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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否 定毛译 东 ，
是历 史 虚 无主义思 潮 的核心 。 毛泽 东研 究 中 历 史虚 无 主

义 ，
主要表现在 否 定毛泽 东 的 历 史 功 绩 ，

取 消 毛泽 东 思 想 的指 导地位
，
妖 魔 化毛 泽 东

眺族 英雄縣。 它 们絲 断 章 取 义 、 以偏概 全 、 张冠李麟 方絲 评价 毛泽 东 ，
得

錢躲经 不類 史 检验 。 ：＾減
？

治 思賴危 害 ， 在于 项 基本 妄 图 使 中

国 走上 西 方 道路 。 反对 毛 泽 东 研 究 中 的 历 史 虚无 主 义 ，
是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卫 国 战 争 。

ＩＥ 确 处賴 类不酿质 的矛 盾 ，
综 合运用雜制 裁

、
減 审 查

、
纪律处 分 、 思 想教 育

、

Ｓｍ
＇

学 术批判 、 舆 论监 督 等 方 法
，
治理 意 识 形态领 域 的乱象 。

：

／【
关键词

】
毛 泽 东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党 的领 导 社会 主 义 制 度 依 法 治 国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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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

创立者 。 抹黑毛泽东 、 推倒毛泽东 ， 是 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国家的前哨战 。 历史虚无主义是反映

这种政治图谋的社会思潮 。 毛泽东研究中 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是通过丑化毛泽东 的民族英雄形象和

抛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来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 走西方道路的政治 目 的 。 揭露和批判这种政

治思潮 ， 明确两种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分野 ， 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 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 国

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

一

、 東 持什 么 样 的屑 史观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 以后 ， 某些人打着
“

解放思想
”

的幌子 ， 从否定
“

文化大革命
”

到否定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 针对这些情况 ， 邓小平发表 了 《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 的讲话 ， 并领导起草

了 《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等
一

系列重要文献 ， 科学评价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 的

历史地位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以
“

告别革命
”

为标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从否定 中 国革命和建设 ，

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 丑化毛泽东 的形象 。
２ １ 世纪初以来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滋长蔓延 ， 编造毛泽

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

， 妄议所谓
“

千秋功罪
”

和
“

红太 阳的升起和 陨落
”

， 无视毛泽东 的历史 功

＊ 本文 系 ２０ １ ５ 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 项 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历史 虚无主义研究
”

（ ２０１ ５ＭＺＤ０２０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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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 抹黑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历史伟人形象 ， 歪曲毛泽东思想 ， 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的基本论点 ，
在于否定或歪曲毛泽东对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功绩 。 他们宣称毛泽东过大于功 ， 是
“

伟大的革命家 ， 失败的建设者
”

。 他们否定毛泽东领导团结

各族人民建立新中 国的重大意义 ， 宣称毛泽东所建立的
“

新中 国
”

， 只是
一个新的政权而已

； 否定

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 ， 宣称毛泽东时代是
“

荒唐 、 混乱和血腥的年代
”

。

稍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 ，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 导致中 国政治腐败 、 经济

凋敝 、 党派林立 、 四分五裂 、 内战频仍 ， 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 实现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 ，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 是中 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 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

国救民的出路 ， 最终都抱憾而终 。 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 ， 就是领导党和人民找到 了 中国特色的革命

道路 ， 推翻三座大山 ， 建立了新中 国 ， 实现了国家独立 、 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 ， 推翻了几千年

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

为当代中国的
一

切进步和发展奠定 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 中 国彻底摆脱

了落后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境遇 ， 外国侵略者想在东方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逼迫 中国签约 、 割地 、 赔

款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 这为现代化建设 、 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 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 。

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 ，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 毛泽东时

代的 中国 ， 探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中 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 ，
取得旧 中 国望尘莫及的伟大成就 。 中 国逐

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 ；
到 １９７８ 年

，
已经形成农业 、 工业、 交通运

输 、 建筑 、 金融 、 旅游贸易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 。 工农业总产值 ，

１ ９５２ 年－

１９８０ 年年均增长

８ ．
２％

， 其中农业年均增长 ３ ．４％
，
工业年均增长 １ １ ． １％？ 。 这是世界上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 不仅髙

于同时期的美国 、 英国 、 印度等国家 ， 甚至与 日本、 德国 、 苏联等国相比也毫不逊色 。 就连美国学

者莫里斯 ？ 梅斯纳也给予 了客观 、 高度的评价 ：

“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 ，

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 。

”

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 经济改革家恐怕没有

多少改革对象？ 。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２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 ：

“

毛泽东 同志为中 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 、 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 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 、

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 ， 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

”？

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 ，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留下永恒的光辉业绩 ； 许多遗留 的历史教训 ， 也可 以

成为警示党和人民校正前进航向的灯塔 。 丑化和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 ， 无视新 、 旧中国的综

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 ， 以西方道路为标杆 ， 运用所谓
“

现代化
”

史观来解读党和国家的历

史 ， 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 他们只讲暴力革命带来的血迹 ， 没有看到其催生的新生制度的先进性 。

他们受限于改 良主义旗号 ， 看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 现象和本质 、 主流和支流 。 他们只

愿效法西方的经济 、 政治模式 ， 而没有看到中国道路的开创性意义 。 他们
“

乐见
”

党和 国家在探索

中的失误 ， 而对其成就和经验却视而不见 。 他们编造系列假象以掩盖真相 ， 提出伪命题 、 假命题 、

半真半假的命题 ， 以期 以假乱真 、 偷梁换柱 。 毛泽东研究 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 是颠倒是非的历史观 ，

目的是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成就 ， 以此否定中国道路 ， 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

毋庸讳言 ，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犯过错误 ， 甚至犯过像

“

文化大革命
”

这样全局性的错

误 。 应当看到 ， 这种错误 ， 是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 注释本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８３ 年
，
第 １ ６４ 页 。

② 〔美 〕 莫里斯 ？ 梅斯纳 ：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 ＞ ， 张瑛等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１９９２ 年 ， 第 ４８６
、
４ ８８ 页 。

③ 习近平 ： 《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人民 日 报＞２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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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最终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 自 己纠正的 。 这种错误与剥削阶级为一党私利而倾轧百姓的行为 ， 性

质是根本不同的 。 邓小平指出 ：

“

对于毛泽东同 志的错误 ， 不能写过头 。 写过头 ， 给毛泽东同 志抹

黑 ， 也就是给我们党 、 我们国家抹黑 。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

”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 ， 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 必将需要经济 、 政治 、 文化建

设对伟大革命进行消化 。 在攀登社会制度顶峰的过程中 ， 难免有时会误入歧途 ， 有时还不得不走迂

回的道路 ， 但这不能作为全盘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理 由 。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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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陷人虚无主义的泥潭 。

” ？

二 、 依描什 么 样的世界观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 ， 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 他们

歪曲毛泽东思想 ， 宣称
“

列 宁 、 斯大林 、 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

； 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

性 ， 宣称
“

毛泽东思想分科学 、 空想 、 荒谬三阶段
”

； 把毛泽东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 ， 歪曲 为斗争

哲学
；
丑化毛泽东的精神体系 ， 宣称中共搞革命是

“

痞子运动
”

， 新中 国成立后 ， 继承的是
“

痞子

文化
”

； 否定毛泽东思想的 当代价值 ， 割裂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关系 。 宣称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 ， 只有
“

以 阶级斗争为纲
”

， 不通人性 ！

“

我们的国家等于没有未来 ，

只有混吃等死 ！

”

这些妄语或者判断 ，
除了简单否定之外 ， 没有什么理论分析 。

科学的观点 ， 伟大的思想 ， 在于从实践中来 、 又到实践中去 ，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 ，
如果不能解决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 就不能上升为指导思想 。 毛泽东是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

是指导中 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的思想武器 。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上升为党和 国家的指导思想 ， 就在

于它科学解决了两大历史任务中的一系列问题 。 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 ，
也是 中

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

革命战争时期需要毛泽东思想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毛泽东思想 。 在当代中 国 ，
毛泽东

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奠定了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 指明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的根本方向 和

道路 。 围绕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 ， 提供了 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 。 毛泽东思想

是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 抵抗外来侵略 、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思想 中

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 仍然是观察 、 提出 、 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 这些思想都将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 围绕这些基本思想 ， 构建起共产党人

的精神体系 。 邓小平指出 ：

“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 国革命的旗帜 ， 今后将永远是 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

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 ，
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

”③

就当今世界来说 ， 毛泽东思想中若干著名论断仍具有现实意义 。 他提出 中 国划分为不发达和比

较发达等阶段 ， 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 ， 强调党和国家工作重点 的转移 ， 探索经

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 ， 要求 中国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 警告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

色 、 防止和平演变 、 警惕党 内出现修正主义等等 ， 这些思想仍然没有过时 。 就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 ，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４ 年 ， 第 ３０ １
－

３０２ 页 。

② 习近平
： 《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Ｉ ２ 月 ２７ 日 。

③ 《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４ 年 ， 第 １ 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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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
两种社会制度在共处中竞争 ， 国 际垄断资本和 国 内不同阶层的存在 ， 党内 的腐败现象 ，

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合作和摩擦 ， 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成熟 、 不完善因素等原因 ，
决定了阶级斗争

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 国 内外敌对势力分裂颠覆国家 、 美国对中

国的围堵 ， 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 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和方式
，

人民 民主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成果 。 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 ， 人民民 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将革命

进行到底的有力武器 。 没有阶级斗争 ， 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
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 二者的最终 目 的 ，

都是为消灭阶级、 消灭阶级差别 ，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 有人借 口否定
“

阶级斗争为纲
”

而否定阶级

和阶级斗争 ， 借 口倡导民主而公开主张修改宪法第
一条 ， 实质上是妄图改变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性

质 ， 为倒退到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

反观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他们肤浅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概念 ， 没有理解

其代表的社会关系 ； 仅抓住历史阶段中的挫折 ，
而无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孤立地解释毛泽东思想

中的若干观点 ， 而不深究其逻辑结构 。 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 简单化 、 零碎化 ，
歪曲和抹黑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 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 。 坚持科学的世界观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 ， 是理论

问题和政治问题 。 以什么样的理论武器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 ， 关系着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方向 。

三 、 车行什么 样 的其雄观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表现 ， 是丑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 。 他们妖魔化毛泽

东的伟人形象 ， 抹黑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名誉 ，
歪曲 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中 的领袖地位 ， 离间毛泽

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关系 ， 等等 。

美国前总统福特评价说 ：

“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 。 毛主席是其中 的一位 。 他

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 国的决定性因素 ， 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 了深刻的印记 。 他的确是我们

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

”？ 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 ， 作为世界上的伟大的杰出人物 ，
赢得世界的尊敬 ，

却遭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无理丑化 。 他们对国家领袖 、 民族英雄 、 世界伟人的诬蔑 ， 超过了令世

界人民容忍的程度 。 他们眼中 的英雄是谁呢？ 是坚持
“

内战 、 独裁 、 卖国
”

的蒋介石 ， 是投靠 日

帝 、 甘做傀儡的汪精卫 ， 是维护旧制度 、 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李鸿章等 。 如果定要称他们为
“

英

雄
”

的话 ， 那也是起到阻碍社会进步作用的
“

英雄
”

。 这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是背道而驰的 。

所谓英雄 ， 是引 领历史发展方向 ， 推动社会前进
， 代表人民意愿 ， 凝聚时代精神 ， 并作出 突出

贡献的历史人物 。 近代以来 ，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 、 为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 、 为开创国家发

展新路的人 ， 都称得上民族英雄 。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英雄中 的杰出代表 。 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

产党人 ， 领导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 中华民族开启了新纪元 。 在党和 毛泽东的领导下 ，
中 国从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 进人到社会主义新时代 ； 从受帝国 主义奴役的 国家
，
变成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

从四分五裂的 国家 ， 变成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
一的 国家 ；

从人民备受欺凌压迫 的国家 ， 变成人民

当家作主的国家 ；
从经济技术文化落后的 国家 ， 变成初步实现繁荣进步的 国家 。 胡锦涛同志指 出 ：

“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 ，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战略家和理论家 ， 是近代以来中 国

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 是领导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 自 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

”② 以毛泽东

① 《美国总统福特的唁电 》 ， 《人民 日报》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② 胡锦涛 ：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 １ 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人民 日 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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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民族英雄 ， 是真正的 民族脊梁 ， 是时代精神的坐标 ， 是引 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 。

反观历史虚无主义 ， 不是从中 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评价毛泽东 ， 而是从维护 旧制度的角度来诟病

毛泽东 ； 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珍爱毛泽东 ， 而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仇视毛泽东 ； 不是运用科

学的理论来评价毛泽东 ，
而是用恶毒的词语诬陷毛泽东 。 这是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的唯心史观 ， 反

映了维护阶级私利或者个人私利的价值观 。

民族英雄是社会发展道路的开拓者 ， 是特定使命的承担者 ， 是激励人民团结奋斗 的先行者 ， 是

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 。 民族英雄代表着爱国 、 团结 、 进步的精神 。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民族英雄 ，

将会否定民族英雄所代表的时代潮流 。 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 事关中 国社会发展道路 。 历

史虚无主义搞所谓
“

解构英雄
”

浊流 ， 其本质是通过否定民族英雄 ，
来动摇党执政的根基 ， 颠覆社

会主义 ， 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 习近平指出 ．

？

“

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 ， 那我们党还能站得

住吗？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 那就站不住 了
，
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

”？ 他旗帜鲜

明地号召
“

崇 尚英雄 ， 捍卫英雄 ， 学习英雄 ，
关爱英雄

”

，
沿着英雄的足迹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 。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 是党和人民 的旗帜 ；
他作为 民族英雄 ，

也集中体现了 中

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 在他身上体现了独立、 自 由 、 民主、 统一 、 富强的 目标 ， 体现爱

国主义 、 社会主义 、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念 ， 体现不断革命、 为人民服务 、 着眼于人民解

放的宗旨 ， 体现艰苦奋斗 、 反抗压迫 、 敢于斗争 、 敢于胜利的精神 。 归根到底 ， 体现了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精神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丑化毛泽

东 ， 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 削弱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 没有 了精神信仰 ， 将意味着成为

西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奴隶 。 这也是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惯用手法 。 苏联某些人丑化女英雄

＿
卓婭 ， 撬动了信念支柱的基石 ， 形成破窗效应和蝴蝶效应 ， 酿成淹没社会主义大厦的祸水 。 反对毛

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 捍卫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 ， 是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四
、 运 用 什么 样 的 方法办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观点错误 ，
在于他们运用的论证方法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

验的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点 。

（
１

） 断章取义 。 通过截取毛泽东言论中的片言只语 ，
歪曲毛泽东的原意及其在整体语境中 的含

义 。 如有人借 口 毛泽东说过
“

感谢 日本皇军
”

的话 ，
以此冠以

“

汉奸的罪名
”

。
１９６ 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毛泽东在会见 日本社会党 国会议员黑 田寿男 时 ， 说过
“

我宁愿感谢 日 本军阀
”

的话 。 但应该根据谈

话内容 ， 理解其完整意义 。 在这个谈话中 ， 毛泽东讲美国对 日 本的军事 占领 ，
日 本人民发动反抗美

国统治和 日本政府的运动 。 指 出 日 本人民面临的选择 ， 要么 当美帝国主义 、 垄断资本的奴隶 ， 要么

起来争取独立和 自 由 。 他强调 ， 任何
一

个国家的人民 ， 没有外部压力是不会觉悟的 。 然后介绍中 国

人民觉悟的经验 ， 说 日本
“

皇军
”

占领了大半个中 国 ， 中 国人民别无出 路 ， 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 ，

建立了许多抗 日根据地 。

（ ２ ） 以偏概全 。 有人根据毛泽东发表
“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

的论断 ，
歪曲他轻视美国 ， 是孤

陋寡闻 。 毛泽东 向来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 、 战术上重视敌人 ； 前者表示敌人貌似强大 ， 但可 以战胜 ；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１
１３ 页 。

② 习近平 ： 《在颁发
“

中国人民抗 日 战争胜利 ７０ 周 年
”

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
《人民 日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４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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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研 究 中 的历史虚无主义 思 潮评 析

后者表示不打无把握之仗 ； 不战则 已 ， 战则必胜 。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又有发展 。 从

战略上说 ，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 所以可以藐视它 、 战胜它 。 从策略上说 ， 美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 ，

有爪有牙 ， 会吃人 ； 所以要重视它 、 做好充分斗争准备 。

“

要解决它 ， 就要一个
一

个地来 。 比如它

有十个牙齿 ， 第
一次敲掉一个 ， 它还有九个 ， 再敲掉一个 ， 它还有八个 。 牙齿敲完 了 ， 它还有爪子。

一

步
一

步地认真做 ， 最后总能成功 。

”①

（ ３ ） 张冠李戴 。 有
一

种流行说法 ：

“

错批
一

个人 ， 多生三亿人 。

”

说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 《新人

口论》 ， 导致人 口高速增长 ， 声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

重大失策之
一

”

。 针对这种说法 ， 著名党史

专家金冲及表示 ， 批判马寅初当然是错的 ，
但批判他的是陈伯达和康生 ， 不是毛泽东 。

“

没有找到

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话
”

。 关于这个问题 ， 有人 口学家经过考证 ， 也没有査到陈伯达、 康生直接点

名或主导了批判马寅初的证据？ 。

（
４

） 虚构史料 。 如有人伪造毛泽东
“

承认抗美援朝 战争打错了
”

的判断 ， 其依据是以下史料 ：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 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 ：

“

朝鲜战争 ， 开始就提醒过金

日成不该打 ， 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 。

”

９ 月 ２３ 日 ， 他对参加 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 ：

“

朝鲜

战争根本错误 ， 斯大林应该负责 。

”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５ 日 ， 米髙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

的
“

反党集团
”

问题时 ， 毛泽东又抱怨说 ：

“

斯大林 、 金 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

战计划 ， 最后 ， 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 ， 这是错了 ， 绝对错了 。

”

从史料上说 ， 这些谈话在 《毛泽东年谱》 等文献中 ， 都没有记载 。 从背景来说 ， 赫鲁晓夫秘密

报告造成国 际反苏反共浪潮 ， 中共发表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 ， 全面阐述斯大林的功过是非 ， 不可能同苏方人员谈话断然否定斯大林。 从语气上说 ，
毛泽

东在同苏联打交道时 ，
不用

“

根本错误
”“

绝对错误
”

这类断然语气 。 这些材料 ， 都查无实据 。

还有人诬称 ：

“

《毛泽东选集》
１ 至 ４ 卷的 １６０ 余篇文章中 ， 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 １２ 篇 ，

经

毛泽东修改的共有 １ ３ 篇 ， 其余诸篇全是 由 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 ， 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

秘书等人起草的 。

”

这是肆意捏造的谣言 。 实际上 ， 《毛泽东选集 》 收人毛泽东从 １９２５ 年 １ ２ 月 到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 、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１５９ 篇 （ 其中有 ５ 篇是集纳而成 ） 。 这

些理论著作 ， 集 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

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 ， 都不是闭门造车杜撰出来的 。 毛泽东的文章 ， 不是像某些所谓公知那样 ，

靠无理谩骂 、 胡编乱造出来的 ， 而是在血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 是实践经验 、 理论升华 、 政策

导向和价值归属的统一 。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到 《毛泽东选集》 的写作时说 ： 我写

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 ， 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 ， 不是凭 自 己 的脑子空想出来的 。 既

然有人民革命斗争 ， 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 、 策略 、 理论 、 战略战术的问题 ， 栽了跟头 ， 遭到失败 ，

受过压迫 ， 这才懂得并能够写 出些东西来？ 。 试问 ， 哪个知识分子有毛泽东那样的实践经验 、 问题

意识 、 战略思维 、 逻辑结构和语言风格 ？

（
５

） 史论存疑 。 这种方法 ， 是对党关于历史的结论作出否定性 、 疑虑性的解读 ； 或者因为对某

些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 ， 来说明没有定论 ， 以此来动摇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权威 ， 削减人民对党的

信任度 。 有人针对在三大改造 、

“

大跃进
”

、 三年困难时期 、 庐山会议 、

“

文化大革命
”

、 毛泽东和邓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７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 第 ７３ 页
。

② 张弘 ： 《金冲及纵论百年中国史》 ， 《博览群 书》 ２ 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

③ 唐洲雁 、 曹前发 、 单劲松 ： 《关于 〈毛泽东选集 〉
四卷文稿的考辨》 ， 《党 的文献》 ２０ １３ 年第 ５ 期 。

④ 《毛泽东年谱 （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 》 第 ５ 册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年 ， 第 １
６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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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不同评价 ， 因此表示不信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出

的相关结论 。 有人指责党没有反思这些错误 ， 是搞所谓的
“

历史虚无主义
”

。

可见 ， 历史虚无主义是运用孤立的 、 片 面的 、 静止的观点 ， 来评价毛泽东 ， 由此得出 的所谓
“

学术结论
”

和
“

客观结论
”

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 。 他们不是用联系的 、 发展的观点 ， 完整准确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 而是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 ， 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 用不可知论代

替唯物主义可知论 。 这是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

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 ， 依据错误的世界观 ， 否认正确 的历史结论 ， 不运用科学方法评价

历史人物 ， 这是掩耳盗铃 ， 欺世盗名 ，
以博得资本的眷顾 。 这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 的

倒行逆施 ， 证明了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 他们不过是蚍蜉撼大树 ， 可笑不 自量 。 社会

历史的车轮必然沿着人民群众信奉的真理前进 ， 而无暇顾忌绊脚石的羁绊 。

五 、 主要政治危睿和卖质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 ， 是通过抹黑党的领袖人物和共和国 的历史 ， 否定四项

基本原则 ， 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 ， 旨在丑化共产党形象 ， 否定党执政合法性 。 能否正确评价领袖人物 ， 对一个党 、

一个国

家 、

一

个民族具有深远的影响 。 毛泽东是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 ， 如何评价毛泽东 ， 关系

到党 、 国家的历史 、 现在和未来 。 邓小平指出 ：

“

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 ， 否定毛泽

东就是否定中 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 。

”
？

第二 ， 旨在摧毁中 国制度 ， 改变中 国道路 。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主要缔造者 ， 是中 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创建者 ， 曾长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 否定毛泽东和党的执政

地位 ， 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 。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国 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

中国革命史、 新中 国历史来做文章 ， 竭尽攻击 、 丑化 、 诬蔑之能事 ， 根本 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 煽

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

” ② 科学评价毛泽东 ， 关系到 中 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

命运 。 邓小平在指导起草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之时就指出 ， 科学评价毛泽

东 ，

“

说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 ， 正是因 为这样 ， 我们党就站住了 ， 我们社会

主义制度也站住了
”③

。 在当今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 中 ， 中国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 ， 要么走资本主义

道路 ，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 否定毛泽东和 四项基本原则 的背后 ，
必然包含崇尚西方制度 、 走西方道

路的政治主张 。

第三 ， 旨在摧毁精神体系 ， 改变马列主义信仰 。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

进的科学体系 ， 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和 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 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营养和

文化基因 ， 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归宿 ， 诠释党的来源 、 性质 、 宗旨 、 使命 ， 包含了理想 、

信念 、 纪律等意识形态体系 。 邓小平指出 ，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 中 国共产党整整
一代人 ； 没有毛泽东

思想 ， 就没有今天的 中国共产党 ， 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 、 全军 、 全国各

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否定毛泽东思想 ， 就会摧毁党的思想体系 ，
动摇全国人民团结奋斗

① 《邓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３ 年 ，
第 ２７ １

－

２７２ 页 。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
上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１４ 年
，
第 １ １３ 页 。

③ 《邓小平年谱 （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７

） 》 （上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５５２ 页 。

④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４ 年
，
第 １４ ８

－

１４９ 页 。

．

１ ５２
？



毛泽东研 究 中 的 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评 析

的思想基础 。 如果指导思想出现混乱
，
将造成人心 四分五裂 ， 不同利益集团各 自为政 ； 中 国将再次

陷人军阀割据 、 天下大乱的局面 。 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就没有现代化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也就无从谈起 。 因此 ， 习近平总书记警告说 ：

“

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 ，

丢了就丧失根本 。

”①

第四 ， 旨在资本剥削劳动 ， 帝国奴役中华 。 内部争耗是国家和 民族衰败的根本原因 ， 团结奋斗

是令外敌望而生畏的内生力量 。 毛泽东是反抗国 内外剥削和压迫的象征 。 反之 ， 丑化毛泽东的民族

英雄形象 ， 将为资本剥削劳动 、 国际垄断资本奴役中华民族 ， 重新打开大门 。 那样 ， 资产阶级同工

人阶级、 帝国主义同 中华民族的矛盾 ， 将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每个国家和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体系不
一

样 。 毛泽东思想 ， 是中国人民和平发展 、 振兴中华的

精神支柱 。 没有思想理论上的独立 自 主 ， 就没有经济 、 政治上独立和主权 。 毁掉凝心聚力 的旗帜 ，

中华民族将陷人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 丑化毛泽东 ， 包藏着西方
“

和平演变
”

中 国的战略

图谋 。 从思想意识、 价值观念 、 精神体系上控制 中 国 ， 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 。 美国 中情局制

定的灭亡中国的
“

十条诫令
”

第五条 ， 即
“

要不断制造消息 ，
丑化他们的领导

”

， 就是
“

和平演变
”

战略的具体方案 。
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崩离析 ，

那么整个时代将会覆灭 。 西方敌对势力将不动

一刀一枪 、

一

兵
一

卒 ， 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 达到战争未能达到的险恶 目 的 。 苏联解体的思想根

源 ， 就是从瓦解
“

列宁综合体系
”

开始 。 西方针对 中国 ， 与对付苏联的战略策略 ， 如 出
一

辙 。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

“

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 ？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

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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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

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 了 ， 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 。 最后 ， 苏联共产党偌大
一

个党就作鸟兽

散了 ， 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

”②

毛泽东指出 ：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
总要先造成舆论 ， 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 无论

革命也好 ， 反革命也好 。

”③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 自珍说 ：

“

灭人之国 ， 必先去其史 ； 隳人之枋 ， 败人

之纲纪 ，
必先去其史 ； 绝人之材 ， 湮塞人之教 ，

必先去其史 ；
夷人之祖宗 ， 必先去其史 。

”

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正在
“

夷人之祖宗
”“

湮塞人之教
” “

败人之纲纪
” “

灭人之国
”

， 这是赤裸裸的思想侵

略 、 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 ， 难道不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吗？

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 ， 事关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 对于评价毛泽东的分歧 ， 正是 自 由化道路和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的关键点 。 这是中 国思想界对毛泽东持有不同评价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

源 。 不是有人点 出
“

宪政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毛泽东
”

吗 ！ 历史虚无主义与新 自 由主义是相互配合

的 。 前者否定中国道路 、 中 国制度和中国理论 ，
后者就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来代替 。 丑化和抹

黑毛泽东的背后
，
正是通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门 。 从阶级本质上说 ， 同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

主义的斗争 ， 是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 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 、 辩证

法同形而上学的论争 。 反击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 ， 是党的生命保卫战 ，
马克思主义保卫战 ，

国家安全保卫战 ，
民族英雄保卫战 ， 中华民族保卫战 ，

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保卫战 ， 人民根本利益

保卫战 。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９ 页 。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
上

）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１ １ ３ 页 。

③ 《毛泽东年谱 （
１ ９４９

－ １９７６ ） 》 第 ５ 卷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第 １ 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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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老干对茉 、 建仪和措施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党的领袖 、 民族英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攻击 ，
将不会在短期 内销声匿迹 。

反击毛泽东研究中 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毫不动摇地进行理论斗争 、 舆论斗争和宣传斗争 ， 是须臾

不可松懈的任务 。 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 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 坚持有理 、 有力 、 有

节的原则 ， 区分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不同特征 ， 采取的不同方式 ， 治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 。

第一 ， 把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纳入依法治国 战略 。 依法治国 ， 首先要依照宪法

治国 ， 包含对社会思想领域的治理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序言指出 ，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 国共

产党领导中 国各族人民 ，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从此 ， 中 国人

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 成为国家的主人 。 明确规定了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 《宪

法》 序言指出 ：

“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 ， 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集 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指引下 ，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坚持改革开放 ， 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逐步实现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推动物质文明 、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 ，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 民主 、 文 明 的社会主义 国家 。

” ？ 诋毁和否定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

想 ， 是违反 《宪法 》 的行为 。

《宪法》 第 ３８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

行侮辱 、 诽镑和诬告陷害 。

”

对于恶毒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 、 诋毁毛泽东人格形象的侵权言行 ， 造

成严重思想混乱和社会震动的 ， 必须依照 《宪法》 ，
以侮辱罪或诽镑罪等提起公诉 ， 追究刑事责任

和民事责任 。

《宪法》 第 ３５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示威的 自

由 。

”

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 自 由 ， 但是这不能作为诬陷毛泽东的法律依据 。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社

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 。 行使言论 自 由权利
，
不能侵犯毛泽东的名誉权 、 人身权和人格尊严 ， 不得

危害社会主义制度 ；
否则 ， 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 。 《宪法 》 序言指 出 ：

“

中 国人民对敌视和破

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国 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
必须进行斗争 。

”

与诬陷毛泽东领袖地位和

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进行斗争 ， 是 《宪法 》 赋予的神圣权利 。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２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 ， 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和政治结论。 执政党

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 ，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 。 建议将毛泽东作为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人民解放

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 明确载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高悬法律正义之剑 。 绝不

能让错误思潮写几篇文章 、 做几次演讲 、 散布
一些谣言 ， 就撼动 《宪法 》 的权威 。 共产党员和全国

人民 ，
都应该具备守法遵法 、 守土有责的主动精神 。

第二 ， 对于党内诬蔑毛泽东者 ， 根据 《党章 》 规定 ， 给予政治教育和纪律处分。 中共十八大通

过的 《 中 国共产党党章》 总纲规定 ：

“

中 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５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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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 自 己 的行动指南 。

”？ 党员都有遵守和维护党章的义务 ， 具

有 自觉遵守党的纪律 、 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义务 ， 有学 习党的指导思想的义务 。 《党章》 中

第二章
“

党的组织制度
”

第六条规定 ：

“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 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

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 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

”

党章规定反对个人崇

拜 ， 其中包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 但也不允许损害毛泽东的威信 ， 决不允许党员践踏毛泽东的人

格尊严 ， 侮辱党的领袖 ， 向 民族英雄泼脏水 。 那些诬蔑毛泽东 、 背弃毛泽东思想的党员 ， 严重违背

了 《党章 》 。 《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定 ： 丑化党和 国家形象 ， 或者诋毁 、 诬蔑党和 国家领导

人 ， 或者歪曲党史 、 军史的 ， 应该根据情节轻重 ， 给予警告 、 严重瞀告 、 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 ， 甚至开除党籍处分 。

第三 ， 在学术研究领域 ， 坚持学术批评 、 思想教育和行政审査相结合 。 对于境外诋毁毛泽东的

学者 ， 除学术上给予批驳之外 ，
还应该对其在大陆的学术活动进行跟踪审査 。 对于 国 内学者 ， 应从

学术上给予批判 ； 并通过党组织或者所在单位 ， 给予批评教育 ； 严重不改者 ， 建议调动其职位 。 有

关部 门应组织力量 ， 选取诬蔑 、 歪曲毛泽东的代表性书籍 ， 用真实可靠的档案史料 、 缜密细致的学

术研究进行批驳 ，
以正视听 。

第四 ， 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 ， 引导

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加强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 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观 ；
加强中 国近现代史教育 ， 引 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 ； 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和

法律基础教育 ，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 引导学生 了解中国社会

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 理解继承毛泽东未竟事业的意义 。

第五 ， 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 。 警惕西方国家在 中 国制造思想分裂的阴谋 。 思想的分裂将导致组

织的分裂和社会的分裂 。 通过深人细致的工作 ， 扩大教育面 ， 缩小打击面
，
巩固 和扩大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阵地 。 严控不能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
上升为政治运动 。 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 ， 在于 中

国的全面发展 ， 做到情为 民所系 、 权为民所用 、 利为民所谋 ， 历史虚无主义将无从生芽 。

第六 ， 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管理和引导 。 建立微信等网络舆情队伍 ， 及时发现违反党

规 、 国法的有害信息 ， 根据性质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理 。 推送宣传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历史

地位的信息 。 整合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机构和队伍 ， 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毛泽东的

历史地位作学术准备 、 组织准备 。 重视在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理论斗争 。 在学术界 ， 坚持
“

研究无

禁区 、 宣传有纪律
”

的原则 ， 建设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 不得散布丑化领袖人物 、 危害社会主义制

度的谣言 。 学术界应树立责任意识 、 大局意识 、 历史意识 ， 创造新文化 、 传播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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