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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

左路平

[摘 要]资本逻辑对于历史领域的入侵和消费，是历史虚无主义生成和泛滥的重要根源之一。资本逻辑对

于历史的消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恶搞历史英雄的方式来制造大众娱乐消费，以炮制历史猎奇来吸引网络

流量消费，以包装历史故事来打造文化消费。从实质和危害上看，历史内容的工具化危害着人们关于历史的正

确认知，历史价值的虚无化消解了人们的崇高价值信仰，历史文化的消费化影响着人们正确历史价值观的生成。

为此，要规制资本逻辑以规范历史领域的文化消费，强化价值引导以遏制关于历史英雄的娱乐消费，加强历史

教育以塑造关于历史价值的崇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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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影响较大的错误思潮，其生成和传播存在着诸多的助推因素，而资本逻辑

则是其中最大的 “助推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

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 资本增殖的内在动力

会驱使资本流向一切有利可图的领域，历史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资本为实现增殖的目标，在

历史文化领域的无序扩张和对历史素材的盲目消费，是历史虚无主义生成和泛滥的重要原因之

一。对历史虚无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就是要揭露资本在实现自身增殖的过程中对历史领域的入

侵，批判其在对历史的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对历史的歪曲化改造，并提出应对策略，为树立正确历

史观、引导历史领域的合理消费提供方案。

一、 历史虚无主义资本逻辑的具体呈现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资本逻辑的操纵与助推。具体而言，资本逻辑对

历史的消费呈现为娱乐消费、流量消费和文化消费等多重形式，其内在驱动力则是资本增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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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娱乐消费：以恶搞历史人物来制造大众娱乐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们对娱乐的需求越来越多，泛娱乐化成

为一种社会现象，娱乐消费也成为资本逻辑推动下的一种市场需求。在娱乐消费的背景下，历史

也被娱乐化改造，成为娱乐和戏谑的对象，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娱乐化改造和段子调侃，成

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批判的，“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

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①。对人民英雄和历史人物进行娱乐消费，是历史虚无主

义资本逻辑的具体呈现。具体如前些年在网络领域出现的各种娱乐段子，董存瑞被恶搞成各种

“表情包”、狼牙山五壮士被歪曲成 “逃兵”、邱少云被包装成 “烧烤”营销的段子、黄继光被

恶搞为 “撩妹”高手等，这些纯粹娱乐的网络段子，充斥着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戏谑与调侃，对

英雄崇高形象的扭曲与消解，对民众的思想认知和价值信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对英雄

人物的娱乐消费，其目的是利用历史英雄人物的高知名度，为商业营销服务，借助他们的名气来

增加人气、吸引关注以拉动消费，实现快速营销的目的。历史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了崇高信

仰的标签，而被符号化为娱乐标签，成为娱乐消费的对象。这种手法可以极大限度地榨取历史人

物形象的符号价值，进而为资本逐利服务。总之，将历史纳入娱乐消费，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下

对历史英雄人物的价值虚无和形象扭曲。

（二）流量消费：以炮制历史猎奇来吸引网络围观

自媒体时代，流量经济成为网络发展的重要特征，追求流量则成为资本逻辑在网络自媒体发

展中的具体演绎。在流量经济时代，历史沦为资本逻辑下制造流量的工具，被拿来创造和吸引流

量、制造流量消费。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利用这种流量逻辑来实现逐利的，他们通过篡改历史真

相、炮制历史细节来制造猎奇、吸引流量，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以及对历史细节的不了解，采取

一定的叙事手法，如制造疑问、细节描写、科学论证等，以看似符合思维逻辑的方式来吸引观众

的眼球和关注，进而获取大量的流量，流量也最终转化为经济收益。具体来说，自媒体时代奉行

流量经济，无论是微博热搜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收益，还是微信公众号推文高浏览量带来的

附加商业价值，都体现了流量经济所追求的流量消费逻辑。在这种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者经常

通过制造历史领域的新奇事件来吸引流量，他们 “将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人性洗白，细致

刻画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 ‘身不由己’和人性 ‘煎熬’，不仅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是如

此，汪精卫这样的汉奸也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和忧国忧民，人性丰富的代价就是完全放弃了政治

立场和历史是非观念”②。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这种对正面人物的反面虚无和对反面人物的正面描

写相结合的方式来制造历史的 “新奇”，吸引人们的关注和浏览，进而增加网络流量，最终实现

流量变现。从叙事手法上看，为了增加流量，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采取 “正事反写”和 “反事

正写”的手法来颠覆人们关于历史的惯常认知，从而制造历史的惊奇，增加流量消费的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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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叙事的过程中，还强调利用逻辑论证来获取人们的信服，进而为虚无历史信息提供 “强

逻辑说服”和 “加速度传播”；从作用手段上看，在流量诉求的内在动力下，“历史虚无主义者

在进行历史事件篡改、历史人物歪曲、历史记忆颠覆的话语叙事中，往往另辟蹊径，采用多重手

法，以迎合群众的猎奇心理”①。也就是说，利用人们关于历史的猎奇心理，吸引人们的关注以

攫取流量，是历史虚无主义相关信息迅速获取流量的手段，猎奇消费是流量经济在历史虚无主义

领域的具体呈现。

（三）文化消费：以包装历史故事来打造消费经济

文化消费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内容，即通过文化创新和文艺创作推动消费市

场的繁荣发展。在文化消费中，有大量关于历史的文化消费，如影视剧市场中流行的宫廷剧便是

对中国传统历史的文化消费。同样，关于历史的文化消费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入侵和影响，他

们往往打着推动历史文化时代创新的口号，进行历史虚无的行径。为迎合大众娱乐口味，这些作

品往往对历史进行 “无底线”的改造，实际上也完成了隐性的历史虚无。如在近年来流行的抗

日神剧中，“手撕鬼子”等与历史事实和客观常识严重不符的剧情屡屡上演，这种以文化消费形

式呈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往往更加隐性地传递错误的历史价值观。再如，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发

展地方的旅游经济和文化消费，往往会对地方的历史名人进行挖掘和再塑，一些负面历史人物在

这种需求的驱动下被塑造成历史英雄和地方名片，这种在文化消费掩盖下的做法无意中实施了虚

无历史的行为，影响了人们正确历史观的形成。从生成过程来看，文化消费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具

有隐蔽性。在文化作品创新的名义下，他们或为了迎合受众心理诉求以创造利润，或为了增强娱

乐性以获取流量，对历史事实进行肆意的歪曲和改造，在看似文化创新的行为背后实则完成了对

历史的虚无。这种具有隐蔽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形式，其危害性不亚于其他形式。

二、 历史虚无主义资本逻辑的实质及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生成和传播的资本逻辑实质上就是将历史作为消费对象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

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有学者指出：“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外在物质世界和内在

精神领域的双重虚无。”②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做法，不仅在物质层面将历史消费化，而且在思

想层面对人们的历史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一）历史内容的工具化及其危害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历史成为 “任人打扮的小丑”，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历史内容的工

具化是资本逻辑下历史虚无主义生成的实质。有学者指出：“历史成了为谋取商业利益可以被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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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像、捏造的东西，历史所承载的民族性、崇高性被消费殆尽。”① 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历

史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事件意义和历史价值，成为纯粹的消费对象，沦为资本逐利的一个重要

环节。历史的工具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历史人物、历史资源成为商业的牟利工具，英雄人物

根据商业需求被戏谑、调侃和娱乐化改造，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被消解，英雄的精神内核被虚无

和瓦解，英雄符号也被娱乐符号所替代；另一方面，历史事件、历史真相成为网络平台吸引流量

的工具，一些无良的自媒体平台为吸引流量，对历史真相进行肆意改造，通过各种手段虚无历

史，激发大众的猎奇心理以获取流量，以篡改的历史细节来瓦解历史真实、以个人的主观价值判

断颠覆历史人物的既定价值评判，进而改变人们对既有历史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从这个层面

上来看，历史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沦为逐利的工具，这也影响了人们正确历史价值观的形成，进

而产生一些不尊重历史和戏谑历史的观念。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历史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接

触到这些混淆视听的历史叙事，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思考历史的定势思维，进而为理解历史预设了

错误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错误的历史认知观。

（二）历史价值的虚无化及其危机

资本逻辑对历史领域的消费而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上是引导了历史价值的虚无化走

向，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教育意义、文化意义通通被商业利益所替换，历史成为 “没

有灵魂和精神”的消费品。这种将历史价值剥离的做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是消遣

娱乐替代了历史意义本身。在泛娱乐化的社会背景下，“娱乐至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历史领

域也未能幸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被忽略和消解，并被塑造为娱乐对

象。历史作为一种流逝的过去，它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更多地被可以实现资本利益的娱乐价值

所取代。二是现实功利价值代替历史的崇高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弥散于

社会生活之中，关于历史的消费也受此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持续生成，导致在

消费历史的时候不问出处、不辨对错、不分立场，只关注它是否能创造经济效益，能否为资本逐

利服务，而不管历史是否具有崇高价值，是否能够带来精神启迪和思想营养，功利原则代替历史

价值原则成为历史消费的基本遵循。有学者指出：“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叙事逻辑中，历史

为娱乐所左右，在娱乐面前客观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这种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肆意解构很容易颠覆

人们对历史的既定认知，尤其对青少年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值得我们警惕。”② 笔者

认为，这些现象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危机，其一，认同的危机。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它可以通

过记忆的共享来为人们塑造民族的、国家的、集体的身份认同，而一旦历史记忆被虚无和改写，

历史价值被扭曲和虚无，那么人们便无法从历史记忆中建构身份认同。对于党的历史、国家历史

的虚无甚至会消解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其二，价值的危机。“在资本逻辑面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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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润，一切都是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神圣、崇高的信仰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均被资本碾

碎。”① 在历史的虚无浪潮下，历史所具有的各种内在价值被消解，人们无法判断什么是历史的

真善美，无法确认谁才是历史的英雄，应该崇拜谁、追求什么、信仰什么都无法从历史中找到答

案，价值虚无、信仰缺失、理想失位等问题便会随之而来。

（三）历史文化的消费化及其影响

历史文化的消费是市场经济下文化消费的必然现象，针对历史文化的消费不能片面地评价，

它一方面能够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促进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赓续；但另一方面，错误

的历史文化消费观会引发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消费历史文化时呈现以下特征：其一，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任意挪用和肆意拼接。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财富，它承载和寄

托了一个民族的身份记忆和精神内核，但历史虚无主义却将这些精神财富纳入资本逻辑麾下。为

迎合大众文化趣味，一些创作者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情节，加以涂抹和拼凑②。他们妄图

榨取历史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肆意挪用历史材料、拼接历史资料来制造商机，通过 “创造新

历史”“构造历史真相”来迷惑受众，进而制造热搜、吸引流量、创造收益。其二，历史文化艺

术化改造中的无意识虚无。在当前的诸多文艺创作 （如影视剧等）中，都会借用历史资源和历

史故事，进而加以艺术化改造，文艺作品对历史文化的借用和艺术化改造无可厚非，但是在部分

文艺作品中却存在错误的价值导向，无意识中带来了虚无历史的后果，给观众带来了不良的影

响。在针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方面，要坚持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导向为主、消费化和经济效益

为辅的原则，如支持历史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和纪念碑等公益性设施的建设。否则，就会带来为

追求经济收益而虚无历史的现象，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人们的历史认知会在无

意识中被文艺作品的错误历史叙事所改变，进而形成错误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念，让历史文化的

教育意义、价值功能等都大大削弱。同时，资本逻辑在历史文化消费中的主导作用也会造成人们

对历史价值判断的虚无化，将历史看作消费品、看作可以任意篡改的对象，进而形成关于历史的

错误价值观。

三、 应对资本逻辑下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对策

资本逻辑对历史的消费是历史虚无主义生成和泛滥的重要根源，为应对这种错误趋向，必须

要多措并举，限制资本逻辑对于历史的 “无底线”消费，合理利用资本逻辑对于历史文化传承

和创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规制资本逻辑，规范历史领域的文化消费

历史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进入消费领域，助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和泛滥。为应对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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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春芳、徐艳玲：《资本逻辑场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生成理路与消解经验》，《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1 期。

参见孙洲：《当代中国历史书写 “泛娱乐化”现象的批判与纠治》，《思想教育研究》202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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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就要首先规制资本逻辑的作用范围，引导资本的正确流向，规范针对历史的文化消费。具体

而言，其一，要以制度的力量来规范资本逻辑运作的范围。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通过制定历史文化

领域的相应制度，规范和限制资本逻辑对历史领域的消费，制定在运用历史文化资源时应当遵循

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史实、尊重科学等，避免抗日神剧等类似作品的生产；围绕制度来加强文化

消费市场的监管，通过监督来规制资本逻辑，让文化创新和文化消费能够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

行。其二，政府要有效引导社会资本的流向，推动历史文化的时代创新，为民众供给优质的文化

作品。在以历史为底本的文化作品创作中，要 “坚持质量第一和 ‘内容为王’，以 ‘高质量’创

造 ‘高流量’”①。优质的历史文化作品不仅可以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还可以鼓舞人心和

传递精神力量，而流量经济下的劣质作品只能带给人短暂的低俗娱乐，还对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

值观追求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政府必须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引导，推动其流向历史文化的

时代创新之中，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有精神内核、民族特色、历史底蕴的文化作品，为优质历史

文化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助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让优质文艺作品能够

获取丰厚收益，引导资本的正确流向。其三，增加政府资金对于公益性历史文化产业的投入。历

史文化的传承不能仅靠社会资本的流入来支撑，还需要国有资本的投入来推进历史文化的传承、

保护和创新，以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为历史文化的传承提供根本保障，如纪念馆、博物馆、民

俗馆、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激活历史记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

功能。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它可以激活民族的创伤性记忆，让人们铭记

历史、珍惜和平，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此得以彰显。可见，加强关于历史文化的公益性公共基

础设施的建设，是国有资本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也是应对历史文化消费化趋向的重要举措。

（二）强化价值引导，遏制关于历史英雄的娱乐消费

资本逻辑对历史的入侵及历史的消费化，部分源于当前社会人们价值信仰的缺失。缺失价值引

导和价值规范的少数人，在利益的诱惑下对历史进行肆意篡改和扭曲，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推波

助澜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对历史研究、历史消费领域

进行价值引导，遏制社会上泛娱乐化思潮对历史领域的入侵，消除关于历史英雄的娱乐消费现象。

具体而言，一是要营建自媒体网络空间的良性价值生态。历史虚无主义在自媒体平台的大肆传播与

混乱的价值生态、错误的价值导向不无关联，必须从源头抓起，营建良性的网络空间价值生态。一

方面，党和政府相关机构要从技术入手，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对网络空间的信息流通

进行实时监控，通过技术手段辨别、剔除一些错误价值导向的网络信息；另一方面，要通过网络宣

传等手段塑造正确的价值导向，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合理消费历史文化，自觉屏蔽、举报虚无

历史的信息，在民众的价值自觉中断绝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空间。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英雄文

化宣传，营造全社会爱英雄、敬英雄、崇拜英雄的舆论氛围。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英雄的恶

搞、戏谑、调侃等现象，必须通过塑造全社会正确的价值导向来遏制这种势头，通过关于历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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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宣传、影像传播、英雄精神的教育等方式，让民众认识英雄、了解英雄、崇拜英雄、模仿英

雄，形成全社会爱英雄、护英雄的良好舆论氛围，让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的恶搞没有消费市场，而

且还会被人们所反对和唾弃。三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导人们在正确的价值导

向下从事娱乐活动。泛娱乐主义的繁荣与一些人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密切相关，集体主

义价值观被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所代替，娱乐无底线的思维逻辑也深深植根

于这些人的脑中。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为起点，改造和驱除人们思想领域的资

本主义价值观，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娱乐价值观，进而在对历史的消费中能够自觉辨

析错误认识、进行正确价值判断，维护历史的崇高性和价值性。

（三）加强历史教育，塑造关于历史价值的崇高信仰

民众对历史的认知不足、关于历史的价值立场不明确等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和传播提供了

可乘之机，少数人虚无历史的信息才能获取不明真相群众的信任和认同。为此，加强历史教育，

帮助民众树立关于历史的正确价值立场和科学认知，从而让资本逻辑下虚无历史的行径无处立

足、不攻自破。具体而言，一是要通过教育帮助民众树立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方式认知历史、评

价历史。“要想从根本上驳斥秉持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为斗争武器，善于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性。”① 历史唯

物主义是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分析历史、评价历史的科学立场，在日常生活中、群众工作中、学

校教育中都要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特别是涉及历史问题时，要培育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

价值立场和历史观点，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的认识和辩证的评价，客观、全面、准确

地认识历史的价值、分析历史的意义。二是以全国范围推进 “四史”教育为契机，帮助群众学

习历史知识、掌握历史思维。“四史”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击和批判的

过程，通过正确的历史知识教育、历史故事讲述、历史事件介绍，可以帮助人们明晰是非、辨别

善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党的历史的虚无、对民族历史的虚无，并主动批判和揭露历史虚

无主义的资本逻辑和政治目的。三是在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协同互动中，增强民众的历史自

信和关于历史价值的崇高信仰。关于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于这些记忆的集体共享，是社会成员

建构身份认同、强化精神信仰的重要基础，而这种记忆的建构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协同完

成，从而共同为社会成员勾勒关于身份的集体记忆，同时也为社会成员形成稳固的历史价值认

识、崇高的历史信仰提供了前提。

（左路平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林 文]

·011·
① 刘金玉：《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策略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 年第 1 期。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年第 7 期

On the High Compatibility of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Overall Thinking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Roland Boer [Australia]  Translated by Zhuo Mingliang （84）……………………………………………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two combinations”highlight the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holistic thinking，which are highly “compatible”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other claims. The “two combinations”fundamentally
transcends the “either / or”thinking in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and promote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 present，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lost its way and fallen to the bottom，
and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selecting the essence and discarding the dross. Therefore，foreigners should spend more
time staying in China，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communicat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credible “chemical reactions”between Marxism and the wonderful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feel the unique
“sparks”bursting from the intermingling of the two.

· Issues of Ideology ·

Ideology：An Important Weap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pete Strategically with China Li Shuai （94）………
Ideology has been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pete strategically with 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by shaping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o irreconcilable real-world conflicts，
intends to contain China at all fronts. Ideological weapons provide a moral grou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ain China
strategically ，including denying the legitimacy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to carry out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justifying political interference so as to build a political alliance for “containing”China，and advocating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values so as to export its culture，which are based on its economic hegemony，political-military power，cultural
shaping and discourse manipulation. We need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US ideological attacks by exposing its hypocrisy，
building a reasonable competi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highlight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and buil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system.

A Critique of the Capital Logic of Historical Nihilism Zuo Luping （104）……………………………………………
Capital logic's infiltration in and consumption of hist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the gen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consumption of history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i. e.，mischievously parodying historical heroes for mass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concocting false historical stories to
increase network traffic，and packaging historical stories to create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its essence and harm，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historical content jeopardizes people's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the nihilization of historical
values dissolves people's lofty value beliefs；the consumer-orient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ffects the generation of people's
correct historical values. Therefore，the capital logic must be regulated to rectify historical cultural consumption，enhance
value guidance to curb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ption of historical heroes，and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history to shape
people's lofty beliefs in historical values.

· Book Review ·

New Achievements in Studies on Early Warning of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s—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Early Warning of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s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u Huiqin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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