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44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及其哲学批判方法 
韩广印  何先敏 

（皖西学院学院  安徽省六安市  237012）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假借反思之名，行颠覆社会主主义、妄图打断中国发展之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有其特

有的社会心理基础，其中，政治仇恨、文化的自卑是其产生的深层原因；群众的猎奇心理以及个别人哗众取宠以博眼球赚流量的方

式，以获得关注和认可的空虚心理。为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从哲学的角度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全方位

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态度”、“两个不因”、“六个不能”以及“两个不能否定”等理论，

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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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ame of reflection, historical nihilism often subverts socialism and attempts to interrupt the 

rea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 rise and sprea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its unique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among which political hatred and cultural inferiority are the deep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The curiosity mentality 

of the masses and the emptiness mentality of individuals seeking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through sensationalism to 

gain attention and traffic.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harm of historical nihilism, we must adopt correct methods and 

criticize historical nihilism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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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对社会的发展稳定有着巨大的负面

效应，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心理也有这密切的联系。对历史

虚无主义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其产生和传播

的社会心理根源，另一方面也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为批判历史虚无主

义提供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很早就意识到历史虚无

主义的危害，始终以民族大义为根本，在深刻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

在我国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科学的回答

了我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1]。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虚”，汉语字义为空，如虚无、虚实；进而进一步引申为“不

真实”。“主义”，指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对客

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如

此一来，“历史虚无主义”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为“以否定历史以

及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目的的，具有理论

性、系统性的学术体系或思想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的目的

之一是“否定”和“丑化”历史，他们在意的只是目标的达成度，

而不是基于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去揭示历史的本质。因此，从哲学的

角度评判，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科学历史观、民族观与

国家观全面虚无化的唯心史观[2]”。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客观世

界为根本依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指导人类实

践。唯心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研究上摒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随意的裁剪、拼接和曲解历史。因此，历史

虚无主义的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具有明显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

真实性。 

从目的角度品评判，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内大行其道其核心政治

目的在于从思想上摧毁中国人团结奋斗的意志，搅乱中国目前踏步

向前的良好发展势头，破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针

对这一点，习近平在 2010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更是一

针见血的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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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本质的科学界定，为我们科

学反对和鉴别历史虚无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

悖，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思想，其产生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心理根

源。改革开放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就与建国前 30 年部分群众所

遭受的经历密切相关。一方面，建国前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部分群众或多或少的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许多人都遭到迫害，长期遭受心理和身体的折磨。在这些不幸的遭

遇中，部分人开内心里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心

理，骨子里开始对党和国家的宣传政策以及发展目标不信任。这种

不满的心理在心头长期萦绕， 终演变成为通过污蔑、抹黑党的领

袖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

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

了质的提升，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贪污腐败

问题严重等问题，部分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这种

负面情绪在一部分人心中长期的郁积，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

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 

部分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与不信任，是过往的不幸遭

遇催生了他们目前错误的行为和思想，如果说这部分人的坏是因为

恨的话，那么另外一部分人的坏则是自卑到骨子里的蠢。中华文明

自诞生以来就自成一脉，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光辉灿烂了数千年并长

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历次反侵略斗

争的失败，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部分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从



教育研究 

 45

初的自负，慢慢走向了自卑。在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下，部分中

国问盲目的崇拜西方文明，以西方文化为根本，竭力的贬低自己本

民族文化以证明自己思想行为的文明和前卫。改革开放以后，特别

是十八大以来，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以稳居世界第二，但部分国人

内心里的那份自卑以及对西方文化极端推崇的扭曲心理，并未得到

多大改善。在文化自卑心理作祟下，出现了许多“精日分子”、“美

分”“哈韩”分子等，他们对日韩欧美的文化、制度以及风俗等大为

赞美和向往，对本国制度、文化等则大加批驳和否定。在文化自卑

心理下，部分国人还表现为对中华文明的全盘否定。依照他们的理

论，近代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是封建专制制度，而西方是

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中国是制度的落后，西方的制度远远

胜于西方。然而，近代中国的遭遇其本质上只能说明是封建制度的

失败，而不是中华文明的失败。中华文明中虽有落后的成分，但更

多的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精华，这些精华成分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成为维系和凝聚整个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基础。可以说，

少数国人文化自卑心理基础上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对目前的舆论环境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历史虚无主义危害甚广，我们必须主动占领舆论高地以科学的

方法和态度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批驳。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

记曾强调，“要坚持是是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3]。简单点说，在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上，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者往往都是以污蔑、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

度为根本目的，为此，他们常常故意夸大我党历史上的错误和教训，

从而达到否定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那么，针对

我想历史上的教训，如何科学的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挑衅，习近

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党对自己的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

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三个

态度”的提出让我们对党的历史教训和曾经的错误有了科学的评判

尺度，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企图美化捧杀或者丑化棒杀党和社会主

义制度 好的回击，因为人民真正关心的往往不是错误本身，而是

对待错误的态度以及错误发生后的行为。另一方面，针对历史虚无

主义者们攻击、扭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的历史人物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因”和“六个不

能”的评判依据。“两个不因”即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遵循实事求

是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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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中可以

看出，“两个不因”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它启示着我们，在评

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要能分清主次，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

盾，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科学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

是非。“六个不能”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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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把

历史逆境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

平、认识水平去横梁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

干出的业绩来。”[5]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每

个历史阶段的环境又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时，必须将人物放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去客观的评价，脱离人物时代

的评说都是有悖科学的。所以说，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能一概而论。 

针对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段历史割裂来看的观

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

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放后的历史时期”[6]。为什么不能否定？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历史是普遍联系的，在联系中不断的发展变化，历史是一个整体，

脱离过程谈结果或现状都是片面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一切

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竭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

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前进”。[7] 

综上，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轮上，习近平用“三个态

度”、“两个不因”、“六个不能”“两个不能否定”，分别从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史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眼光看问

题等多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即

逻辑严密又科学精准，为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哲学方法。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这就要求我们

要不断的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不断的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责任感。同时，

加快立法、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法律的手段打击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泛滥。要重视文化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的精

神堤坝。 后，要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发展的新特

点、新方法，不断的改进宣传方式，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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