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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

张放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1!"$

摘4要%西方民众对毛泽东的认知源于革命时期新闻记者的报道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开启于冷战时期! 西

方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区域)路径"强调首先将毛泽东置于中

国的历史语境和革命实践进程中考察#一种是(全球史+++比较)路径"强调在世界范围内分析毛泽东的影响和价值"比

较不同地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应用! 我们可吸收融合两种路径的长处"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关键词%西方毛泽东研究#历史+++区域路径#全球史+++比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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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相当重视西方学术

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引介了大量西方学者的研究

著述#且不断有研究者撰文介绍西方毛泽东研究

的最新状况#深入分析某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

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借鉴与批判' 中国学者

对西方毛泽东研究之进展已有相当了解#不过仍

有可加强之处' 例如#我们或习惯性地聚焦于毛

泽东研究领域内部#或将毛泽东研究与对毛泽东

时代的研究完全等同#相应地缺少将毛泽东研究

置于西方区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演进历程

的意识#这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某些研究的学

术史价值把握不足' 基于此考量#本文将在西方

中国学发展脉络中去梳理毛泽东研究路径的演

进#并结合典型研究做出适当分析'

一4毛泽东进入西方视野%革命战争

时期的记录与观察

斯诺"V&?DE@/'S$作为第一个深入采访毛泽

东的西方记者#他向海外读者展现了一个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生动形象' 在斯诺笔下#毛泽

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他

)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

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

出*

!

' 斯诺认为毛泽东天生精明#有着农民的质

朴纯真#具有幽默感.他努力工作#博览群书#特别

对哲学和历史有所研究.他在共产党内影响非常

大#但却执意追求平等#)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

的征象*

"

' 毛泽东在根据地时期面对西方观察

家所展现出的杰出形象#同样给其他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 例如#白修德"P=>'&'E>8)U=(I>$在谈

到与毛泽东的交往时#就称其难以忘怀这位领袖

在根据地所赢得的崇高威望以及面对危局时的沉

着神态#

'

在刻画毛泽东形象的同时#西方记者也会涉

及毛泽东的所思所想' 史沫特莱"5?/>G@H>&A>M$

刻意提到毛泽东作为理论家的身份#敏锐地意识

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根植于中国历史和军事实践

之中#他可以游刃有余地从日常生活(中国历史以

及经典著作中发掘出用以解释理论的鲜活案例'

在史沫特莱看来#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已经成为

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

' 斯诺借毛泽东

之口#讲述了其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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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对中共革命认识的变化' 斯诺的这段实

录#为之后中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性史料' 白修德注意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重要价值' 他认为这篇文献是)无懈可击的#

在很多方面都闪烁着光辉*

!

#为共产党的行动提

供了全面指导' 但白修德坦言该文献留下了三个

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第一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持续

时间的问题.第二是共产党如何面对受美国民主

观影响的反对派.第三是美国将在共产党的对外

联盟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白修德对毛泽东

这篇文章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在

同时代的观察家中算得上深刻#他试图从感性观

察走向理性分析#而他提出的问题#也为后来西方

研究者的分析提供了)接着说*的空间'

新闻报道最初对毛泽东的呈现#虽然不可避

免地夹杂着记录者的主观情感和政治立场#且尚

未达到严谨学术研究的层次#但意义不容小觑'

首先#与后来的西方毛泽东研究者相比#这一阶段

的观察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以及共产党政权#进而可以形成最为直观的认知'

正如齐慕实"P(H'I=MN=>>0$所言#比起学术作

品#这些报道在塑造西方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的

认知观念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 其次#

这一阶段所产生的作品#其史料价值一直延续至

今' 近些年#尽管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史料日益

丰富#但西方学者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毛泽

东时#仍然反复引用这些融合历史语境的作品'

再次#西方记者的报道塑造出了一个)革命者毛

泽东*形象#这一形象不但构成了毛泽东世界影

响的重要维度#同时还是)亲毛派*西方学者价值

立场建立的基石'

二4开启学术化进程%历史学基础上

的区域研究

#$6$年国民党兵退台湾#这对美国政学两界

来说#无疑都是沉重打击' 一方面#二战结束之后#

特别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美国朝野对共产主义

的恐惧之情逐步蔓延#)麦卡锡主义*迅速赢得舆

论支持#

'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历史上的)黄祸

论*传统$相融合#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愈加扭

曲' 另一方面#来自学术界的批评直击美国对华观

念中深藏的理想主义浪漫迷思!近代以来#特别在

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在外国人眼中主要以负面形

象呈现#落后与愚昧无知成了西方评判中国的标

签%

' 而中国的这一形象正好给了自命代表文明

发展趋向的美国教育家和慈善家施展国际主义抱

负的契机&

' 在乐观进步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美国

人按照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缺

少从内部视角同情理解中国的自觉意识' 例如#邹

谠"PG'J PD/?$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与共产党打交

道的美国官员对共产主义普遍无知#且过低估计了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

在政治困顿和学界批评的影响下#研究者开

始从整体上反思之前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基

于感性基础之上的认知#学术层面的探索正式

开启'

费正清主张#历史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的共

产主义运动#应该首先注意其)中国特性*

(

' 史

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正是

在这一传统下研究毛泽东的开山之作' 史华慈利

用当时能够获取的中文文献#历史地考察了中国

共产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派生形式' 通过对这些派生形式的详细考证#他

认为能够判断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哪些内容仍然指

导着具体的行动#而哪些内容已经成为)失去生

命力的赘词#用来掩饰学说的落败*

)

' 在此基础

上#他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即)将政

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依据列宁主

义原则组织起来#并通过对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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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放!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

信仰而保持活力*

!

' )毛主义*概念的提出#成为

西方毛泽东研究)真正的理论起点*

"

' 这一概念

无疑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不是

对正统马列主义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中国国情

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做出的调适性选择#理解毛泽

东及其思想#首先要从中国语境出发' 由此#毛泽

东研究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区域研究的范畴'

将毛泽东置于区域研究的视野下做出历史分

析#强调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传统思维和具体

情景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一路径对后来的西

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影响深远' 著名学者施拉姆

"@IJDEIK)@.=EDH$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力图

将毛泽东思想置于历史过程中进行客观呈现#使

思想和历史达到契合#并强调与正统马列主义之

间的差异性#

' 而由施拉姆主持编辑的重要史料

集%通往权力之路& "2)1,&;1)3 (1@1:#9! ;#<1A

0%(*1+)94B9*(*+-&# #$#!

3

#$6$$#则试图详尽收录

毛泽东发表于 #$6$年之前的原始文献#以编年形

式呈现#方便研究者掌握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

轨迹' 施拉姆去世后#这套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未

停止#持续至今' 该文献充分体现了历史222区

域路径的研究取向和基本方法'

在战后完成系统中国学训练的新一代学者#

更普遍地接受了历史222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究

范式' 例如#所罗门"K(.=DE& @'A'H'/$在解释毛

泽东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时#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中

国传统思想#试图在传统思想与毛泽东的话语之

间寻找一种关联$

' 朱东成"X'/

3

.=>D/ N=J$在

研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观时#将毛泽东对教

育的基本看法放在中国传统(近代历史和毛泽东

的实践经历所共同构成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解

读%

' 沃马克"OED/IAMU'HD.0$在研究毛泽东的

早期政治思想时#坦言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

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

在活的有机体中*历史地进行分析&

' 他同时强

调中国的政治传统对理解毛泽东思想创新性的重

要性'

历史传统和区域视角下的毛泽东研究在毛泽

东去世后出现了新变化' 毛泽东在世时#西方学

者在认识解读中国时#往往将毛泽东视为)绝对

至关重要*的人物#而容易忽略其他角色或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拓宽#开始

关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民众是如何受到毛泽东

思想和政策的塑造'

' #$+" 年代末#林0亨特主

编的%新文化史&

(出版#对西方中国学研究者触

动很大' 文集中关于仪式(身体以及阅读史的研

究#让中国学研究者认识到透过)权力222文化*

视角理解毛泽东时代以及毛泽东影响的可能性'

#$$"年代#中国大陆各级档案馆陆续开放了毛泽

东时代的档案#这使西方学者有机会从社会史路

径深入研究)

' 经过了文化222社会史转向之

后#历史222区域路径下关注毛泽东思想2实践

的研究传统有式微之势#研究)毛泽东的影响*的

著述开始涌现' 例如洪长泰"N=D/?

3

ID(8J/?$对

毛泽东时代政治文化塑造的研究*+,以及里斯

"XD/(>À>>G>$对毛泽东崇拜现象的研究*+-

#都体

现出文化222社会史视野的影响222他们充分利

用档案材料和民间史料#关注政治仪式(建筑景

观(文艺形式(语言修辞及日常阅读#着重分析普

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建构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文

化222社会史转向拓宽了传统毛泽东研究的视

野#但基本旨趣仍在历史222区域路径范畴之内#

其对基础史料和中国语境的强调#进一步巩固了

历史222区域路径'

总体而言#以史学训练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将

毛泽东首先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编织的意义之网

中进行解读#有效推进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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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这一阶段的研究#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模棱

两可的传言#呈现出在学术脉络中研究毛泽东的可

能性' 然而#这一研究取向和基本观点从开始便不

断受到质疑' 例如#魏特夫"[DEA5)U(IIB'?>A$对史

华慈的批评!

' 这一批评尽管不排除可能存在的

政治动机#但确实激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研

究路径的定位之争222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

义传统到底孰重孰轻- #$21年#围绕这一问题%现

代中国&"213#9+ $"*+)$组织了一次笔谈#但结果

依旧是分歧多于共识"

' 进入 #$+"年代之后#认为

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毛泽东的西方学者

尽管数量有限#但也不断发声#并针对历史222区

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路径提出直接批评' 不过#

历史222区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具有更大影响#

业已辐射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 科拉科

夫斯基" >̀GW>0 ['AD0'SG0($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流派&中指出#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他对

列宁策略方案的修正*#其)创造性和中国共产主

义的农民倾向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

'

而麦克莱伦"XDL(& C.̀>AAD/$认为中国式的马克思

主义着意突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毛泽东更

加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

三4全球关怀与比较视野%西方毛泽

东研究领域的内部超越

历史222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究#从 #$1" 年

代开始#在新一代学者的推动下有所开拓#并逐渐

发展出一种新的探索路径' #$1" 年代深刻影响

了世界精神气质的整体性塑造#)反抗正统*成为

理解那个年代的关键词' 正如科兰斯基"CDE0

[JEAD/G0M$所言#)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

立(形神迥异11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

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

' 二战后西方大学迅速扩

招#为 #$1"年代的反抗提供了主力军&

' 这些接

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目睹民权运动的困顿(美

国对越南的非正义入侵#深深感受到理想与现实

之间的裂痕'

' 他们迫切地渴求可代替性思想资

源以解决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中国在此时

进入了年轻人的视线' #$*+年%北京周报&创刊#

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通过刊

登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各种评论与声明#以及他

与外宾交谈中国革命经验的对话#%北京周报&向

全世界建构了一个)正义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形

象(

' 当时西方大学的图书馆一般都征订了%北

京周报&#青年学生通过对该刊以及其它材料的

阅读#对中国充满了美好向往' 加之苏联官方对

斯大林问题的披露#许多西方左翼青年也将社会

主义振兴的希望转移到了中国)

'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诸多观点迅速引起西

方研究者的关注' 他们透过令人困惑的表象#发

现毛泽东与西方思想史中的某些思想家具有共

鸣#相近的关怀和问题意识使得东西思想之间存

在对话的可能性' 例如#史华慈通过)公意*的概

念#将毛泽东与卢梭和雅各宾学派联系在了一

起*+,

' 魏斐德"aE>&>E(.UD0>HD/# Ê)$从思想史

角度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时#也援引康

德(卢梭等诸多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分析*+-

' 既

然毛泽东与西方思想界存在相似(共通之处#那么

进一步推论#毛泽东思想也可能对缘起于他者语

境中的困惑产生影响' 学术上的推断亦被现实所

证明!)文革*爆发后#世界各地掀起的)毛泽东

热*让西方学者印象深刻#毛泽东思想在他者语

境中的运用已无需质疑' 透过)文革*对毛泽东

研究进行反思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所

具有的超越地区的影响力' 毛泽东去世之后#威

尔逊"X(.0 U(AG'/$在其主编的为毛泽东历史地

位下)定论*的文集导论中坦言#毛泽东是现代第

一个不涉及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去讨论如何在全

球范围内追求正义的人#他)不但颠覆了中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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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放!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

神隔离的神话#也颠覆了西方在道德和知识领域

的垄断#同时还颠覆了工业国家那至高无上的地

位*

!

'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开启现代化征程'

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

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和实践价值的再挖掘成

为部分学者的选择' #$+" 年代初#世界著名左翼

学者阿明"@DH(E5H(/$就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

济的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的意义#并在世界革命

的视阈下重新审视了毛泽东主义的价值"

' 资本

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使得西方

左翼学者进一步将目光对准毛泽东#希望通过对

毛泽东思想价值的进一步挖掘#来丰富对抗资本

主义的理论资源#

' 而来自历史学界内部的反思

也使学者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

)例外论史学*#进而将目光对准一些跨国历史现

象$

' 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一种倡导)交流(

联结(混合*的全球史观正在兴起%

' 此时关注毛

泽东的西方学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学范畴#出于

对全球性问题的焦虑以及对毛泽东具有超越中国

区域之意义的肯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学

者纷纷将目光对准毛泽东'

#$$2 年#以德里克"5E(BX(EA(0$为首的左翼

学者出版论文集%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公

开批评中国学者对毛泽东解释权的长期垄断#宣

称语言不应成为毛泽东研究的天然屏障#应以跨

学科的)批判性左翼视角*介入毛泽东研究#进而

评估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

' 这本论文集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部分西方学者对历

史222区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范式不满的集中

爆发' 该论文集第二部分收录了五篇文章#讨论

了毛泽东在秘鲁(越南(印度(菲律宾和日本的影

响' 论文作者分别致力于这五个国家的研究#未

必通晓中文' 他们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乃是毛泽

东思想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左翼政治与文化运

动#以及不同地区的知识精英是为何被毛泽东所

吸引' 这五篇文章放在一起又形成一种对照#以

此观察毛泽东思想应用于不同地区时的经验和教

训' 研究者通过实践证明#全球史2比较研究路

径何以拓展和深化历史222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

究范式'

进入 !#世纪后#全球史222比较研究路径继

续深化' 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聚焦西方知

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如波伏娃(阿尔都塞(巴

迪欧的毛泽东情结陆续被关注' 沃林"K(.=DE&

U'A(/$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系统' 他认为法国知

识分子在毛泽东那里挖掘到一种创造性方法#可

以用来解决法国的政治保守主义' 通过与毛泽东

相遇#他们告别了对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迷恋'

在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下#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争夺

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

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

命*

'

' 历史学者则更关注毛泽东对不同地区政

治实践和文化的影响' !"#6 年库克 "5A>FD/&>E

N)N''0$主编的%毛主席语录!一部全球史&

(出

版#该书的 #* 位作者集中讨论了%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印度(坦桑尼亚(苏联(阿尔巴尼亚(美国(

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东西德的传播与接受

过程#讨论覆盖了共产主义阵营(欧美发达国家以

及第三世界' 全球史222比较研究路径的兴起#

同样对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范式产生影响' 例如#

柯瑞佳"K>Q>..DV)[DEA$对在孤立封闭的中国语

境中理解毛泽东的区域研究传统提出批评#称毛

泽东之于中国的意义亦须置于)披上了帝国主义

和殖民外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去理解)

'

四4结语

从新闻记者通过实地考察#将毛泽东的形象

和思想传播给海外受众开始#毛泽东正式进入西

方视野#为人所知晓' 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

究真正开启于冷战时期#先后产生了两种有影响

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222区域研究#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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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2比较研究' 前者强调将毛泽东置于中国

传统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以突出毛泽东身

上的)中国性*特征.后者希望将毛泽东置于全球

历史进程中进行透视#以挖掘毛泽东的世界影响

与超越中国区域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毛泽东研究

领域的成果与相关争论#若将其放在两种路径的

演进脉络中进行理解#其学术史意义将更加

清晰!

'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研究路径并未构成一

种此消彼长的代替性关系#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

争执' 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恰可以相互

补充#共同促进毛泽东研究' 历史222区域路径

的优势在于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收集与解读#这恐

怕是毛泽东学术研究的基础' 不过#如果将这一

路径推向极致#研究者往往就容易忽略甚至贬低

中国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正是

以一种隐匿的方式与中国语境相融合#并发挥作

用' 全球史222比较路径的研究#其长处乃是在

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透视研究对象#并更为平等

地对待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诸因素' 但由于从事

该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学科#接受不同训练#对中

国的历史语境和基础材料未必熟悉#因此可能在

解读过程中出现各种错漏#甚至存在忽略语境的

倾向' 因此#我们面对西方的研究#应以一种平和

的心态与之对话#既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必妄自尊

大' 事实上#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者更有可能结合

两种路径#发挥我们的研究长处#我们对中国文化

传统(革命历史进程以及与毛泽东相关的基础史

料文献的掌握和解读无疑更具优势#如若能一方

面从区域222历史路径中吸收不同于中国学术传

统的治史视角#另一方面从全球史222比较路径

中汲取着眼世界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关怀#打破视

野局限#那么必定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毛泽东研

究的学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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