，从历史事实中研究历史，必须是“与所研究的

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11]。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仅限于用历史片段进行历

史考证，另一方面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考察历史，割裂了历史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因此，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要求人们从整体性把握各类历史材料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运用矛盾分

析法、历史分析法及阶级分析法等深刻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最后，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生活化、网络化趋向，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还需要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根本性话语的同时，适时展开话语表达的改革创新。历史虚无主义的隐喻转向是伴随着

理论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向时出现的，较多研究者仅是将隐喻视为话语风格转换，而忽略了其语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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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深层变化。为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隐喻陷阱，有必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

在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吸引力和公信力基础上，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根基。

（二）增强政治鉴别力，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伪装

历史虚无主义尽管以学术讨论、思想争鸣、文学批评等形式表达政治隐喻，但究其实质，历史虚

无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更是政治思潮。其根本目的为模糊思想问题的讨论界限，将思想问题

扩大化为政治问题，进而蛊惑人心、搅乱时局。为此，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隐喻，需要提

高民众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这一方面要求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履行其职责和使命，以正能

量和真本事对社会舆情中的问题答疑解惑，在热点话题、重要事件上要占领话语先机；另一方面要

求党委、政府、学校等部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引导民众学习和掌握科学历史观和方

法论。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的幌子质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实则想要借改革开放的挫折和失误趁机重新掀起否认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虚无主义浪潮。为此，新时代条件下，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

释力，进一步澄清和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价值主张和政治实质，防止广大群众陷入历

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2]。

任何企图曲解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主张，实质为虚无和否定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因此，为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伪装，中国共产党要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坚定“四个自信”。

（三）强化史学研究力，净化历史研究的学术生态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史学考证”“价值评估”等手段虚无历史，无外乎歪

曲或混淆历史事实，否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

政治隐喻，要加强史学研究，主动掌握史学话语权。

其一，从事编撰党史、国史等的专家学者、史学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党的领导

下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为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史学工作者要讲求言必有据、言必有证，认

清和把握好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维护好党和国家的形象，传承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真正做到“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

其二，在认识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问题上，评价主体要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着眼于整

体历史的发展进程，依据完整而权威的史料研究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评价是人们对价值客

体的认知态度，历史评价的尺度根本着眼于历史活动是否满足人民的利益，其他“单凭愤慨，单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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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首先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的观点。他认为，相对于现实的历史，已经发生的

或暂未发生的历史都是关于“物自体”的幻想，是人们无

限性想象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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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Abstract: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ocuses on the key areas such as "academic

contention",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entertainment", and is highly concealed,

tendentious and deceptive. It is used to cover up the essence with the phenomenon, replace the truth with the

illusion, one- sided negation or one- sided affi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Marxism,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new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other key areas of the nihilism.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ims

to smear and deny the guiding status of Marxism,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turn "history" into a tool for commercial profit and a vulgar

plaything of mass culture. In order to firmly grasp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leadership of ideology, we must

deeply expose the theoretical trap, political camouflage and discourse attachment of historical nihilism, educate

and guide the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viewof history, and enhance the four self-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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