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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历史决议体现抵制毛泽东研究中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重逻辑

杨新宾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０）

摘　要：毛泽东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较为集中的领域，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之
一。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凝结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基本结论，澄清了若

干关键理论问题，构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方法逻辑、话语逻辑和理论逻辑。立足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回归其基

本立场和重要结论，是毛泽东研究走向科学和规范的前提，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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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毛泽东研究成果丰硕，总体保持了良
好势头。但基于政治意图及学术认知偏差，毛泽

东研究也伴有一些杂音，历史虚无主义是其中影响

力较大的思潮之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杰出代表和百年党史的标志性符号，成为历史虚无

主义集中抹黑、歪曲的对象，毛泽东研究也成为抵

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沿阵地。作为百年党史中的

光辉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

下分别简称第一、二、三个历史决议）对包括毛泽东

研究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结论，是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的文本依据和有力武器。因此，回归

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捍卫毛泽东研究的根本方法

和重大结论，警惕从既定历史结论的偏离和倒退，

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方法逻辑：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
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

本方法

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审视自身历史的

经典之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尽管面目多端，但最终都以

背离马克思主义为实质，其结果的荒谬也可预见。

在以何种思想体系指导毛泽东研究这一根本问题

上，三个历史决议始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方法。

（一）三个历史决议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基石，是中国共产党审视一切问题的方法

论依据。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事实，裁剪、歪曲

甚至伪造史料，否认客观历史规律，以历史假设、

偶然因素等解释历史进程等，呈现出唯心主义和

形而上学杂糅的特性。三个历史决议与历史虚无

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对峙，既是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之争，也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

三个历史决议始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毛泽东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

础。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以是否遵从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判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

根本标准，“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

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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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

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

要出发”①。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根本之处在于毛

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

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②。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解

了对毛泽东评价的重大分歧，第一次确认了毛泽

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以实事求是、群众

路线、独立自主标识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

方法，并强调其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③的产物。

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④，以正确党史观与大

历史观纵观百年党史，聚焦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总结成就与经验，反思失误与教训，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再次为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诸多重大党史

问题标定了方向。

由于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根本立场，三个历史决议指明了毛泽东研究的正

确方向，确保毛泽东研究建立在科学坚固的基石

之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

有天然的免疫力，可以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

虚假性与随意性。

（二）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着抵制历史虚无主

义的自觉理念

如何评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人物，是辨

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三

个历史决议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既实事求是又坚

持辩证思维，既判别是非曲直又深挖历史根源，剖

析全面、细致，结论客观、公允，实现了对历史虚无

主义偏执性、片面性的根本否定。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批判以王明、博古为代表

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时，已初步确立历史评价的

基本原则。一方面，决议评价人物坚持辩证态度。

其在批驳王明、博古等人错误时，亦肯定其正确的

一面，“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

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

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

志们仍然是一致的”⑤。另一方面，决议对犯错误

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将重

心放在深挖社会历史根源上，“借以达到既要弄

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⑥。可以说，

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党审视自身历史问题的若

干基本原则，在人物评价上注重辩证全面，对党在

特定时期历史错误的分析重社会根源、轻个人责

任，为后来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议题是维护毛泽东同

志的历史地位，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少数人歪曲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正确做法，将纠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等同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抛出一些“非毛化”的偏激言论。邓小平对这

一动向非常警惕，在决议起草时强调，“确立毛泽

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

是最核心的一条”⑦，并警示全党避免犯类似赫鲁

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会像赫鲁

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⑧。对各种“非

毛化”的言论，邓小平态度鲜明：“我们没有搞‘非

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⑨因此，第二个历

史决议起草之际就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

觉，避免了在毛泽东评价上简单化、片面性的误

区，为在客观公正的轨道上进行毛泽东研究创造

了条件。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前两个决议的基础上，将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作为重要内容。早在毛泽东同

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的误区，即“六个不能”，“不

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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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

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

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

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

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

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①。这一论断实际揭露

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基本形态和

惯用手法，直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要害，这也成

为第三个历史决议起草时的重要考虑，“要旗帜

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

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

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②。因此，秉持科学

的历史评价标准，抵制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虚

无主义，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书写理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为新时代的毛泽东研究指明了方向。

由此可见，在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人物

的评价上，三个历史决议明确区分了严肃的历史

反思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保持了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警惕，确保相关历史结论能够经得起历史

虚无主义的挑衅与冲击。

（三）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研究的具

体原则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结合

体，既是反唯物主义的，也是反辩证法的。在毛泽

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假设替代历史

事实，以偶然因素否定历史规律，以碎片解读遮蔽

历史整体，形成一套看似系统实则乖离的方法。

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三个

历史决议立足客观史实，深挖历史规律，坚持以辩

证、发展、全面的态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第一，尊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反对毛泽东

研究的主观性与任意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

承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依据所在，历

史唯物主义也成为唯物主义走向彻底的标志。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抽

象人性消解人的社会性本质，以历史假设解构历

史进程，将客观严肃的历史事实虚化为随意摆布

的玩偶。具体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

或以历史选择论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性，或以偶然因素或极

具主观性的心理分析解释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动因

与理论特性，或将党内一些正常和必要的思想斗

争歪曲为狭隘、庸俗的权力斗争等。与之相对，三

个历史决议始终以尊重历史为基本前提，对党的

历史采取客观分析态度，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问

题，既锤炼经验也总结教训，始终秉持了“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在充分尊重历史的

前提下，三个历史决议均经历了长期准备、充分酝

酿、民主讨论和反复修改的严谨过程，其基本结论

可谓精雕细琢、千锤百炼，保证了决议的严肃性与

权威性。

第二，分清主流与支流，反对以局部失误否定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历史真实不是历史片段

的简单拼接或断章取义，而是对历史规律与本质

的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无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抽离毛泽东的局部失误并

大做文章，恶意聚焦、放大历史片段，以偏概全，以

点盖面，企图达到以局部取代整体、以片段置换全

景的目的。

三个历史决议坚持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在看

到毛泽东失误的同时，更强调对其功过是非的整

体把握。如第二个历史决议为疏解过度纠缠毛泽

东晚年错误的思维误区，专门增加了对新中国成

立前二十八年党史的回顾，延展了评价毛泽东的

历史时空，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

叙事标注了毛泽东无可辩驳的历史贡献，为正确

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还原了客观全面的

历史场景；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评价放置于

近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中，拓展了毛泽东历史功绩

的纵向视域，展示了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理论功绩及实践效能，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筑基

于坚实的历史事实之上。

第三，坚持联系发展，反对将失误挫折简单归

结于毛泽东个人。历史虚无主义恶意夸大毛泽东

对党史的决定作用，意在将党的失误尽归于毛泽

东个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发展虽不

排斥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但其作用必须以遵从

历史规律为前提，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是客观历

史规律支配下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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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杰出人物的独特作用，更要将其置于宏观的历

史环境，聚焦更为根本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个历史决议遵循毛泽东“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

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①，将重

心放在深入剖析错误路线的实质及社会根源上，

树立了评价党史人物的正确范例。第二个历史决

议起草时，邓小平对毛泽东评价提出两点基本原

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特别强调“不能把所有

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②，将重点放在深挖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国内外复杂因素及社会历史根

源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高度评价毛泽东在百年

党史中突出贡献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晚年错误，

同时又从党的百年历程和历史经验中指明如何理

性看待失误挫折，即“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③，实现了正反两

方面经验教训的平稳转化与辩证统一，避免了以

局部失误否定党的光荣历史。

二　话语逻辑：三个历史决议提供了
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

要论点

三个历史决议作为百年党史的经典文献，其

关键在于对重要人物、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作出

了郑重而严肃的结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

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历史支

点。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其根本用

意在于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本质是一

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

域，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选择特定历史节点作为攻

击对象，或歪曲一些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的性质，

或贬低、矮化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企图淡化、否

定既有结论。回归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历史结

论，坚守百年党史研究的基准线，是抵制毛泽东研

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特举典型数例，

以为佐证。

（一）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遵义会议

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

也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进入崭新阶段。遵

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

位，这是对当时毛泽东在党中央实际作用的真实

反映，更是对党的历史脉络全景认知的必然结论。

但近年来有人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

位的结论表示怀疑，其主要理由是：遵义会议选举

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仅是周恩来军事

上的助手，因此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核

心的领导。但究诸史实，此观点的基本论据并不

能成立，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批驳④。因为

从组织架构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已进入

中央领导核心层。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已在党中央得到普遍支持和认可，成为挽救

党、革命和红军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发挥了实

际的领导作用。那种否认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

导地位的观点，是用历史表象遮蔽历史深处的本

质变动，曲解遵义会议的历史功能，无视毛泽东已

在党中央发挥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矮化毛泽东

在党史中的地位，仍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虚无

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

确凿无疑的，三个历史决议接续确认这一观点并

在认识上逐步深化。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

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⑤；第二个历

史决议再次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⑥；第三个历史决议进

一步凸显了遵义会议在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上的作用，即“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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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８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１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０页。
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党的文献》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６９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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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集体”①。

（二）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社会主义

改造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毛泽东的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完成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

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成功实践了以和平

赎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法，丰富了社会主

义过渡理论，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

的社会变革。

历史虚无主义诋毁社会主义改造的伎俩主要

有两种：其一，无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功的

客观事实，片面聚焦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失误

与瑕疵，将局部出现的改造速度过快、强迫命令等

描述为主流，得出社会主义改造“失败论”等观

点；其二，将新民主主义与改革开放简单比附，将

改革开放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所有制形态歪曲为向社会主义改造之前

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回归，得出社会主义改造

“过早论”、社会主义制度“早产论”等观点。两种

伎俩的最终目的都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法

性，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抹杀毛泽

东思想中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如此，社

会主义改造就会被定性为“历史错误”，社会主义

道路就成为“歧途”，毛泽东思想也失去了重要一

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

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研究中的重

大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的七年”部分，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依据、现实条件与历史意义，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

改造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

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

胜利是辉煌的”②。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对社会主

义改造给予高度肯定，并着力强调其在中华民族

发展史、社会制度变革史中的巨大意义，即完成了

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实

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

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③。

（三）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毛泽东晚

年错误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毛泽东研究的关

键问题之一，是检验各种政治思潮根本立场的试

金石。历史虚无主义或抓住“文化大革命”中某

些非正常现象大肆渲染，刻意营造紧张压抑的政

治气氛；或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

命”简单等同，借拨乱反正之名否定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或将目光局限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绝口

不提其历史贡献，企图以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

泽东。

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是第二个历史决议

的核心议题之一。决议对此作出系统梳理，圆满

回应了这一历史课题，其一，对“文化大革命”作

出结论，将其定性为“内乱”，毛泽东晚年错误偏

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迹，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

部分，且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存在

本质区别；其二，正确评估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份

量，得出了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结论，“就他的一

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④；其三，

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

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并予以坚决维护；其四，深入挖掘毛泽东晚

年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避免将“文化大革命”简

单归咎于毛泽东个人错误，延续了第一个历史决

议开创的深挖思想根源、不轻责个人的优良传统。

如此，决议厘清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

革命”等诸多命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辨别了

是非曲直，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

想的纯洁性。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

议在百年党史的宏观叙事中坚决捍卫了毛泽东的

历史地位。一方面，决议坦承毛泽东晚年在理论

和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对阶级形势及

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并被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酿成十年内乱，“教

训极其惨痛”⑤。另一方面，决议以凝练的话语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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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３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４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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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卓越贡献，如创建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

重要思想等，并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地位。因此，第

三个历史决议立足百年党史的宏大视野，展示了

毛泽东在党史、新中国史和人民军队史中无可替

代的历史地位，为客观评价毛泽东营造了积极有

利的历史氛围，那种企图凭借毛泽东晚年错误全

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就不攻

自破。

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作出了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历史结论，

并连缀为严密的历史链条，标识了毛泽东不可磨

灭的历史贡献，也反衬了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奇谈

怪论的粗浅与鄙陋。坚守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历

史结论是毛泽东研究的前提和底线，亦是抵制毛

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所在。

三　理论逻辑：三个历史决议破解了
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

陷阱

除直接、露骨的抹黑及攻击外，历史虚无主义

还采取一种非常隐蔽的手法，即以学术研究为伪

装，混淆理论界限，制造理论陷阱，歪曲毛泽东思

想的实质，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意在偷梁换柱，消解党的

理论根基。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是历史叙事和重大

结论的衔接，更是百年党史辉煌成就、理论体系和

历史经验的整体建构。三个历史决议澄清了毛泽

东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前后观

照的理论整体，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理论陷

阱的企图是徒劳无功的。

（一）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制造革命话语与现

代化范式对立的企图

历史虚无主义标榜“告别革命”，鼓吹以所谓

“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声称革命带来了

社会秩序的动荡，是对生产力和社会秩序的极大

破坏，使中国失去了平稳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环境。

同时，历史虚无主义将外来侵略带来的局部的畸

形现代化等同于改革开放，宣扬“侵略有功”“抵

抗有罪”等谬论。“告别革命”论以抽象的“现代

化”作为衡量中国近代历史的唯一标准，不加分

析地排斥一切暴力革命，意在否定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的努力，妄图将阻碍现代化的“罪名”加之于中国

共产党人。殊不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

了一个结论，即要实现自主的、彻底的现代化，必

须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前提，正如毛泽东指出

的那样：“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

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①科学评价毛泽东，必须

捍卫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合法性，充分把

握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整体性。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毛泽东思想与错误路线的

正反对比中，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总结了

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和特殊形式。毛泽东思想是

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结晶，也是对中国独特革命

道路的思想回应，实际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依靠谁革命的问题”②。第

二个历史决议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

涵，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

毛泽东思想的六条主干内容之一，实现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有序衔接，

完成了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的起承转合，诠释了

毛泽东思想中革命与现代化两大命题的递进关

系。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

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现代化叙事的衔

接与共生，将革命与现代化统摄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主题之中，也从革命和现代化两个方

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

重价值。

毛泽东思想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现代化建设

的理论，革命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现代化是革命

的最终目的，革命与建设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逻辑

体系之中。历史虚无主义人为制造革命与现代化

的对立，借否定革命之名诋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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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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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居心叵测，也是学理上的别有用心。

（二）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辩证关系的歪曲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这一结论也受

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其论点可分为两类。其

一，夸大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否认其与马克思主

义的继承关系，否定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形态的根本属性。如片面认为毛泽东

思想是中国现实条件与文化传统的产物，在党的

阶级基础、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与马克

思主义具有本质区别，一些西方学者还创造“毛

主义”的概念以示区分，抛出所谓“异端论”。其

二，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因袭，

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否认马克思

主义有因国情差异进行民族化、具体化的必要和

可能。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中国革命歪曲为共产

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的翻版，认为毛泽东思想并

无任何独创性，此即所谓“正统论”。两种观点的

共同错误就是形而上学观察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的关系，或将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个

别论断墨守为不可移易的教条，或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歪曲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均未看到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

向互动的辩证关系。

三个历史决议明确阐释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

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即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为根本，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是无可辩驳的，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具体实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

和时代表达。第一个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诠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性，强调其是以毛

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逻辑产物，凸显了毛

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

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①，并

以“活的灵魂”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本质特征，指明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路径、立场与依据。第三个历史决议

梳理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贡献，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了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再次强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

运用和发展”②，重申和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的起点性意义。

（三）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割裂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凝结了社会

主义建设探索的经验，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最初萌芽。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为借口，人为制

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意在割裂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造

成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实践上发生断裂的假

象，为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埋下伏笔。

第二、三个历史决议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发展逻辑，

妥善处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关系。第二

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

论，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初步经验，实现了拨乱反正

与开拓新局的有序衔接，在历史转折时刻再次确

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如邓小平所说：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

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

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③决

议还将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纳入其中，作为改革开放的

政治底线和思想指南，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之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多

次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

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

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

６１

①

②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６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０页。



第２７卷 杨新宾：三个历史决议体现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重逻辑

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

展”①。第三个历史决议吸收这一论断，对改革开

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发展关系作出准确判断，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

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

础”②。两个时期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主题，各自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

特征，接续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历

史条件、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如此，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得以正本清源，将毛泽东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立起来的伎俩也

就不攻自破。

结语

三个历史决议作为百年党史的光辉文献，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奠定

了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方法，凝结了与毛泽东研究

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结论，澄清了若干重要理论问

题。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包含了科学、权威的历史

结论，也体现了严肃的历史态度和对真理的坚决

维护，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各种偏差、错误已有充分

观照，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天然武器和文本依

据。由此，立足三个历史决议，坚守其根本方法、

重要结论与理论范式，是毛泽东研究行稳致远的

前提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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