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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虚无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概念。清末民初，现代虚无主义传入中国。
经过长期演变，当代中国形成了以虚无主义为哲学内核的多元虚无主义思潮，主要包括价值虚

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理论样态，在意识形态

领域影响很大。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演变，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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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

的现象。近些年来，虚无主义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学

术界关注的热点。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话题，

而且也滋生了诸多实践难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

大。当前，梳理虚无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厘清

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样态和变迁，把握当

代中国虚无主义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规律，对于增

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现代虚无主义：内涵及传入中国

现代虚无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概念，

著名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界定虚无主义是

“一种主张没有可信的东西和没有有意义的区分

的理论。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认为世界和人生没

有我们假定它们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论的虚

无主义坚持没有任何知识是可能的。伦理的虚无

主义提出，不存在任何能为绝对的道德价值辩护

的基础。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则建议，任何政治组织

必是腐败的。”[1]679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虚无主义

是伴随着对现代文明的本质和前景的质疑而诞生

于德国并发展起来的”[2]，是现代性的产物。
虚无主义传入俄国后，同俄国民粹主义、无政

府主义等思潮交织，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以批判

一切、否定一切为口号，以反对农奴制度、封建思

想、道德观念为主要内容，超出哲学和思想的讨论

范围，积极介入政治领域，并与暴力反抗和革命联

系密切。清末民初，俄国虚无主义传入中国，一度

与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概念混用，

后多以“无政府主义”面目示人，成为无政府主义

的一个极端派别，提倡以暗杀手段实施革命的“虚

无党”一度闻名于世。作为近代中国一种政治思

潮、一个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在抗战时期就已

经破产了。然而，虚无主义在中国不但没有消亡，

反而不断变换表现形式、开始了它在中国 100 百

多年的演变历程。

二、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理论样态及变迁

经过长期演变，当代中国形成了以虚无主义

为哲学内核的多元虚无主义思潮，具体表现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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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

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理论样态[3]，在意识形

态领域影响很大。
（一）价值虚无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

命”时期，大大小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几乎从未间

断，个人被“阶级斗争”“权力”等抽象物所统治，

“使得个体生命失去了自由的独立人格，并因此使

得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被虚无化”[4]，从而导致中

国社会价值虚无和价值危机的萌生。价值虚无主

义本身是指在现代性境遇中，人们丧失普遍性的

客观的价值判断标准，不相信事物有任何内在价

值，甚至否定个体生命本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性与传统猛烈断裂的同

时，虚无主义越来越深地嵌入现代性中国，演变出

带有独具特色的价值虚无主义表现形式。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

域的资本运作，多多少少侵染了社会其他领域，世

俗化和物化的现代性特征逐渐在中国明显化，表

现在价值观上，就是对价值判断持相对主义态度，

对理想、信仰、道德等美好价值追求持怀疑和否定

态度；另一方面，价值虚无主义者不但否定真实的

价值，更试图重塑价值，他们从极端功利主义角度

出发，解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把物质利益和个

人享乐作为人生最高追求，在科学观上怀疑科学

否定真理，在人生观上奉行犬儒主义，在道德观上

持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态度，在审美观上排斥真善

美、推崇浮华享乐，形成了一整套唯心主义虚无价

值观。当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的“拒绝（躲避）崇高”
“消解意义”“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等论调，人们在

价值取向上痛苦、迷惘等等，都折射出中国社会的

价值取向危机。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价值虚无主义

构成现代性中国最深刻的精神困境。
（二）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症候在中国思想界很早就出

现了。五四时期，以全盘西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曾盛行一时，引发了人们旷日持久的

大争论，生成了国人历史观上的“虚无”祸根。拨乱

反正时期，人们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

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涌现出一股汹涌

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为自由化思潮在历史

观上的体现，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泛滥。党的十三届

四中全会后，中央开始使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一

概念。这一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症候是：否定

中国传统文化，极端夸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

中的错误，恶意丑化、诋毁和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隐蔽性

渐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变换表现形式、几度

起伏涨落。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一种

打着历史研究和“重评历史”的旗号、否定中国革

命的进步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告别

革命”论调，成为这一阶段历史虚无主义的代名

词，影响极大。进入新世纪，互联网等新媒体迅速

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日益发达的新媒

体条件下，通过学术、文艺、舆论等多种包装形态，

历史虚无主义从学术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各

个领域。而且，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往

往借助资本的力量，或是“政治反对派”的有意操

控，或是资本运作的无意为之，愈发明显地折射出

资本和物化逻辑下的现代性特征。
（三）文化虚无主义

在文化观上，近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者以“虚

无”为武器，批判一切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和走向现

代化的文化，由此衍生出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
张照搬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国文化虚无

主义形态。在当代中国，文化虚无主义与价值虚无

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相交织，演化出“以选择性虚

无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

主要表现”[5]的文化虚无主义新样态。这种文化虚

无主义，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选择性地虚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否定优秀传统文化，贬损革命

文化，质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意图动摇马克思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在虚无本

国文化的同时，极力推崇西方文化，信奉“西方文

化中心论”，主张以洋为尊、以洋抑华，意图在中国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此外，新媒体条件下，

西方价值观、文化产品大举入侵，文化虚无主义经

常表现出这样的症候：思想文化领域西化、去政治

化，文化消费恶俗化、泛娱乐化，这是文化虚无主

义在现实中逐渐侵入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

体的表现，是所谓思想“松土”的重要手段。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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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首要的就是破除文化虚无

主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民族虚无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其实就是从种族根源上的自我

虚无。民族虚无主义对待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态度，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颇为相似。
近代中国改良人种、废除汉字等主张都是民族虚

无主义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虚无主义经历

了进一步演变，其症候主要有：丧失民族自信，对

中华民族失望、怀疑，甚至宣扬中华民族是劣等民

族，贬损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歪曲民族形象和民

族精神、否定爱国主义精神，主张以西方模式同化

中华民族、以西化推进现代化，由此滋生出“黄色

文明没落论”“华夏民族劣等论”“传统文化包袱

论”“民众心理病态论”等错误论调[6]。当前，民族虚

无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民族自信缺失，其核

心诉求就是在中国推行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主要精神障碍。
（五）政治虚无主义

当代中国的政治虚无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政治虚无主义是以否定一切政治形式

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为主要内容的一股思潮，主要

症候是：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政治

统治和政治权威；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

识，丧失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要么厌恶政治，要

么无批判地接受既定的政治存在；奉行政治投机

主义和利己主义[7]。狭义的政治虚无主义是指党建

视域下的党内政治虚无主义倾向，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政治上暴露得

越来越充分，这股政治虚无主义倾向就是其表现

形式之一。党内政治虚无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为：

丧失理想信念，动摇人民立场，背弃党的领导[8]。
在近代，政治虚无主义主要以无政府主义的

面目出现，主要诉求是通过宣扬无国家、无政府来

反对专制强权，建立绝对自由平等的革命乌托邦

理想社会。当前，政治虚无主义也坚持无政府主义

的反政治性立场，但与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美好

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追求在他们眼里都是虚无，他

们要么远离政治，要么热衷于政治投机以牟取私

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而，

党的领导成为政治虚无主义者重点“虚无”和否定

的对象，在党内，少数党员“四个意识”淡薄，无视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虚化党的领导，大搞

权力腐败，甚至认为只要讲业务讲经济建设不要讲

党的领导；而在国家治理中，党的领导被严重淡化、
弱化，有人以西方模式攻击党的领导，有人鼓吹党

政分开、党退居二线，这些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三、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演变逻辑

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虚无主义的一

个“变种”，“在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上与西方社会

虚无主义获得了重合，同时也打上了当代中国的

特殊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9]，当代中

国虚无主义的演变，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
（一）从多样性话语到多元化思潮

自俄国传入后，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经历了

一个选择性诠释的自我演进历程，由多样性理论

话语逐渐演变成多元虚无主义思潮。虚无主义内

涵丰富，思想家们和学者们曾从哲学、宗教、文学、
艺术、历史、政治等多学科对其展开探讨。总的来

说，由于“虚无”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共通性，虚无主

义话语似乎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

“解释”，因而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指向，总能随着环

境而变化，演化成各种变异的形态，是近代以来徘

徊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幽灵”。一旦这种

观念、话语与广泛的社会群体结合起来，得到群体

的认可、接受与传播，就会形成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理论样态渐趋多元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往往淡化形而上

层面的探讨，与世俗生活密切结合，尤其是紧密依

附于现实政治，形成了具有强烈世俗性和政治诉

求的多元虚无主义思潮。多元虚无主义思潮的形

成和演变有其内在路径和逻辑：虚无主义是哲学

内核和理论根基，价值虚无是基础和本质；先有价

值的虚无，然后才有建立在价值体系之上的历史、
政治、文化、民族话语的崩塌，其他虚无主义思潮

都与价值虚无主义一脉相承。各种虚无主义思潮

虽然样态多样、利益诉求各异，但它们同根同源，

彼此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所以经常呈现明显的

无边界性和交叉性，比如，历史虚无主义的症候包

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而民族虚无主义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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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民族文化、全盘西化的诉求；历史虚无主义试

图通过虚无党的历史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合法性的

目的，政治虚无主义则企图否定一切政治形式、进
而取消党的领导。

（二）伴随中国现代性的变迁而演变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

完全不同的内容。”[10]436 虚无主义是伴随着对资本

主义现代性的批评和质疑而产生的，当代中国虚

无主义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

映，并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变迁而演变。现代化是

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

的本质和结果，尽管每个国家和地区选择的现代

化道路有所不同，但现代化必然会产生现代性。现

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

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

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

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
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11]

既然现代化是动态的过程，那么现代性的内

容必然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发生演进。随着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迅

速发展并发生深刻变革，现代性表征也越发明显。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明显不同

于西方国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加之，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站在新

的历史方位上，因而，在观察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

演变时，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密

切联系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将虚无主义的

中国形态与西方形态区分开来，更准确地理解中

国的现代性问题，这样才能掌握当代中国虚无主

义的演变规律。
（三）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联互动中演进

当代中国虚无主义的演变，是在与其它社会

思潮的关联互动中进行的。这种关联互动，既有普

遍意义上的共生，也有特殊意义上的相互影响；既

有激烈的正面交锋，也有温和的双向采借。一方

面，多元虚无主义思潮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受到

许多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与它们交织采借。比如价

值虚无主义的产生，是虚无主义与拜物教、相对主

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聚合，存在性的虚无泛化并

转变为价值虚无主义[12]；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

就受到欧美史学界否定革命、鼓吹改良的历史相

对主义思潮以及新自由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等

思潮的直接推动。此外，近年来各种虚无主义思潮

与“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等反马

克思主义错误思潮交织采借，进一步发生演变，在

政治诉求上不断向这些错误思潮靠近，竟有共向

发力之趋势，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诸多挑战且危

害巨大。
另一方面，在精神实质上，虚无主义是许多社

会思潮症结所在。许多社会思潮，无论是本土的思

潮，还是西方传入的思潮，在形成或演变中都受到

虚无主义的影响，甚至有些思潮就是虚无主义的

“变身”。比如，近几年兴起的泛娱乐主义思潮，看

似是资本驱动下文化消费娱乐化和娱乐市场化叠

加的结果，但从群体心态和精神根源上看，泛娱乐

主义的症结就是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是泛

娱乐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虚无主义也是消费主

义、拜金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等思潮的重要支撑，

为它们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思想土壤。虚无主义与

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表明了当前一些错误

思潮彼此交织纠葛，产生融合发展、共向发力的态

势，更加大了认识和辨析的难度，因此在意识形态

斗争中必须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到根源、理顺

因缘，才能有效应对。
（四）政治诉求呈加剧之势

社会思潮必然反映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

必然带有某种政治倾向，体现某种政治诉求。当

前，中国虚无主义的演变呈现出政治诉求不断加

剧的态势。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理论样态迷惑性

很强，原因在于：一方面，虚无主义话语的特征主

要是：否定存在的精神基础，并伴随消沉颓废的情

绪。这似乎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在生存论上的精神

困境，并没有指向政治现实。比如，20 世纪西方文

艺界轮番上场对中国文艺界影响很大的颓废主

义、现代主义、荒诞派等，确实映照了一种普遍的

精神虚无危机。另一方面，当前虚无主义的各种理

论样态，几乎都披上了普世、中立、人性或者学术

探究、重估价值等隐蔽性很强的外衣，似乎仅仅是

某些学术领域的探索研究。事实上，这种从否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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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切入、继而否定历史文化、民族传统、政治统治、
最后否定现有政治原则和政治秩序的虚无路径，

同其他错误政治思潮相比，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
社会思潮的形成和演变，必然有深刻的政治

和经济动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

转型的加快，社会群体利益多样化和诉求多元化

增强，当前中国虚无主义理论样态彰显了人们在

现代性境遇下的不断加剧的价值冲突和各种利益

诉求。更何况，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博弈的时代，意识形态斗争

的根本性质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

斗争，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勾结围攻

下，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纵观当前虚无主

义各种理论样态，无论归属于哪个领域，无论具体

表现如何，实质的政治目的大体一致，要么是动摇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要么是否定党的领导，要

么是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近些年来，虚无主

义活跃度很高，在社会群体中呈快速发散态势，其

政治诉求也越发暴露出来，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总

在重大时间节点借助热点事件炮制舆论话题、制
造事端；政治虚无主义者堂而皇之虚无政治信仰、
大搞政治投机和权力腐败等等。掌握当前中国虚

无主义理论样态的政治诉求，就抓住了它们的要

害，就能有效应对社会思潮风险。
（五）非理性特征日益显著

虚无主义话语最初是在西方哲学家批评现代

文明中构筑的，哲学批判和反思意味浓厚。然而，

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明显世俗化，哲学批判功能

逐步丧失，日益情绪化、非理性化。虚无主义在对

理性的批判中、伴随浓烈的“否定”“颓废”情绪而

诞生，这种非理性取向和负面情绪与生俱来而又

阴魂不散。虚无主义传入中国不久，陈独秀就曾指

出：“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

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

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
乱、堕落、反古。”[13]566 虚无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

特征日益显著，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告
别崇高、否定一切、娱乐至死等表现和口号，充斥

着思想匮乏、意义缺失、逻辑混乱等非理性表征。
比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污蔑、诋毁英雄人物的

背后，就蕴含着明显的恶搞和无厘头情绪，这种情

绪既冷酷又荒诞，在群体无意识的狂欢中侵蚀了

人们的思想认知、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
从实践出发阐释“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对现代虚无主义

批判的起点。当前，我们要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

就必须站在现实的世界，从“现实的人”出发把握人

的存在和本质，克服人对自身的虚无，问题自然迎

刃而解了。正如李大钊曾针对“西化派”虚无一切历

史时所指出的：“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

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

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
‘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14]566 诚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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