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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学术研

究”“还原历史”“重新评价”为幌子，颠倒是非，歪曲

党史国史军史，污蔑诋毁党的领袖、英雄人物，无限

放大一些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却抬高美

化一些反面人物，以达到其“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因此，正确研

究宣传历史人物，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课题。只有

用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研究、评价

历史人物，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的“教科书”“清醒剂”

的作用。

一、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表现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逐步从学术研究领域扩

展到宣传领域，从学术圈扩展到普通大众，从传统

媒介扩展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其攻击诋毁领袖和

英雄人物的手法更为多样。

1. 抓住缺点，无限放大，诋毁领袖人物。历史

虚无主义诋毁领袖人物最大的焦点就是诋毁毛泽

东。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

过弯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但必须强调的是，就毛泽东一生而言，他对中国革

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然

而，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历史”“重新反思‘文

革’”为名，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

否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毛泽

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借机否定新中国前 30年的历

史，否定中国革命史。

2. 打着“还原历史”“重新评价”的幌子，恶搞、

质疑、否定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各个历史时期的

先进楷模，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民族的脊梁。历

史虚无主义借学术研究之名质疑英雄及其事迹的

真实性，丑化或矮化英雄现象，恶搞和调侃英雄人

物。如对于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

党史国史军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打着“还

原历史”的幌子，进行翻案式“重新评价”或“污名

化”，对英雄人物进行质疑、否定和恶搞，在社会上

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也使英雄人物带给人们的

精神激励和鼓舞不断被消解。

3.以所谓“人性化”，用个体记忆、小众记忆，歪

曲、解构、替代国家整体记忆、大众记忆。相对于宏

观叙事的历史文本和政治史为主的历史研究范式，

对个体处境、心理活动的剖析，见物见事见人，在历

史研究中越来越受青睐。“人性化”“人道主义”成为

认知和研究历史的热门视角。在各类媒体上,以个

体和小众记忆为主的“揭秘”“档案”“真相”“口述历

史”“历史人物访谈”等栏目（节目）颇受追捧。有人

以个人传记、日记、回忆录为史料研究历史,炒作中

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正常的思

想斗争，并以此得出了所谓的“新观点”“新结论”，

把党史说成是“阴谋史”“整人史”，有人甚至称要改

写国家大历史。

4. 颠倒是非，戏谑恶搞，消解对人物认知评

价 的 历 史 根 基 和 科 学 标 准 。借着所谓“学术研

究”“艺术创作”的幌子，一些红色经典和原型人

物遭到戏说、丑化、矮化，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反

面人物，如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却受

到高度赞扬，认为他们都功大于过，是推动中国

进步发展的重要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才是

“民族英雄”，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这些都在

不断侵蚀社会大众对历史人物认知和评价的价

值观、是非观、历史观。有的网络游戏虚构历史，

混搭历史人物，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荆轲变成

女的，诗仙李白成为刺客，名医扁鹊是用毒高手，

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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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人物穿越千年在同一网络时空中交锋。长

此以往，游戏迷们或许就把这些虚拟空间当成了

历史、当成了真实，却把真历史当成伪历史、把真

文化当成伪文化。

二、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诋毁领袖和英雄

人物的危害及其成因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诋毁歪

曲，往往具有主观臆造性、复杂性、煽动性、学术欺

骗性、严重危害性等特点，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动

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消解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

聚力。

1.消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推销西方所谓“普世

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渗

透性和学术欺骗性，企图通过否定领袖、英雄人物

及其思想精神，否定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理想信念、

政治品格，动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指导地位，瓦解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信，裹

挟推销西方的所谓“个人至上”“人性化”“人道主

义”等价值观念，以达到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

化”中国的目的，进而消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导

致人们政治信仰坍塌，颠覆性地导致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错乱，甚至民族精神的丧失，进而阻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 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销西方政治制

度。历史虚无主义言论通过夸大领袖和英雄人物

的缺点、错误，编造谣言，伪造档案及日记、口述历

史等文献资料，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瓦解中国人民的

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最终目的在于误导中国走

资本主义道路、搞西方的政治制度。以苏联为例，

本是当时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却否定英雄人

物、否定斯大林、列宁等领袖人物，否定共产党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成就与贡献，这些否定党的领袖的行

动最终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教训极其深刻。虽然

苏东剧变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但西方敌对势力颠

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心不死，我

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3. 动摇民族精神文化认同，涣散民族凝聚力。

历史虚无主义选择性地攻击污蔑领袖、英雄人物及

其精神事迹，动摇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作为网民

主要群体的青年一代，处于思想不稳定、价值观不

成熟的成长发育期，接受新事物新思潮能力强、可

塑性强，但分辨力弱，容易受历史虚无主义熏染，从

而形成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近年甚嚣尘上，主要有

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图谋、和

平演变图谋一直没有泯灭，甚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

展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凸显而变本加厉；二是由于

信息化时代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新媒体具有传播即

时性、交流互动性特点，信息传播速度快，而网络宣

传鱼龙混杂，极易造成舆论事件；三是碎片化的信

息获取方式、历史虚无主义片面的妄加猜测和妄下

结论、对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传统“高大全”式脸谱化

宣传教育的逆反，导致正面宣传公信力易受到挑战

和质疑，影响了公众对历史人物科学、客观、全面的

认知。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批

判历史虚无主义

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领袖和英雄人物所

带来的严重危害，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标准和

方法，加强历史人物研究和成果宣传教育，运用法

治化手段净化媒体环境，推动形成崇尚英雄、学习

英雄、争当英雄的舆论氛围，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基础。

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深化历史人物研究，牢牢把握历史人物研究

宣传的主动权、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

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

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

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

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

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

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

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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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

简单归功于个人，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

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

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

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六个不能”，为我们评价

历史人物尤其是评价党史人物提供了基本遵循和

科学的方法论。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为强大思想武器，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用史实说话，杜绝主观臆断、人云亦

云，既要有坚定的阶级观点和立场，又做到“不脱离

实际，不苛求于古人”。我们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

评价方法，深化对党史国史军史历史人物的研究，

积极批判错误思潮，牢牢把握历史人物研究评价的

主动权、话语权。

2.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人物评价体系的

构建与宣传，牢固树立社会大众客观、理性、成熟的

历史观和价值观，强化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指

导，正确看待历史与人物，尤其是与领袖、英雄人物

的关系。人物研究不能孤立地就人论人，而要考察

人物生存的背景与时代，尤其要考察人物的生活经

历，这样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与行动。评价历史人

物必须从实践入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基

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

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

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和信仰，弘扬爱国主义，坚守民族精神阵地，唯此才

能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3. 运用法治化手段，维护领袖和英雄人物尊

严，净化舆论和网络空间。法律对社会成员具有普

遍约束力，社会需要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

的行为。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运用法治化手段维

护领袖和英雄人物形象的根本保证，更是大势所

趋。“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名誉权荣誉权案的

宣判，充分表明调适国家重要法律法规、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2014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

法律形式将每年的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这为人民群众缅怀和尊敬英雄、弘扬爱国主义、增

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 4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于

2018 年 5月 1日起施行。英雄烈士保护法重在宣

示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尊崇一切为国家和民族作

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烈士，表明我们捍卫英雄烈士

的鲜明价值导向。这部法律的实施对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传承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有法可依

是前提，执法必严才是保证。需要加强政府监管、

网民自律、媒体（网络运营者）审查、群众监督，提

升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意识和知识能力、道德素养

等方面的综合施策。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复杂。

史学工作者和宣传部门、媒体要同心合力，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要论述为强大

思想武器，牢牢把握党史国史军史发展的主题和

主线、主流和本质，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

价体系和标准，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现象的

收集、分析、研判，深化对党史国史军史的研究和

成果转化，主动出击、精准应对，对其中有代表性

的观点要有针对性、有理有力开展批驳，带动更多

的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学习、了解

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增强对历史

虚无主义的辨别力和“免疫”力，为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做出

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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