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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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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为根基，感召个体形成连续一

致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遮蔽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认识；贬
低民族文化，模糊“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认识；抽空共同价值观，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虚无共同

理想，动摇“我们去向何处”的信念。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必须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增强

文化自信，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从而提升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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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诠释观，历史虚无主义借

“重新评价”之名，以主观臆断和任意否定近代以降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切入点，以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为政治诉求，虚无、否定和歪

曲自己的历史、民族和文化。习近平指出：“一个抛

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

发展起来，而 且 很 可 能 上 演 一 场 历 史 悲 剧。”①２０１７
年初，《人民论坛》公布的国内外值得关注的十大社

会思潮中，虚 无 主 义 凭 借 其 关 注 度、活 跃 度 和 影 响

力，居于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最主要和

危害最大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

义的研究愈发深入，主要集中在对其渊源流变、实质

危害、深刻教训和破解策略这些方面，形成了蔚为壮

观的研究成果。但从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

认同的危害这一途径来展开的研究，尚付阙如。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是 现 代 国 家 体 系 最 普

遍的形态，奠定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国家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

像西欧这样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其二是像俄罗

斯和中国这样由较为复杂的民族成分形成的“多民

族国家”。而 且，绝 大 多 数 民 族 国 家 属 于 后 一 种 类

型。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中国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身份认同是个体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认可所

属群体的身份，并由此产生依赖的情感体验及相应

的行为模式。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个体把依

恋的情感投射到民族国家这一情感综合体之中，“享
受其成功，想象其未来发展，抛却其焦虑，拒绝其他

选项的问题”②。从逻辑上来讲，民族国家的身份认

同指涉两个层面：客观层面上，要求民族国家借助国

家机器维护其制度安排，使个体获取属于政治共同

体的身份；主 观 层 面 上，个 体 要 依 靠 民 族 国 家 的 历

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获取文化心理上的归

属感，认同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
有机统一。外在“身份”一般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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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来产生，但只有个体内化这种“身份”并形成意义，
认同才能最终完成。

社会关系彰显了人的本质，构成个体对所属群

体认同感的基本来源。马克斯·韦伯指出，人是悬

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作为现代个

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集体认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

同是这个意义之网的基本结构和重要线索。民族国

家身份认 同 包 括 的 基 本 问 题 有：“我 们 从 哪 里 来？”
“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为我们？”“我们将向何处

去？”对这些 基 本 问 题 的 回 答 要 依 赖 民 族 国 家 的 历

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这些基本要素，从而形

成连续一致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历史虚无主义

试图抽掉民族国家认同感所依赖的这些基本要素，
造成历史的虚无化和意义世界的坍塌，导致个体与

民族国家情感的疏离，从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动摇民

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根基。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
民族文化、共同价值观、理想信念的否定上，而且在

否定维度上相互借力和支撑，形成内在的必然逻辑。
（一）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意义的否定，集中表现为“告
别革命论”。自２０世纪末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论”之后，
对革命意义的否定，一时成为学术界的时髦。“告别革

命论”把近代中国社会的革命说成是少数革命家在“激
进主义思潮”影响下“制造”的产物，是“百年疯狂与幼

稚”，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必要的牺牲，延缓了中国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这种观点认为若能放弃革命，自觉

引进西方文化，中国早就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了。“告别

革命论”把革命视为一种破坏力量。若说是破坏力量，
革命破坏的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以及

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正如毛泽东所言，若无革命，
“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①。除

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还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否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斗争的正当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

究之名设置的“理论陷阱”。历史虚无主义无视近代中

国社会已经山穷水尽，在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的近现代

中国，救亡图存和变法革命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现实，
否定近现代社会性质、否定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

与进步，得出的结论要么是“侵略有功”，要么是发展资

本主义才是唯一合理的出路。近几年，借助网络媒体

的勃兴和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倾向，历史虚无主义以“无
厘头”“恶搞”的话语形式，不断抹黑、戏说、调侃革命英

雄人物。江姐、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董存

瑞，这些革命英雄人物被黑得体无完肤。与此同时，对
一些已经盖棺论定的反面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还原

“历史真相”。比如，２０１６年，互联网上对西北封建军阀

马步芳的“重新评价”，罔顾其残忍杀害红军西路军的

罪行以及残酷剥削和镇压藏族同胞的事实，拿着一把

显微镜，在马步芳身上寻找生活或者性格上的优点，又
用放大镜把其描绘成一个温情的、“通晓韵律”的抗日

英雄。

否定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否定作为革命必然逻辑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始自１９５６年的社会

主义建设，虽然历经挫折，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

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

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积累。历史虚无主义在对

待社会主义建设时选择性虚无，无视社会主义建设的

巨大成就，夸大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教训，甚
至杜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谓的“人祸”，编造出“非正

常死亡”数据，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视为完全失

败的过程。夸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局部的、
阶段性的错误，是同对党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恶意评

价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

前遵循的是“国家威权史观”，中国共产党自己在搞“历
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求全责备，

尤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试图通过无限扩大毛泽东的

晚年错误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从而否定毛

泽东的历史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改革的进程。１９７８年，

中国社会进 入 崭 新 的 历 史 时 期，即 改 革 开 放 阶 段。

近四十年来，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在社会

主义改革不断向纵深阶段推进的时候，历史虚无主

义制造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和谐的杂音，打着“解放思

想”的幌子，否认中国社会改革的性质、必要性和成

果，假借“反思历史”的名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从

而达到动摇立国之本的目的。
（二）贬低民族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

主义，“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文化的延伸”②，历史

虚无主义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对民族文化采取

虚无、轻蔑的态度。从历史渊源上考察，历史虚无主义

与“全盘西化论”如影随形，相互呼应。陈序经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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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３０年代就声称：“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

跑向彻底西化的途径。”“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

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
比中国的好。至于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更

不及西洋人的讲究。”①这些论调的逻辑结果就是抛弃

民族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明。胡适也主张解救中国

文化的唯一出路是“西方化”，“西方化”的具体方案是

仿照 “美国模式”。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某电视专题

片将中华民族丑化为“丑陋”“奴性”“愚昧”，宣称中华文

化是一种“劣等”的“黄土文化”“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
国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唯一出路是融入西方“海洋

文明”，全盘接受“西化”。时至今日，一些网络“大Ｖ”、
意见领袖，以西方文明为出发点和参照系，丑化中华民

族，贬低中华文明。一些影视作品在对经典著作的“阐
发”与“普及”上，在对历史题材的“演绎”和“创新”上，不
断娱乐化和污名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

神品质和文化基因。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文化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时代背景，罔顾中华民族与中华

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及演进逻辑，抽空

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内在根基，造成自我矮化与精神

殖民，使中华文化发展前景晦暗不明。
（三）抽空共同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共同价值观之消

解通过转换研究范式和用单纯概念来解释消极行为

的手法来完成。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转换研究范

式，摒弃价值尺度的客观性。美国哲学家、科学史家

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研究范式的概念。研究范式

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倡导多元对话和

多种知识标准，成为人们解释各科知识发展的重要

理论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挪用甚至歪曲此概念，试

图用现代性进程来代替革命进程，把革命史同现代

化史对立起来，用“现代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借以

否定整个中国近代史。经过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

之后，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

和主题，而革 命 则 成 为 制 造 社 会 动 荡、破 坏 社 会 稳

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罪孽。“研究范式”转换的结

果是抽空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使价值尺度失去了

客观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借学术之名设置的又一

“理论陷 阱”，成 为“告 别 革 命”论 的 主 要 理 论 依 据。
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用概念分析来解释消极历

史行为，抛弃价值的积极导向。对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的评价与判断都有一定的立场预设，是对“善”
与“恶”的 回 答，对 个 体 的 价 值 选 择 起 到 导 向 作 用。
历史虚无主义善用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解释历史行为

和评价历史人物。比如，在《走向共和》这部堪称历

史虚无主义标本的电视片中，剧作者把慈禧太后、袁
世凯、李鸿章等人的行为冠以“理性”“自由”的标签，
用抽象概念去研究历史和评判人物，抽掉价值观的

社会基础和时代内涵，从荒诞的非价值立场出发，遵
循“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模式，无视民族国家的利

益，导致价值判断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相去甚远。
“一个舆论或一个产品往往与一种普遍的、模棱两可

的但是极其流行的概念或信念有关。”②历史虚无主

义用概念来裁剪历史和评判现实，没有看到“全部问

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

句”③，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论词句去说明现实关系。
（四）虚无共同理想

历史虚无主义从历史处撕开缺口，并不是“发思

古之幽情”，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
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其目的在

于改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道

路，按照西方模式和价值观改造中国，为中国未来另

觅自由主义道路制造根据和理由。历史虚无主义对

社会理想之否定集中体现在虚无马克思主义和否定

社会主义两个方面。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

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宣称：“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
类意识形 态 发 展 的 终 点’和‘人 类 最 后 一 种 统 治 形

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④自由民主制度终

结了历史，其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走

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历史虚无主义还声称，马克思

主义“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

义了”“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

作为评判事务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

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⑤ 在当代中国社会，马

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基本发展模式和

社会理想，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取向。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

民族国家是时空的集合体，不仅有独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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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确的领土边界，也有前后相继的历史文化，这两

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民族国

家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

一个民族的 生 产 力、分 工 和 内 部 交 往 的 发 展 程 度。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

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

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

度。”①任何民族 国 家 都 有 自 己 居 于 其 中 的 气 候、土

壤、矿藏分布等自然环境，从而构成物质生产基础。
这些物质生产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了

民族之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民族国家

是历史范畴，始 自 于 中 世 纪 末 期 与 资 本 主 义 初 期。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性的兴起。与

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相反，哲学现代性的特

征是把人居于世界中心，主体成为一切知识和万物

的参照系。在对自我的检视和与他人的比较中，自

我意识得以显现，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边界日益清晰，
才有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这种边界和差异解

释了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点。
历史虚无主义对这些基点一一破坏，其危害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遮蔽“我们从哪里来”的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独

特历史文化，这对形成民族国家身份具有决定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 忘 记 走 过 的 过 去，不 能 忘 记 为 什 么 出

发。”②中国革命、建 设 和 改 革 的 历 程 与 成 果 是 当 代

中国历史的主线和主题，构成了中国晚近最有影响

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承载群体情感，形成群

体相似性的基础。“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

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③连贯一致的

历史在时 间 维 度 上 回 答 了“我 们 从 哪 里 来”这 一 问

题，也为回答现在“居于何处”、未来“走向哪里”提供

了历史逻辑。
“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任意裁

剪和歪曲历史事实，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在

叙述和评价狼牙山五壮士、雷锋、董存瑞这些民众耳

熟能详的人物及其事迹时，采用戏谑、反讽、拼接的

手法，颠倒既定知识体系和传统认知模式，使个体无

法从历史经验中追根溯源、确定轨迹，助长社会怀疑

一切的风气。这种怀疑一切的风气由来已久，在近

十几年中愈发盛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

现代主义等思想中，诸如“人之死”“主体之死”和“作

者之死”这些影响深远的口号不断出现，与历史虚无

主义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有契合之处。
怀疑一切，无法对过往做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

回答，破坏了民族国家身份得以生成的集体记忆，引
发社会犬儒主义心态盛行。犬儒主义，这个源自古

希腊的概念，几 经 意 义 变 迁，依 然 保 持 了 其 基 本 理

念，即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对原本值得信任的

人和事持怀疑主义态度。犬儒主义“以不相信来获

得合理性”④的社会心理，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有着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一切

的时候，任何真理、知识和价值都成为怀疑和颠覆的

对象。在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的不信任情绪日益

蔓延。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

社会心态研究报告（２０１６）》显示，仅有约三分之一的

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有将近四成的人

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能信任的，人们尤其对有

钱人、有权人以及单位领导或老板等混合性交往对

象表现出更为多元、复杂、矛盾和迷茫的心态。⑤ 各

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用戏谑、拼贴、混杂等方式，肆
意地“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

和英雄人物”，⑥戏说和改写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戏

说和改写不仅针对文本，其要害是否定和颠覆了文

本背后的话语秩序、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人们缺

乏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自然也缺少追求客观历史

真相的兴趣，缺失获取历史真实的能力。由于没有

“非如此不可”的信念，民族国家形成的合理性和合

法性也受到质疑，无法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做出客观解答。对历史不再信任，无法追根溯源，便
无法确定此时坐标，无法指向明确未来。

（二）模糊“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认识

文化的性质、内容与范围具有地域性 质。文 化

是“与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

自身的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与在世界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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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等有 关 的 有 机 的 和 动 态 的 整 体”。① 不 同 的 民

族国家均有其自身的文化要素和特征，形成相对稳

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可以传

承的文化基因，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独特标识，是长

期发展、渐进渐改和内在演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历

经磨难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撑。身份认同并非空

洞的符号，它依赖于个体的定位和态度。“对一个社

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

维持身份认同的持续过程。”②作为民族国家意义化

实践的观念凝结，民族文化形成了个体的言说场域

和立场，是身份认同的基本预设，从文化维度上回答

了“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问题。个体在民族文化

中获得记忆 的 连 续 性，产 生 心 理 依 恋，寻 找 精 神 寄

托，安享“在家的感觉”，获得心理层面上的归属感。
虚无民族文化，其畸形果实就是使中国社会在

文化上被连根拔起，日益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瓦解文化自信的根基。“作为文化发展中的集体精

神状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状况，现实地反

映着并深深地影响着其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客观

态势。”③在中华 民 族 的 发 展 进 程 中，文 化 的 命 运 与

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让中国人自信

起来的重要文化来源。文化自信的构成有着不同方

面，对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的理性认知、
对已有文化成就的尊重、对文化前景的信心都是重

要的考量维度。“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

脉。”④文化“断 根”不 断 累 积 民 族 自 卑 感，丧 失 民 族

国家走向兴盛的底气和定力。在丧失底气与定力的

迷落心境中，个体自然无法正视也不愿正视自己的

民族国家身份，其结果要么是屈从于异质文化，要么

是固步自封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无法正确回答“我
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

（三）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

价值观是对生活目标的持久信念，属于上层建

筑范畴，汇聚了群体的价值共识，与人们的现实利益

休戚相关。按照社会认同理论，身份认同的基本假

设是群体成员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居于支配地位的

群体支配价值观，个体通过认同价值观中蕴含的行

为规范而获得社会认同。认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意

味着个体在价值观问题上采取立场的问题，及要承

担何种义务、履行何种责任、享有何种权利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精神维度上回答了“我是谁”“我应该怎

么做”，是对群体身份的认知，形成道德责任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所表达的价

值共识，对个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行为起到导向作

用。
历史虚无主义混淆价值判断标准，摒弃价值尺

度的客观性，最终失去善的价值导向，导致价值相对

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一旦人切断了和过去的

联 系，他 就 不 能 逃 脱 未 来 所 拥 有 的 最 终 的 虚 无

感。”⑤价值相对 主 义 认 为，不 存 在 绝 对 正 确 的 价 值

判断，价值作用是否有效发挥，要判断其特定的文化

和历史语境。价值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会导致价值虚

无主义的盛行。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严

重的精神危机，使“价值自身成为主观化、相对化的

存在……从而引发了精神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萎缩，
变得 空 洞 抽 象，了 无 生 趣”⑥。尼 采 宣 布“上 帝 死

了”，无限放大了人性中的放纵形象；韦伯看到终极

价值消隐之后，相对主义的“诸神之争”；海德格尔则

将虚无主义视为精神的“无家可归”，再也无法“诗意

地栖居”；萨特、福柯指出了人类精神之渺茫；后现代

主义者则彻底颠覆权威，瓦解一切坚固常识。价值

虚无延伸到道德生活中，便是造成观念上或心理上

的无所谓态 度，实 践 或 行 为 上 怎 样 都 行，滋 生 出 陌

生、疏离，甚至是冷漠无情的社会心态。近年来，社

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事件，比如彭宇案、小悦悦被碾

压事件，都是这种心态的外部呈现。这种冷漠心态

反映出个体对所属集体安全感的丧失。安全感是健

全人格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心理健康

发展的重要方面。马斯洛把安全感视为继生理需要

之后的最重要的需要，是对秩序、体制、法律、界限等

的依赖和对恐吓、焦躁、混乱的规避，具体表现为依

赖感、稳 定 感、归 属 感。只 有 安 全 需 要 得 到 有 效 满

足，人才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和可能。
民族国家是集体的最基本的形式，为个体提供

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是一种“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对

人对物产生的可靠性感受，确认自身身份具有连续

性和一致性、所处环境具备恒常性和稳定性。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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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的价值多元和虚无具有很强的腐蚀力和破坏

性，稀释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使人们丧失精神上

的安 稳 归 宿，不 断 问 询：我 们 是 谁？历 史 将 走 向 何

处？一切晦暗不明，无迹可寻。
（四）动摇“我们去向何处”的信念

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信

念共同体。作为信念共同体，民族国家需要用共同

理想来描绘未来图景，回答人生的目标问题，表达对

未来的期盼和希望。“任何一种期盼和希望，都是人

们依据在实践中形成并认同的一定价值尺度对现实

的‘自我’或‘社会’进行深刻理性批判的产物，都是

人们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新自我’
或‘新社会’的憧憬和设想。”①这种憧憬和设想建立

在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把自

我认知与社会期待融合起来。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不仅要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是谁”的问题，
也必须回答“我们走向哪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就是处理个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是把个

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的问题，是回答“我们去

向何处”的问题。共同理想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共同

利益”“共同追求”和“共同愿景”，体现了民族国家成

员的整体利益，离不开个体的身份定位和责任承担。
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否定的

必然结果是社会信念的颓废。信念是人们对某种理

想或者思想坚信不疑并积极实践的精神状态。当前

社会生活中，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的信念表现出矛盾和困惑心理，注重近期理想轻视

长远理想、注重功利化的个人理想轻视社会共同理

想的倾向明显。颓废的理想信念无法摆正自我和社

会、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无法科学回答 “我们将向何

处”的问题，危害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三、采取科学方法破解历史虚无主义对

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表现，根据民族国家

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点，采取科学方法来破解其危害。
第一，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批判

工作。历史虚 无 主 义 理 论 本 身 有 理 论 外 衣，有“反

思”之名，有步骤有策略，深具迷惑性。但任何理论

如果缺乏严密的逻辑与科学论证，自然会失去阐释

力和说服力，历史虚无主义也不例外。其一要认识

到历史虚无 主 义 是 唯 心 主 义 在 历 史 观 问 题 上 的 表

现。历史虚无主义以“范式研究”为名，以政治诉求

来裁剪历史，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原则；片面引

用史料，其解释模式暗含一种去整体化的思维方式，
违背全面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抛弃阶级分析这一

研究历史的“显微镜”和“解剖刀”，用抽象人性来分

析人物和评判事件。这些做法阻隔了历史与现实、
传统与现代的逻辑关联，违背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原

则和方法。其二要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比

如国家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工作。
这些新变种的危害更深入、更持久和更隐蔽，也是理

论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其三要认清历史虚无主

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虽然冷战背景已经不复

存在，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斗争依然尖锐。对于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意识形态问题依

然是学术研究的主题。历史虚无主义超出“理论争

锋”之范围，恶意妖魔化中国，诋毁国家政党形象，攻
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些尖锐的矛盾冲突与

国内外一些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企图与行为是

分不开的。其四要正视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社会矛

盾。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泛滥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

况密切相连。历史虚无主义放大社会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的局部和阶段性错误，抓住民众关心的切身利

益，深具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在对历史虚无主义

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要解决社会现实矛盾，才能维

护好民众切身利益，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民族国家

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内在一致性。文化自信

回答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这一问题做了文化心理

层面的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以文化人的教

化功能，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独 特 精 神 标 识 和 文 化 基 因。
如何重塑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在面临历史虚无

主义冲击时依然能够保持足够定力，这是当下面临

的一个迫切问题。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资源，根据“新的历史特点”，赋予其时代

内涵。同时，还要区别对待、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化

的糟粕，处理好继承和创造、发展和转化的关系。另

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来进行传统文化的体验和实践，
通过采访、调查、访谈等形式来深度接触和体验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使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

德规范内化为生活态度和精神品质，外化为道德行

为和生活习惯。
第三，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夯实

对民族国家的道德责任基础。民族国家共同的价值

观回答了“我们该如何做”这一重要问题，是个体承

担道德责任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在公共环境中，如

２１

① 吴潜涛：《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科 学 含 义》，《教 学 与 研 究》，２０１１
年第４期。



果对待他人冷漠、说谎、不信任，处事急功近利，根本

谈不上对所属群体的认同，自然也没有对民族国家

的身份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社会共识的

最大公约数，与普世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既

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的对比，
还要进行对丧失主权国家最后遭遇的悲惨命的比对

教育，从而认清保持自身共同价值观念的必要性与

重要性。同时，还要进行大众化教育。大众文化的

勃兴是当代中国文化格局的现实状况。只有根据教

育对象的身心特点，抓住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采取更

具亲和性的作品和形式，注重参与性和实践性，才能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民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

上，才谈得上真正的认同。
第四，加强 理 想 信 念 教 育，用 中 国 梦 来 凝 聚 力

量。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一招就是瓦解理想信念，
引发民众的“预期性焦虑”，从而使人们对“我们将向

何处”这一重要的身份认同问题无法回答。新时期

的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引导人们确信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坚定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念。“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①因此，理
想信念的宣传教育突出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宣传教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制度？其历史必然性是什么？优越性又体

现在哪些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今

日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在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这都

是宣传教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这些

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崇尚公平正义，能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只有弄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

减少历史虚无主义故意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

危害，对外能解除疑问和误解、表达善意，对内能增

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用理想信念来凝聚共识、
整合力量。

身份认同问题是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点，历久

弥新。它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检视

“我们是谁”的思想产物。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将

历史、文化、价值观、未来图景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进而将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和全球性的问题纳

入理论视野。唯有解决好民族性和本土性的问题，
才能解决好世界性和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这也

是强化个体认同民族国家身份的最佳历史契机。在

这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能

做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要识别历史虚无主义的谬

论，拨开其制 造 的 历 史 乱 象，还 原 被 遮 蔽 的 历 史 真

相，从而认清来时之路，明确现在的坐标，坚定未来

的方向，完成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蝉蜕之变。

①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学 习 宣 传 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责任编辑　韩顺友）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ＯＵ　Ｌｉ－ｙ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１５，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ｅａｌ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ｏｕｓｅ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　ｒｅｐｕ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ｓ　ｓｈｒｏｕｄｓ　ｏｕ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ｗ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ｄｅ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ｓ　ｏｕ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ｂ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Ｔｈｅ　ｖａｃｕｕｍ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ｏｎｆｕｓｅｓ　ｏｕ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ｏ　ａｒｅ　ｗｅ＂．Ｔｈｅ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ｅ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　ｏｕｒ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ｗ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ｗｅ　ｇｏ＂．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ｗｅ　ｍｕｓｔ　ｄｉｓ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ｏｕ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ｕｓ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