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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态、危害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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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只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这一种形

态。 而新时代的文化虚无主义,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虚无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新形态。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虚

无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如消解中国价值、腐蚀中国精神、削弱中国力量等。 因此,必须统筹谋划、整体推

进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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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学界,关于文化虚无主义的本质,从不同的

角度看有不同的认识。 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化虚无

主义是指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因强调人的存在的本

体结构而否定一切文化规范的思想理论。 从文化学

的角度看,文化虚无主义是指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主

导下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对非西方民族的传统文

化进行激烈否定性批判的文化主张。 从社会生活的

角度看,文化虚无主义则是指否定崇高、正义、奉献

等进步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人的精神价值追求本能

化、生理化的生活态度。 由唯物辩证法可知,人的存

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故文化

虚无主义的上述三种界定也有密切的联系,但本文

主要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论及文化虚无主义。 在中

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文化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

文化运动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发展的顶

峰,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 正因此故,2014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共

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
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不能数典忘祖、 妄自菲

薄。” [1]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下,不论是共产党人,还
是学术研究者,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文化

虚无主义。

一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三种形态

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文化主

要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故此时的文化虚无主

义只有一种形态,即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中华文化包括了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故此时的文化虚无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即传统

文化虚无主义和革命文化虚无主义;进入新时代以

后,通常认为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类,故文化虚无主义相应地也就

有了三种形态,即传统文化虚无主义、革命文化虚无

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

态度十分激进,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必须

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 比

如,陈独秀在 1919 年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一文中说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

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那德先生又

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2] 这

里所谓的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等,明显涵

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 经过十年“文革”
之后,人们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
是越来越大,遂而滋生了严重的自卑感和危机感。



于是,围绕中国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

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基于“现代化就是西化”的
认识,抛出了“黄色文明没落论”“传统文化包袱论”
“民众心理病态论”等系列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的

文化虚无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其规模之

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探讨之深,可以说为五四以

来所仅见,而且许多地方已超过五四” [3]。 然而,进
入 21 世纪之后,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之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跃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制度日趋完善和成熟,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的生

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无疑为新时代反对和抵

制传统文化虚无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是故,
像上述两个时期那样彻底反传统的传统文化虚无主

义已经不见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选择性虚无,重点是对支撑民族自信和文化自

信的史实、人物、事件进行歪曲宣传。 例如,认为岳

飞、文天祥等人不是民族英雄,而是阻碍社会历史进

步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者;又如,有些学者把作为中

华民族象征的“龙”称为“凶图腾”,说“龙”的样子太

可怕,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需要推倒重立。
在阐述革命文化虚无主义之前,实有必要先弄

清楚革命文化是什么。 所谓革命文化,是指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

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具体包括革命的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形态,其中最根本的是革命

精神文化形态。 而对革命文化产生虚无主义的态

度,却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 当

时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亦即资产阶级自由化者)“骂
祖宗、骂传统,大概他们对传统的东西也不怎么看,
他们真正要否定的是近代革命的传统。 把古代的东

西骂一通并不解决问题,因为它与社会主义的联系

不是那么紧,但那种认为鸦片战争打晚了应该早打;
抗日战争打不打无关紧要,因为日本侵略东三省还

留下不少现代工业;走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落后,比
不上四小龙;从林则徐开始一直骂到毛泽东的种种

观点却更值得注意” [4]。 很显然,革命文化虚无主

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把最后的矛头指向了中国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新时代背景下,因仍受西

方“颜色革命”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影响,革命文化虚

无主义虽然同样带有上述政治色彩,但却披上了更

具迷惑性的学术外衣。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打

着“价值中立”的旗号,以所谓“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为己任,痴迷于事实考证和文献挖掘,竭力挖掘

与正统的党史、国史、军史不一样的“历史细节”,以

致将党史、国史、军史描述成一部争权夺利的党内斗

争史、领袖罪恶史和人民苦难史。 二是打着“学术

创新”的旗号,挑战正统说法,质疑已有定论,如质

疑刘胡兰、董存瑞等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的真实性,污
蔑“狼牙山五壮士”偷老百姓的萝卜等。 可见,在思

维方式上,新时代革命文化虚无主义明显犯了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中创造的,但真正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的

“先进性”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正是这样,习近平总

书记 2018 年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从本质上看,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

文化创作生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
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凡是攻击和否定这四个坚

持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点,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虚

无主义。 例如,以蒋庆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打着

“复兴儒家文化”的名义,在 21 世纪初提出了“儒化

马克思主义”“儒化社会主义”等口号,妄图否定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近几年来,
在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被边缘化、空
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 “失语”、教材中 “失

踪”、论坛上“失声” [6]。 又如,全国道德模范黄旭华

院士在 2018 年央视春晚上给全国人民送祝福之后,
却在互联网上遭到了无端的诋毁和侮辱,骂他是忘

了父母养育之恩的不孝之子。 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不

要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而是强调当家庭利益与国

家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家庭利益

和个人利益应该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必要时甚至要牺牲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 借用黄旭

华院士的话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虚无

主义、革命文化虚无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三种形态,虽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都抱有明

确的政治意图,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

二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

由文化学理论可知,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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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而价值观又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全体人

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
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 正因如此,文化

虚无主义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极力诋

毁和贬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就必然会搞乱人

们的思想、混淆是非界限,甚至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和

政权基础。
首先,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消解了中国价值。

在当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世界各国

不仅致力于构建自己国家的价值观,而且努力扩大

自己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 在这种激烈的博弈中,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能没有自己文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更不能没有

自己的旗帜和声音。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价

值,亦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中国的文化

虚无主义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大力推崇

和倡导西方价值观,并把西方价值观当成是普世价

值观。 其内在的逻辑是:西方的价值观是适合于全

人类的价值观,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按照西方的价值

观来改造自己,否则就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
近年来,有人就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

谓“普世价值”某些字面上的重合,如民主、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等概念,便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就是西方“普世价值”,企图用西方“普世价

值”来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理论上看,所
谓“普世价值”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从抽象

的人性出发的,否认了人的现实社会性、历史性、阶
级性,进而否认了价值的具体性、变化性、相对性。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照搬照抄西方“普世价值”会造

成严重的危害。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和

非洲的一些国家,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以为依靠彻底

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国家的

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这些国家多年的发展

经历表明,这种做法不但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出

现奇迹,而且使这些国家在同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

拉大差距的过程中,饱受了不停的内乱、严重的腐败

和贫困的折磨[7]。
其次,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腐蚀了中国精神。

精神是相对于物质和肉体而言的,是意识、思维、情
感、意志、心理状态的集合体。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

盛,总是以精神为支撑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
总有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
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爱

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

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

进的精神力量” [8]。 从范畴上讲,中国精神或者说

中华民族精神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贯穿于整个民

族文化之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

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虚无

主义对中国精神的腐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严重打击了民族

自信心和自尊心,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失望不满的

情绪,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甚至做出崇洋媚外、丧
失国格的事情。 二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虚

无,严重弱化了当代部分青年的爱国主义意识,在社

会上助长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风气,以致认为

爱国主义过时了,现在有钱才是王道。 三是对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虚无,也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这严重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最后,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削弱了中国力量。

从性质上说,中国力量是一种精神信仰力量,也是一

种思想文化力量。 从内容上说,中国力量具体分为

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是指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

力量,对外是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早在

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文化力量的发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道:“革命文化,对于

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革命文化,在革命

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

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而革命的文化者,就是

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 [9] 现在,我们离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文化的力量、精神

的作用也愈加凸显。 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虚无主义

为了削弱中国力量,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一是从形

式主义的抽象逻辑出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西方“普世价值”观混为一谈,以解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思想引领功能和凝聚人心功能。 二是以所

谓“自由” “民主” “人权”等为幌子,恣意歪曲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恶意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以达到煽

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 如达赖集团编

造谎言说,中国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
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

到严重破坏等。 三是故意曲解中国梦,乘机掀起新

一轮“中国威胁论”,企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

有人认为中国梦是精神鸦片,麻醉中国人的变革意

识,掩盖社会矛盾;也有人说中国梦是狭隘的民族

梦,是想恢复汉唐盛世,甚至复活朝贡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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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体系”时,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

指引” [10]。 这也从侧面表明,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

的严重危害,表现在消解中国价值、腐蚀中国精神、
削弱中国力量三个方面,其中消解中国价值无疑是

最根本、最重要的。

三　 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治理措施

当前形势下,反对和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一是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 二是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

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三是加大网络思想文化监管力度,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 四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上呈

现向上向好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仍

不平静,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

日趋频繁,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特征

日益明显,还有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容易引起偏激言

论和极端情绪。 为此,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宣传思

想工作者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扛在肩上,同时

要努力掌握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增长新本领,牢牢

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旗
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立场坚定地批驳谬误。 2020 年

年初,我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关于李文

亮医生因发布疫情信息而被训诫以及牺牲在抗疫第

一线,在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策划和推动下,
各种传言、谣言、谎言在网络上快速传播,扰乱视听,
蛊惑人心。 例如,港独势力在微博上策划了“武汉

政府欠李文亮医生一个道歉”“我要言论自由”等话

题。 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污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此,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李

文亮去世的当天,就派出了调查组奔赴武汉市,就群

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的有关情况开展调查,澄清了

事实,驳斥了谣言。 随后,李文亮被追授“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并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 这一事件,既体

现了我国尊重人权、崇尚英雄的价值取向,也表明我

们党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

(二)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客观地说,现在讨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

问题,情况和条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根本不同

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激烈地

抨击传统、反对国粹,做的主要是“破”的工作。 现

在看来,当时的批判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却
是必要的,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 但是在百年后

的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就要看到中华文化

已处于发展的高级阶段,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

有益文化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越来越强烈地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从方法论的角

度上说,要批判继承思想文化遗产,就必须站在思想

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来把握思想文化史的发展线索和发展规律。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

文化“传承什么、怎样传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必然蕴藏

着无数的珍宝,可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

供借鉴,比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等;当然,它同时也包含了封建主义的糟

粕,比如宗法制度、等级观念、纲常礼教等。 不论是

取其精华还是去其糟粕,都必须根据当代中国的实

际需要来进行甄别、取舍,然后充分发挥当代中国人

的创新创造精神,在回答和解决时代问题和实践问

题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三)加大网络思想文化监管力度,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 54 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 61. 2% 。 其中,绝大多数网民是青少

年,他们一方面满怀梦想,富有朝气,思想活跃,好奇

心强,敢于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他们身心还不太成

熟,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判断鉴别能力弱,自
控自制能力差。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五花八门的恶搞视频、网络水

军的煽风点火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对青少年的身心造

成巨大影响。 文化虚无主义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
想方设法通过网络抹黑丑化文化名人、贬损亵渎经典

传统、随意戏说曲解历史、否定抹杀我党我军的历史

传统和功绩、故意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片面夸

大社会的黑暗面,以达到诱导和教唆青少年反对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因

此,必须加强网络思想文化监管,健全和完善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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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从源头上切断文化虚无主义的传播途径。 这

就要求相关人员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敏锐的洞察

力,拥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敢

抓敢管、敢于亮剑的胆识魄力,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

思想舆论斗争,帮助青少年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

认识。 同时,要大力加强网络监控技术建设,从技术

层面监护和规范青少年的网络言行。 比如,借助网络

安全认证技术,限制青少年对非法网站的访问;通过

安装防火墙和过滤软件,检测、过滤、截获有害信息。
(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由历史唯物主义可知,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单

纯靠思想来克服。 要真正地克服一种思想,必须消

除产生这种思想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对于文化虚无

主义亦是如此。 可以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

增强文化自信、克服文化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国文化工作者都应当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详言之,就是“要讲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

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

的故事” [11]。 可见,中国故事虽然涵盖了中国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但最重要的还是今天的中国,也就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 就故事的内容而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不能

只是一种宏大述事,还应当扎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中,宣介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人和事;就故事的形式

而言,使用的语言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采用的方式

要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如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幅

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曲音乐等。 只有这样,讲
好中国故事才能接地气、有底气,才有润物无声的力

量,才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创造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和环境,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也
都是治理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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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 Harm and Governance of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New Era

OU Yang-xun
(Changsha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100, 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cultural nihilism origina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
men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only traditional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new era, cultural nihilism has developed two new forms: revolu-
tionary cultural nihilism and socialist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cultural nihilism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serious
harm to Chinese society, such as dispelling Chinese values, eroding Chinese spirit, weakening Chinese power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make overall plans and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nihilis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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