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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①

王斌
（长沙医学院 思政部，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１９）

摘　要：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因其披着“档案解密”“还原真相”的外衣，同时借助网络媒介煽风点火，流
毒至深，对大学生亦影响甚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兼有历史课和政治课双重性质，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阵地、

主课堂。“纲要”课教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筑牢防线、夯实基础、明确重点、把准关键、完善策略，扫除

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和大学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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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具有历史课和政治课的双重性质。认识近现代中国

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做出“四个选择”是其基

本要求。懂得珍惜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

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是其根本目的。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特别是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改头换面，极具迷惑性和煽动性，流毒甚广，危害至深。“纲要”课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发声亮剑，营造风清气朗、严肃活泼的

教学空间，扫除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和青年的影响。

１　坚定立场，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防线
立场，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立场坚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抵御历史虚

无主义的渗透与攻击，去从事“纲要”课的教学，去指导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重要

宗旨就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对客观历史和历史规律的把握，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坚定的立场，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防线。

１．１　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核

心观点。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

者。”［１］３２唯物主义阶级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的政治立场，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

益，一切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一切依靠他们，一切为了他们。“纲要”课教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

义阶级立场，用阶级的观点观察、分析、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同时帮助学生坚定阶级立场。坚定了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才能坚定政治立场，掌握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形成思想武器，

有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阶级中立论”和“抽象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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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人民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否定人民群众，其实质就是否定人民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动力”部分，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２］１０３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是社

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体现在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干扰的是人民群众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

“纲要”课教学必须坚持人民立场，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讲述人民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

要作用，让学生深入领会“四个选择”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１．３　民族立场
民族立场是对本民族历史的认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对中华文明的尊崇。德国总理勃兰特曾说

过：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会消亡的，而一个歪曲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

历史文化孕育了中国精神，涵养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

支柱。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贬损黄土文明，毁灭民族记忆，“解构和戏谑”民族英雄，戕害我们的民族价

值，伤害我们的民族记忆，其险恶用心在于瓦解民族精神支柱，意欲让我们无所适从，进而失去安身立命

的心灵根基。“纲要”课教学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一部近现代史，既是中

华民族的抗争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

２　正视历史，夯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融于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通过历史记忆的传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的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历史虚无主义

者深明其义，亦深知“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重要作用，故挖空心思歪曲、编造、解构历史。“纲要”课具

有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的武器”的功能，教学中必须正视历史。

２．１　实事求是
历史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是独立于历史认识者主观意识之外的客体，历史研究必

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历史教师从历史的总体、相互联系去把握事实，在唯物辩证

法的基础上使历史叙述证据确凿。在“纲要”课的教学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在课堂上引出历史

虚无主义的一些质疑与诬陷，然后用铁的历史事实和真相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例如针对历史虚无主

义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诽谤，我们通过采访狼牙山五壮士的亲属［３］、整理当时报刊的有关资料，梳理“狼

牙山五壮士”的史实［４］，以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宣判［５］，全面客观地还原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谎

言不攻自破，也在客观的辨析中用事实教育了学生。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网络，肆意造谣中伤成为新的动

向，网络流传的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由毛泽东执笔起草

的只有十二篇。针对这一情况，如果“纲要”课教学中一味回避，学生不明真相，就会产生迷茫。教学中

就应该树立这个靶子，将中央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齐得平的编辑手稿和盘托出，以铁的事实将历史虚无主

义打回原形，以正视听［６］。

２．２　历史主义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７］１９一切历史事物都处在

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必须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代条件

出发，分析其特殊的历史联系，才能接近事实的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把

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真正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从历史发

展、上升的趋势去理解和评判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则恰恰相反，把历史事物的独特性与历史发展的规律

性对立起来。他们从其政治目的出发，或刻意拔高已经有了历史结论的一些人物的地位，如把李鸿章的

卖国行径视为“客观条件下的历史必然”，对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赞誉有加。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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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对英雄人物故意贬损，或对伟人肆意攻击，如对刘胡兰的诬陷，对邱少云的“解读”，对毛泽东的攻

击等。“纲要”课教学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必须把具体的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具体的历

史环境出发考察问题，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重视基本的历史联系，既要把问题放到历史发

展的时间脉络中考察其前因后果，还要注意其与周边事物的联系，特别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的联系。

２．３　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历史虚无主义却用抽象的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以客观主

义姿态掩盖其阶级立场，推行“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因此，“纲要”课的教学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

法，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事件、问

题。唯有如此，才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历

史发展的趋势，不被历史虚无主义所蒙蔽。要历史地看待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注意把某一时

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置于其所在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对各个阶

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有贴近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场景的评价，既不苛求古人，更要防止缺

乏学术批判精神的片面“弘扬”。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就掌握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武器。

２．４　整体研究
在历史学习中坚持整体性原则，就是要在历史过程各种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历史发

展的脉络。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他们割裂新中国两个３０年的历史，
甚至相互否定。列宁对这种割裂历史的现象给了精辟的总结：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

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８］３６４。因

此，“纲要”课的教学必须从整体出发，把握好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和主线，实现两大历史任务构成中国

近现代史的主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主线。坚持整体研究原则，在时间序列上，要把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看成一个有内在脉络的连

续的过程，不因为后来的偏见而割裂历史。例如在抗战历史的教学中，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偏见，罔顾事实对蒋介石政府的“颂扬”的现象，就要从整体上把握，从抗战思想、政

治路线、世界影响等全面比较。

３　讲清危害，明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点
历史虚无主义善于伪装，或以“还原真相”为幌子，或以“档案解密”为借口，或以“范式转换”为噱

头，质疑已成历史定论的事实，戏谑民族英雄形象，解构历史价值判断。在网络空间里，以学术争鸣的姿

态曲解历史，以恶搞的形式冷嘲热讽英雄。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侵蚀人们的精神健康，

是和平演变的理论帮凶；消解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是腐蚀中华民族的精神鸦片；瓦解人们对中国共产

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是否定党和党的领导的舆论武器。

３．１　产生虚无倾向，消弭使命但当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使得一部分学生在碎片化、表面化的历史信息传递中接受甚至认

同其观点。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往往更容易接受非主流的所谓新观点，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刻意迎合

广大青年的“窥探欲”，罔顾事实真相，以新奇的观点吸引眼球，以扩大其影响，达到其目的。历史虚无

主义是有备而来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而大学生却鲜有戒备之心，在“戏虐”“调侃”之中落入历史虚

无主义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切民族英雄，历史虚无主义都不遗余力地攻击，他们攻击禁烟英雄林则徐

“不识时务”，讥讽谭嗣同“不知变通”。凡是英雄形象，他们都挖空心思贬低，质疑雷锋日记，诽谤狼牙

山五壮士，怀疑邱少云，贬损刘胡兰。非但如此，历史虚无主义信誓旦旦，其所言均为“档案解密”“生理

解读”“还原真相”，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纳粹头目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狂轰滥炸下，一部分大学生就会产生“虚无”倾向，附和、认同错误历史，失去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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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仰，就会变得缺乏独立思考，心灵麻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担当。

３．２　消解主流观念，影响是非判断
主流价值观是维系本国本民族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与魂。是非判断标

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强化影响，对现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渗

透，缺少历史教育，没有坚定立场，就有可能被“洗脑”，向往西方模式，主流价值观念就会受到质疑。长

此以往，就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滋生民族虚无主义，甚至在历史面前无所适从，民族自尊心

和自信心瓦解。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下，既往的英雄形象似乎也不是那么伟大，甚至带有“历史的

污点”，而李鸿章、袁世凯之流却是历史漩涡的“务实主义者”，甚至被冠以“近代化的有功之臣”。众多

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充斥世界，不禁让人生出“到底谁是历史的英雄”的疑问，是非对错难辨，善恶美丑

难分。

３．３　失去固有信任，腐蚀执政之基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的民

主富强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放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出现的失误，逐步瓦

解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举世惊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愈发凸显，国家综合

国力明显提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逐步提高。历史虚无主义却以各种所谓的“历

史解密”来抹黑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甚至杜撰各种“历史”以诽谤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意欲通

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以重写抗战史为国民党做翻案文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寻找各

种开脱理由，意欲制造共产党不抗日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质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试图引导青年大学生向往西方制度与民主。历史虚无主义不遗余力，

以各种手段制造弥天大谎，引导大学生失去对党和国家的固有信任，动摇执政基础。

３．４　动摇道路信心，丧失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９］。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也是大学生奋发向上的动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理想信念增添具体内容，理想信念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支柱。改革开放３０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带来了思想文化多元变化，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历史虚无主义趁机煽风点

火，放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夸大贫富差距的意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改造操之过急，应该补

“资本主义的课”，刻意放大社会矛盾，干扰公众视听，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心。在质疑社会主

义道路的同时，让缺少历史教育的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不足，甚至

丧失理想信念。

４　发声亮剑，完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纲要”课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课堂、主阵地，在教学中必须改变以往的反

制方法，改守为攻，打牢基础，优化方法，改善途径，主动发声亮剑，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４．１　打牢基础：强队—铸魂—修史
“纲要”课教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要打牢基础，包括在强队、铸魂、修史三个方面下功夫。第

一，强队。就是要建立一支信念坚定、素质过硬、能力出众的教师队伍。教师是教学和课堂的主导者，其

态度直接决定了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直接体现其在教学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第二，

铸魂。一是铸教师的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教师，让历史唯物主义牢驻教师心中；二是铸学生的魂，

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历史观，让爱国主义永驻心头，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第三，修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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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王斌：论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是深入研究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

……，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１０］二是认真学习历史。历史是

最好的老师，通过历史的学习，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升华人的精神、启迪人的智慧。梁启超曾言，历史是

爱国主义的源泉。一部中国历史，是我们民族自信力的根据，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

自信力，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的信心。

４．２　优化方法：树靶—讨论—批判
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主动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在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应该主动

出击，要有目的地树立靶子，在讨论和辩论中进行批判。树靶就是主动把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卑

劣行径、反动实质予以具体化、明确化，从而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有的放矢。例如，树好“历史虚

无主义的前世今生”的靶子，我们就能更明确具体地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也能更好地揭发其

实质和危害，进而更好地批判。又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贡献的质疑与诘难，提出重写

抗战史的主张，我们树好“中国抗战史真的需要重写吗”的靶子，然后从国共双方的抗战路线、思想、两

个战场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得出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从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４．３　改善途径：课堂—网络—社会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发挥“纲要”课主课堂、主阵地的作用，更要重视网络这个新媒介，同时

辅以社会的实践，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第一，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课堂是最重要的阵地，

通过课堂叙事和历史的梳理，以事实胜于雄辩的自信引领学生，在学习历史的同时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

本质和危害，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心。第二，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的泛滥，结合大学生信息

交流的特点，借助互联网，通过微信、微博、网络平台加强大学生的引导，主动设置议题，打好英雄保卫

战，争夺话语权，赢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体系。第三，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增强大学生的

体验感，以有形的历史加强对历史的理解，例如通过组织学生瞻仰烈士陵园，参观抗战纪念馆、党史馆，

重走长征路等系列活动，从而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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