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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视域和学术境界!充分显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这种创新性通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实践价值和精神意义四个维度得以彰显!它不仅是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标

志!更为新时代开拓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毛主义%&贡献&不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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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以&毛主义'战略研究

为代表% 史华慈&毛主义'的提出打破了国外毛

泽东研究认识的惯性#从&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相

区别的视角给出了新诠释#把&毛主义'归结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这种创新特质在内容(

方法(实践和精神四个向度把&毛主义'推向了

&异端'%

关于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创新性认识#国内

学者王文涛(金红(袁玉梅等都给予了肯定% 王文

涛从学术意义上指出#史华慈的&毛主义' &在西

方学术界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毛主义* "FG'(DJ$

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

从)新闻传记* 走向 )学术论证* 的分界性标

志'

!

% 许可把史华慈将考据学方法(社会学与政

治学和党史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方法(

比较研究法看作是美国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的创

新性贡献% 解庆斌(由东剑等学者把史华慈的

&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看作是研究模式

的创新% 国外学者伊罗生";GH'S& _)CDGG.D$$%"!

年 +月在-远东季刊.的第 $$ 卷第 4 期上发表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书评指出!

&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使许多现代中国历史的

关键问题得以重新审视))))))他所发现的主要问题

在于#毛泽东在中国获得权力的战略#不是来自莫

斯科#而是毛自己在中国争取到的#其后也为莫斯

科所认可%'

"韦慕庭"7)FGHE(/ \(SV>H$(欧文1拉

铁摩尔" ẀA/ Z)aGEE(J'HA$也对&毛主义'的创新

性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

肯定了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创新性% 不过他们

的这种认识主要集中在对&毛主义'的影响或模

式上的认可% 我认为仅有这些评价是不够的#还

要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实践层面和精神价值四

个维度加以全面解析和认识%

一5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内容创新

!一"开创性的研究主题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主流论调是中国革命的

胜利是莫斯科&阴谋'的结果% 这种认识在理论

上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属性归结为与马列主义

的一致性#即使两者之间有不同#也是毛泽东思想

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费正清之前#国内

外学者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在史华慈首次

提出&毛主义'之后#美国的&右派'和&左派'不

但不承认两者的区别#还对&毛主义'提出了批

判#把&毛主义'提出的区别看成一种传说% 在美

国 !# 世纪 "# 年代麦卡锡主义风靡时#史华慈的

&毛主义'研究更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

提出并研究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区别的主

题% 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党与阶级的关系上#即

中国革命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依靠力

量#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把工人无产阶级视作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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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依靠力量% 史华慈的研究主题开创了国外毛

泽东研究的新维度与新境界#开辟了新的学术研

究路径% &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

的崛起.能够在 !#世纪 "#年代初期出版#这不仅

是因为它的主题直指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史#其

中中共党史的内容占很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因为

它提出麦卡锡的追随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中

国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传话筒% 正因为此#这部著

作在整个美国 !#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研

究中弥足珍贵%'

!

史华慈这个研究主题的创新性#一方面与 !#

世纪初国外中国问题研究限于中国古汉语语言等

相区别#与 !#世纪 *#(4#年代斯特朗(斯诺(史沫

莱特等新闻采访或人物传记形式也不同#具有了

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它为打破当时美国对华封锁

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毛主义'与马列主

义的区别性#在理论上就否定了中国是莫斯科

&阴谋'的错误认识%

!二"从文化上进行思想溯源研究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第一次提出&毛主义'

研究主题之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从

&毛主义'的思想渊源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即把

&毛主义'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

思潮和马列主义% 在这里史华慈虽然承认西方思

潮和马列主义是&毛主义'的思想渊源#但他认为

&毛主义'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自身

文化的基因传承给了毛泽东#形成了&毛主义'%

这也正是&毛主义'不同于马列主义的文化原因

所在% 沿着这一思想路径#史华慈逐步追溯&毛

主义'的思想渊源#即从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思

潮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五四时期的思想

潮流开始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都在

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其中史华慈选取

了严复作为代表#写出-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

专著进行研究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对&毛主义'

思想进行中国文化基因的剖析% 按照中国文化思

想的传承性#中国近代救国救民真理思想的探寻

继续溯及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在他的-中国

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中#继续分析了中国古代

具有代表性的儒家(道(法等文化思想的多样性%

这种文化多样性的背后都有一种张力#那就是中

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里一直都有探求怎样强国富民

的思想% 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思想所呈

现在历史中的形式(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 这样

&毛主义'思想就找寻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

思想基因% 这个文化基因就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思

想里都有一种独立自主和强国富民的精神% 所

以#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

毛泽东的崛起.为起点#不断进行思想谱系的追

溯#为&毛主义'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找到了思想文

化的根基% 正如学者金红所指出的#史华慈的毛

泽东研究是 &从文化上对毛泽东思想寻根究

底'

"

%

!三"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界定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

涵与外延给予了明确界定!"$$毛泽东思想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

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包括毛泽东晚

年的一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

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都为此做出了重要

贡献% 但是史华慈所理解的&毛主义'思想显然

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不同于-决议.% 史华慈提出

的&毛主义'指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即毛泽东个

人的思想% 史华慈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

文反驳魏特夫时指出!&-湖南报告.和秋收起义

都代表着毛和其他人是)毛主义*战略具体化的

不同探索阶段% 还有必要强调指出#所有我提到

的有关)毛主义*的策略都只是指 $%!2 年以后的

时期% 事实上#)异端行动*一语与 $%**b$%*4 年

期间这些策略的充分发展有关#当时党几乎已完

全与它的城市基础相隔绝%'

#这是史华慈对&毛

主义'早期所含内容的概括% 他&把毛看作是革

新家的主张已日趋增长% 甚至这样的观点也提了

出来#即认为毛后来诸如)整风*()思想改造*(

)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社理论等等的

)贡献*#的确比-新民主主义论.更明确地体现了

同以前教义的明显背离'

$

% 史华慈显然把延安

时期(从新民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及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全部归

入了&毛主义'的内涵和外延% 实际上&在毛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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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展过程中#&)毛主义*概念的指称范围不断

扩大#从最初的指向主要依靠农民发动革命的战

略到后来的)整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更多的是泛指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

!

% 这里

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扩大化

的解析% 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解析#就研

究内容而言#的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创新'%

当然以-决议.为标准#我们是反对他这种主观扩

大化解释的%

史华慈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了&新'解读%

史华慈在-德姓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

史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两篇

文章中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新'阐释% 史华慈

把文化大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联系起

来#&而卢梭关于道德与政治形式之间关系的论

述与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思想某些侧面之间的共

鸣#或许比其他社会的传统道德更大% 这种宽广(

独特的比较视阈是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史华

慈在政治哲学的深度上#试图把现代社会的道德

缺失(价值迷茫与毛泽东政治象征及其)继续革

命*理论的深层意图联系起来%'史华慈在-毛主

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中#&从文

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

)整体救赎* "9'EGS_A&AJLE('/$与 )全面挫折*

"OEEAHcH>DEHGE('/$之间的复杂关系'

"

% 由此可

见#史华慈从社会发展需要道德的视角为毛泽东

晚年思想注脚了文化道德因素#指出毛泽东想发

挥道德因素在社会救赎中的作用以便推动社会发

展#以此为基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卢梭道德社

会思想相联系#寻求文化的通约性% 在此#虽然承

认史华慈的解读具有&创新'性#但我们是反对他

的观点的%

二5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创新

!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的方法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

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只是表述方法不同% 国内学

者赵勇(高子涵指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融入了

原始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许可在-史华慈与他

早期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一文中说#史华慈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中共一大到六大的决议宣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讨论(-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八七会议宣言.等#资料可谓详实

丰富% 罗伯特171诺斯"_'VAHE7)R'HEN$ $%"!

年 !月在-远东季刊.的第 !$ 卷第 * 期上发表对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评论时强调#

&资料文献引证丰富'

#

% 哈罗德1伊萨克斯曾在

-远东季刊.的书评中评价&这部著作00应用了

比迄今为止其他所有著作更为丰富的中文(俄文

和日文资料'

$

% 这说明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非

常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使用% 恰恰就是史

华慈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不自觉地应

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在第二次论战中#史华慈指出!&我从来没有

否认过毛和马克思之间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历

史上的历史联系%'

%那也就是说史华慈一方面突

出强调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不

同或背离#但同时他也承认&毛主义'与马克思列

宁主义之间的联系% 即&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

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只

不过史华慈把&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不同

当作分析的重点#以为自己研究目的服务% 这种

分析方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矛盾论的

观点看#更是对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统一关系的

应用与诠释%

!二"问题意识研究法

国内学者王文涛指出#&在学术研究的方法

和风格方面#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

"SAJG(Ed>AD$命题#其核心语义是指人文研究领域

中不大可能给出某种绝对判断性的确切答案#在

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中#必然体现出)富有成果之

歧义性*"@H>(E@>SGJV(B>(EM$的张力% 这是因为研

究者所具有的视角#用史华慈常用的语言表达就

是)关切*".'/AH/$()议题* "(DD>A$()预设* "GD?

D>JLE('/$等#除了具体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外#

同时与研究者自身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

% 金红

强调!&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注重带着预设的问

题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从问题或预设的理想远景

出发让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们

$!

!

"

#

$

%

&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朱政惠!-史华慈学普.#上海辞书出版社 !##1年版#第 $#

3

$$页%

;GH'S&1_1CDGG.D()&_AP(AW!>/E(ESA&'#!"#$%&'%()#&*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展开对话#带着问题意识考察毛泽东思想#史华慈

的整个思想体系清晰又有条理%'

!可见国内学者

把史华慈的问题意识研究看成是其一种研究

特色%

国外学者林同奇指出#问题意识是史华慈毛

泽东研究的重要特色#所谓&)关切*往往是指一

种深刻的存在感受#有时近乎我们的 )忧患意

识*%'&)议题*指的是为了解决关切而引发的争

论中的焦点#可有不同层次%' &)预设*是指争论

参与者都有自己立论的明言或未明言的理论前

提%'&只有关切而无议题#不成其为学术#只是倾

诉/只有议题而无关切#不成其为思想#只是戏

论%'&)关切*()议题*()预设*相互关联#构成史

华慈所谓的)问题意识*%'

"林毓生则把史华慈的

问题意识称之为&无法获得破解的问题'% 由此

可以看出#国外一些学者同样把&问题意识'视为

史华慈的一种学术研究特点%

从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来看#一些学者把史华

慈的问题意识当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特

色#我认为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因为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现

实问题的解决为落脚点#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

面对真问题% 所谓学术研究的真问题是学术研究

所研究的问题必须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既

然一般学术研究都要从真问题出发#那么史华慈

的研究逻辑只是符合了一般的学术研究规范#而

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色% 史华慈

只是带着当时美国政府的现实需要#以一种新的

视角剖析他国的毛泽东思想#为当时的美国政府

提供决策咨询% 史华慈这种既具有创新解决国内

现实问题(也具有国际视野的做法#倒是给后来者

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学习的研究方法%

!三"$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研究法

国内学者解庆宾说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使用

了&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 所谓&人的模

式'就是史华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人来研究/所

谓&三角互动模式'就是人的有意识的生活由意

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交织而成的

网络% &基于这种网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

重点在于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

系来考察毛泽东的意识活动%'

#学者由东剑指

出!&史华慈在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坚

持)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相结合的研究特点#

使得其对中国党史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研究

显得更加饱满%'

$显然#一些学者把史华慈的&人

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视作史华慈毛泽东研

究的新模式%

实际上#这是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一种创新

方法% 史华慈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是围绕毛泽

东的思想意识(毛泽东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毛泽

东的革命行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的#这本

身就是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 林同奇也认为!

&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活动就成为

史华慈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种根本方法#通

过这个方法不仅使政治人物的行动成为可以理解

的行动#而且展示了历史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有些

人事后回顾时说的那样只有一种可能%'

%因此#

&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是史华慈的一种

创新性的研究方法%

三5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实践创新

!一"重视文献资料以及辨别文献资料的

真伪

史华慈以其独特的视角(逻辑和方法所提出

的&毛主义'战略#不仅使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从新

闻传记走向学术路径#而且引起了两次学术论

战% 论战对学术研究内容而言#为毛泽东研究

提供了理论基础(经验教训#启迪后来者需要不

断探索新的研究维度% 论战对研究方法来说#

史华慈的文献研究法#为国内外深化毛泽东研

究提供了大量详实的文献资料% 从更深层意义

上而言#研究者还要重视文献阅读和解析方法

的客观性与多样性问题% 因为一方面研究者由

于受到政治条件(历史条件(语言条件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所获得的材料本身的真实性与客观

性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研究者本人由于受到

自己的学术知识(研究专长(研究方法(学术立

场和政治立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研究

者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

千差万别% 因此#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在实践

层面有助于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深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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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毛泽东研究的人才

史华慈在做好毛泽东研究的同时#不忘人才

队伍的培养% 国内学者贾钢涛(欧晨在-论史华

慈的毛泽东研究.一文中指出!&尤为海内外学者

倍加钦佩和感怀的是#史华慈对培养(提携学术新

人不遗余力#直到生前最后一段时间还在关心弟

子的学术进展%'

!不仅如此#史华慈对学生一视

同仁#不时关心关注新人#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在

其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负责人时#更是把办公

室大门随时向学生开放#欢迎与他进行学术研讨%

其学生李欧梵就把史华慈视为&为学与为人的楷

模'

"

% 在他的学生当中如!田浩(墨子刻(杜维

明(李欧梵等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问题和毛泽东

研究的专家学者% 由此可见#史华慈对新人的提

携和培养#不仅在于传承其学术研究内容与研究

方法#更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

学者后来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促进了国外毛泽

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因此#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

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服务于现实需要

二战结束后#谁为&丢失'中国负责的声音甚

嚣尘上#当时的美国政府如何认识新中国以及如

何理性处理与新中国的关系#成为了比较棘手也

是当务之急的政治问题% 当时的美国政府当局迫

切需要政策咨询和理论依据% 在这种背景下#史

华慈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战略#从

&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相互区别的角度#阐释

了&毛主义'的内涵(特征(思想渊源等% 在本质

上#就是从&毛主义'具有&独创性'出发#史华慈

批判了&莫斯科阴谋论'#提出了&毛主义'背离了

马列主义的观点% 因此#史华慈以此为理论原点

和依据#指出美国当局不应该像对待苏联一样采

取封锁与包围#而要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与新

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就为美国当局提供

了政策决策理论依据%

史华慈作为&美中关系委员会'的首批成员

之一#与当时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1肯尼迪

"<&WGH& QA//A&M$(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委员

会主席 "查尔斯1\1约斯特 "7NGHSAD\1

='DE$$(新中国政策委员会等有过多次商讨中美

关系问题的信件往来% 他自己也撰写了-中美关

系的新转折.-中美关系的进展.等文章阐述中美

关系问题% 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

讲座与学术交流活动#$%2" 年和 $%+$ 年曾两次

到中国进行访学交流%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和访

学实践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注入了学者力量%

四5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精神创新

!一"追求学术创新的责任担当精神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不仅把国外毛泽东研究

从新闻传记转向了学术研究#而且他的研究主题(

方法(模式(逻辑#都彰显了一种学术创新精神#更

重要的是这种创新精神伴随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这是因为!史华慈本来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信仰

者#当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著

作创作与发表时#正是美国政府当局怀疑其遭到

共产主义渗透之时#美国政府主流的声音是反共

反社会主义#加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风暴#在美国

政界和学术界几乎人人谈之色变% 在这种存在很

大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史华慈依然根据自己掌握

的文献资料#使用独特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提出了

&毛主义'战略% 由此而引起的两次学术大论战#

遭到了来自&右派'和&新左派'的双重攻击#甚至

因为否认&毛主义'与马列主义在本质上的一致

性也遭到中国学者的否定% 可是史华慈虽修正了

自己的个别观点#在总体上依然坚持&毛主义'战

略% 正如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

起.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关于思想发展问题#

我并不打算修改本书中的任何基本主张% 自从这

本书出版以来#许多人坚持认为列宁本人为共产

党与它所设想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阶级完全

分离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 然而#虽然列宁打开

了大门#但是恰恰是毛泽东迫于中国的状况#实践

了它%'

#所以#史华慈在学术创新中不怕风险的

精神彰显着学者的责任担当精神%

!二"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

有学者把立场分为理论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

立场#&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影响着研究者的理

论研究立场#理论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往往是政治

意识形态立场的反映'

$

% 因此#史华慈的学术研

究立场必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 史华

慈的毛泽东研究首先要为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服

务#这本身就是史华慈鲜明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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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在此#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史华慈毛泽东

研究的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可史华慈毛泽东研

究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其学者的爱国主

义精神#这正如其师费正清所言!&哈佛对开展当

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

!但是#我们在

承认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的

同时#也必须对史华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其局

限性加以辩证分析#保持清醒认识%

!三"关爱人类的人文主义精神

史华慈的爱国精神没有止步于自己的国家层

面#而是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担忧与关怀%

中国学者朱政惠指出#史华慈的学术研究从中国

学转向了人类关怀% 西方学界普遍承认#&史华

慈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与他长期的人类关怀有关%

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他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

经验的认识/或者说#中国学是他对人类普遍关注

的一个研究基地#他是从中国学出发研究人类的

普遍关怀问题'% 即使&在史华慈的认识体系中#

中国学是他个人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智库#是

哈佛大学全球视野的基础#也是对)全球主义*考

察的重要的文化依据'

"

% 因此#史华慈的毛泽东

研究不仅与史华慈对人类发展命运的担忧关系密

切#而且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

基础#积累了研究经验%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

中#史华慈发现!&社会工程技术取向'向人类社

会发展提供了先进技术#用&浮士德普罗米修斯

精神'激发了人的潜力#人类社会发展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步% 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征服#也给

人类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道德缺失等社会

问题% 可史华慈坚信人类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

题#&)全球主义*恰恰要求各种文化的理论尽可

能地发展自己#同时交叉(互动出更普遍的意义

来% 历史不会因此终结#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有意

义了'

#

% 于是#史华慈在-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

比较文化研究.和-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

底下的一桩新鲜事.等著作中#不断探索全球主

义和人类发展的共同关切#希望通过&轴心文明'

和文化比较研究探索人性的奥秘#寻找文化的共

性与思想通约性#希望在卢梭的道德世界里发展

人文主义% 因为&我确信有一些跨越文化的(普

遍的人类关怀'

$

% 其实#史华慈的人文主义就是

一种人类普遍的道德关怀#即&把一切中心关切

放在人世间及人的命运的思想'% &史华慈式的

人文主义'是&对人生奥秘的沉思'(是&理性精神

和宗教情操的结合'

%

% 因此#史华慈把对国家的

热爱精神#发展到了对整个人类发展命运担忧的

人文主义道德情操% 这种精神不仅具有一定的学

术启示价值#更代表了人类发展文明的道德诉求

与归宿%

五5史华慈毛泽东研究创新性的认识

与启示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主义'战略

的提出#在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等方面都具有创新

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

族禀赋%'

&新时代的毛泽东研究也要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

要求#不断深化与创新已有的毛泽东研究% 这种

拓展与创新研究需要借助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

果% 而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

异域勾画恰恰给了我们一条新的思维路径#即不

断从新的视域与层面#结合原始文献与现实问题

的需要#探索毛泽东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 所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研究内容层面来说#史华慈

的毛泽东研究的资料都是起源于中国#但是史华

慈却能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区别的角度#

提炼出&毛主义'战略#从而为美国政府当局提供

决策理论参考%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可史华

慈的研究主题与视角无疑具有开创性% 从研究方

法层面来看#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是比

较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不过史华慈却综合起来

使用#并把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放在时代背景与

实践层面进行考量#提出&三角互动模式'的研究

方法% 从精神层面讲#他更能把对国家的热爱之

情升华到对人类发展命运的人文主义#这种责任

担当与大爱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国界与学术本

身% 可见毛泽东研究是一个常研究常新的主题#

关键是研究者能否发现毛泽东研究在新时代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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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中领!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创新特质

问题(新问题%

!二"批判性地借鉴国内外毛泽东研究成果

在肯定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做出了创新性贡

献的同时#也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一分为二地分析史华慈的

研究成果% 因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一方面受到

自身政治立场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学术

研究立场难以完全实现客观中立% 因此#在借鉴

其研究成果时需要甄别(批判性继承与吸收% 另

一方面#就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具体结论来看#

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论证内容上看#史华慈把

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扩大化的解释#并且&创造'性

地将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概括为

一种&德性统治'#这明显是一种主观认识与推

断#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从论述方法来说#史华慈

的论证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

法#但史华慈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

自由主义的信仰者% 因此#史华慈对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是不自觉的% 这种

思想信仰与研究方法的二律背反也需要我们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加以甄别#辩证分析与借鉴%

!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拓毛泽东

研究的新境界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在内容(方法(实践以及

精神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这就启发我们的

毛泽东研究也要在不同层面上开拓创新#架构毛

泽东研究的新局面% 但是如何&在全球化学术语

境和)毛泽东*这一世界性话语的研究背景下'

!

进行毛泽东研究的深耕细犁#&较之于当代国外

毛泽东研究所呈现的异彩纷呈的学术图景#国内

研究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是研究对

象部分存在着西方传统毛泽东研究中的 )一元中

心化* 倾向#具有进一步拓展与延伸的理论空间%

二是研究的参照系存在单一性和抽象性的局限#

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优化'

"

%

另外#从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还具有其鲜明

的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出发#国内毛泽东研究的

深化与拓展#除关注毛泽东研究的时代背景(优化

研究空间外#依然需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与基本方法#反对任

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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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E(DENADMJV'S'@K.NWGHÊXD.'/EH(V>E('/ E'FG'UA&'/BXDHADAGH.N# (/ G&&(E('/ (ELH'P(&AD

HA@AHA/.AG/& (/DL(HGE('/ @'H&APAS'L(/BFG'UA&'/BXDHADAGH.N (/ ENA/AWAHG)

()* +,%-#! &FG'(DJ'/ .'/EH(V>E('// &A@(.(A/.M/ APGS>GEA

!责任校对5王小飞"

"!

!

"

贾钢涛#欧晨!-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张明!-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转向'及其学术意义.#-中共党史研究.!#$"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