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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

批判性透视

贺银垠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有革命不朽、文化心理和心理传记三种主要分析模型。“心理历史学派”
从表面上看追求心理和历史的互动，是唯物史观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实际上，其援引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史学从根

本上违背了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这要求我们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外在批判，深入其内在理路有的放矢，

同时正视“心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启发，使之成为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有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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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首次将系统的
心理学理论引入毛泽东研究，从情感意志出发理

解毛泽东及其思想，推动毛泽东心理研究进入了

新阶段。剖析美国学者心理历史分析的核心命

题，澄清毛泽东心理分析的误区，一方面可以批判

和回应从心理分析视角歪曲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另一方面有助于吸收、深化和拓展毛泽东

研究的方法论资源。

一　“心理历史学派”的三种分析模型
在心理历史分析的思路下，“心理历史学派”

学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援引不同的心理分

析理论，以探析毛泽东的心理及对其思想理论的

影响。

第一，利夫顿①以“革命不朽”为核心的抽象

理论分析。罗伯特·利夫顿是最早专门运用心理

分析方法来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在奥地利心理学

家奥托·兰克关于人类的出生焦虑及追求存在不

朽的理论基础上，他创造出了“象征不朽”研究战

争、革命和突发事件造成的“个人和历史框架中

的生命创伤”②。所谓“象征不朽”是指人出生以

后产生的对死亡即将到来的焦虑以及对生命永恒

存续的期盼③。具体到革命者身上，象征不朽表

现为“革命不朽”，指革命者追求革命事业长存的

期望以及因担心革命可能失败导致的深刻焦虑。

关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中国的政治进程，利夫顿
明确批驳了所谓党内权力斗争的阴谋论，认为中

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起源于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不朽的忧患意识。他指出：

“中国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被理解为对革

命不朽的追求。我所指的革命不朽是一种对革命

永恒发酵的共同参与感，是在持续不断的革命中

永远地‘活着’从而超越个体死亡。”④在此基础

上，利夫顿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赶超意识进

行了解读。显而易见，这些是利夫顿基于死亡焦

虑单一线索形成的主观认识。由于利夫顿的研究

缺少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撑，因此他的研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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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化程度最高、也最为抽象，实际上也远远脱离中

国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从人类对永恒生存的持

续需求出发进行的探索性推测”①。此外，利夫顿

将不朽感视为“一种存在主义的绝对物”，使得他

的研究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利夫顿是一

位精神病学家，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弗洛伊德和埃

里克森确立的框架下进行，因此，其开展毛泽东研

究的理论资源实质上是“弗洛伊德理论同存在主

义的某些分析要素的混杂物”②。

第二，理查德·所罗门③从行为科学着手的

文化心理考察。出版于１９７１年的《毛泽东的革命
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是所罗门从文化心理

角度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作品，带有白鲁恂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明显印记。所罗门从中国早

期儒家经典中探索传统中国人的育儿模式和初级

社会化过程，并对９１名中国人开展深度访谈，构
建传统中国成人对待权威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早

期儒家经典强调服从父式权威、压抑情感表达，深

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并持续影响着

现代中国。他指出，毛泽东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心

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因此要对

这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施加改造以适应政

治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新挑战。“毛泽东的领导

体现了努力改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为维持政治

影响而吸收传统因素的矛盾。”“因此毛泽东为取

得国家伟大成就而组织的新的政治和社会观念，

与中国人民身上持存的传统社会态度和政治习性

之间存在重要的紧张关系。”④所罗门运用了现代

行为科学和调查统计的方法，将他的结论建立在

大量数据基础上。因此，有学者认为所罗门的研

究“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最完整扎实的证据，

同时在处理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论上开辟了新局

面”⑤。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所罗门

的研究是基于先入之见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心理的误读⑥。无论如何，所罗门从政治

文化心理研究毛泽东的革命取向具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文化心理不可

能是整钢一块，更不会一成不变，所罗门将两千多

年中国政治文化心理同质化的处理方式是不正确

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传统政

治文化的当代出场，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历

史课题。

第三，白鲁恂⑦从人生史角度为毛泽东作心

理传记。１９７６年，白鲁恂出版《作为领袖的毛泽
东》一书，首次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以心理传记

的方式比较完整地描绘毛泽东的个性心理。他延

续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文化心理思路，同时吸收

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心理学模型，以“自恋感

和边际性人格综合征”为核心分析毛泽东的私人

形象，进而分析其对毛泽东领导风格和技能的影

响。白鲁恂分析毛泽东个性心理的目的不仅在于

“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而且想要从个性心理

因素中寻找毛泽东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

胜利的奥秘。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秘密

在于一些别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理解、唤起和

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

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⑧。即

是说，毛泽东的情感动力机制决定了他具有非凡

的情感感知能力，能够敏锐地捕捉和理解近代中

华民族要求洗刷外辱、实现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

情感，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反抗压迫、解放自身、

当家做主的民主诉求，并将这些情感冲动和力量

转化和升华为革命的强大动力。白鲁恂反对美国

学者不加反思地接受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及其思

想，主张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来看待。

因此，他的研究结合了大量毛泽东生平相关的材

料，和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是“心理历史学派”理

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Ｐｆｅｆｆ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９（３８）：１６６－１７０．
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８页。
理查德·所罗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外交官，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期间导师为白鲁恂，著有《革命不是请

客吃饭：中国毛主义革命的形象盛宴》《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谈判行为》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Ｓｏｌｏｍｏｎ．Ｍａｏ’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ｘｉｉｉ、ｐ．１．

Ｋｅｎ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ｏｆ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ｌｉｇｈｔ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７２（１）：１２８－１３６．
ＭｏｔｅＦＷ．“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Ｗｏｒｋｏ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ｌｏｍ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７２（１）：１０７－１２０．
白鲁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著有《中国政治的精神》等十多本中国研究专著。

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版，第５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论设计的一次完整呈现。

二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心理历史分析
科学评判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和心理历史

分析方法的价值和得失，必须以坚持唯物史观为

根本原则。依据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毛泽东研

究不排斥心理层面的分析，并对了解毛泽东和中

国人民的心理有一定需求。但“心理历史学派”

学者们并未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援引错误的心

理分析理论导致背离其研究初衷，走入岐路。

美国“心理历史学派”从个性心理出发研究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初衷，和毛泽东研究应秉持的

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不冲突的。历史的主体是现

实的、革命的、能动的人。恩格斯曾说：“在社会

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

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

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想的目的

的。”①这些在历史场域中活动的个人，总是在一

定历史阶段、过去遗留下来的、给定的条件下进行

生产和创造；他们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够在历史允

许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对象化，甚至在

历史关头转变发展方向。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历史

解释和研究绝不能忽视主体要素，这些要素不仅

包括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和制度，而且涵盖

个人和集体的意志、情感及相对稳定的行为和思

维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

要求。

受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的限制，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观将重点放在了“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

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

观念为中介的行动”②上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

面，为了指导和服务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人类解放

事业，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客观的社会结构矛盾

运动出发来论证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

然性，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指明方向；另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工具是科学的抽象力，

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产物。这就决定

了它不可能均等地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详

细解释，提供的不是可供直接利用的现成答案，而

是理解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必须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更注重

从经济政治关系、社会矛盾结构运动以及阶级对

立等宏观视角来看待人类实践活动，而在微观和

中观等历史现象学层面发力相对较少、解释力度

比较薄弱。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常被误解和歪曲

为经济决定论的原因，也是心理分析长期被唯物

史观分析方法排斥的依据。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向

度不意味着漠视人及其动机和意志的作用。相反

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

批判中都有涉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客观历史进

程中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晚年也不断强调，经济

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意味着政

治、文化和思想等因素是消极惰性的。社会各要

素“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

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③。普列汉诺夫对历

史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有过专门论述。他指出：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一

个心理问题。”“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

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

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

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

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④社会心理被视为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肯定。

心理因素，尤其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

中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凸显。

加之，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决定”是在

“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成立的，这条根本原则不仅

不能代替和取消具体历史研究，反而需要丰富的

历史解释来支撑其科学性。事实也证明，教条式

地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对结构性矛盾不分

场合地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偷懒行为，最终导致理

论研究的僵化。“宏大叙事如果没有大量具体的

现实研究作为支援，往往沦为干巴巴的理论推演

与熟知的框架描述而缺少实质性内容。”⑤具体到

毛泽东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全面理解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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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４９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２７２页。
李海青：《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哲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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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历史观的原理，重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性格

心理及其影响，在具体分析中利用新理论新方法

来完善和锐化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毛泽东研

究中的感知末梢。

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心理历史学派”尽管富

有创见地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妥善地解决问题。

在历史场域中活动的任一主体，必定是带有一定

动机、目的和意图的个人和群体。理解毛泽东必

须将他置于实现个人价值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

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必然涉及毛泽东的理想信念、

人生追求和情感意志等不易直接经验和量化的因

素。“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但

他们的分析方法、论证过程以及许多具体结论存

在严重缺陷，距离“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还有

很大距离。比如，从分析方法上看，心理历史分析

产生于２０世纪上半叶，本身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不

少问题。从论证过程来看，心理历史分析倾向于

用普遍的心理学概念来套用毛泽东的行为特征，

通过材料裁剪和拼凑呈现出一个“统一的”毛泽

东形象。这种分析方法和论证手法的弊端大大挫

伤了毛泽东研究领域正视心理历史分析的积

极性。

归根结底，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根本错误

在于其援引的心理分析理论违背了唯物史观。美

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们在心理史

学的引导下，始终要求实现心理与历史的辩证统

一，但事实上他们的心理学理论预先瓦解了这一

可能。“心理历史学派”的主要理论渊源是弗洛

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及相关变种。２０世纪
初，弗洛伊德在实现心理学革命后，将理论重心转

向了对原始社会和人类文明史研究。他认为，在

人格结构中，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对立中遵循着

现实原则，而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生产力发展而是

本能的压抑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步①。为

了进一步发展为一门有说服力的社会科学，精神

分析理论试图与唯物史观结成亲缘关系，与精神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流，以综合、补充和改造

马克思主义。赖希、奥兹本、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

弗洛伊德主义者均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分别侧重从人的本能需要和人的经济需要主

客两方面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批判资本主义，因

而这两种理论都是唯物主义的；二者的结合可以

各取所长，综合为对历史的物质和精神维度的全

面理解。“辩证唯物论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提

供了唯一可能的理论；同时精神分析学的这些发

现，因为是独立完成的，对于辩证唯物论之正确性

更能提供空前的最显著的证明。”②奥兹本甚至将

弗洛伊德称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唯物主义者”③。

这一思潮扩展到历史学研究，发展为心理史学④。

作为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历史学分支，它主
张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

调历史人物所在的社会环境和经历对其心理的影

响。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心理与历史的统一成为

心理历史分析的重要指针，这一点在“心理历史

学派”的毛泽东研究中也反复强调。于是，心理

历史分析自我标榜为唯物主义，或对历史唯物主

义的补充。

但精神分析理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截然不同。与唯物史观

把握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比，精神分析理论中

的“物”指向的是经验性质的精神生活。确切地

说，历史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在历史本体论

层面是完全相对的两种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强

调，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全部历史的出发

点，人类所创造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都可

以从中得到根本性的理解。“道德、宗教、形而上

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

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

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

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

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⑤而心理历史分析的

理论则恰恰相反，它以心理与历史的二元论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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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９页。
奥兹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引言第４页。
奥兹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１页。
１９１０年，弗洛伊德发表长篇评传《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回忆》，最早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历史人物。此后涌现

出了许多心理史学的作品。但通常认为，１９５７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兰格发表就职演说《下一个任务》和１９５８年艾瑞克·埃里克
森出版《青年路德———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两个历史事件共同标志着美国心理历史学的正式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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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拒绝承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历史进

程的唯一的根本性地位，反而将人的性格结构及

其所在的环境当作历史发展的双元动力。威廉·

赖希曾说，“本能的过程和社会经济的过程决定

着人类存在”①。这一论断赫然揭开了历史唯物

主义和心理历史分析在历史理解路向上存在的本

质差别。

三　对“心理历史学派”的批判美国
“心理历史学派”的心理分析理论从根本上是非

唯物主义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

论毫无价值。出于借鉴方法论资源、深化毛泽东

研究的目的，我们应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

的外在批判，以更深邃的眼光辩证看待心理历史

分析方法。

一方面应该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的

外在批判，从思想史的脉络中对其加以准确衡量

和定位。所谓外在批判是指不进入“心理历史学

派”的内在理路，而站在己方立场和知识背景的

前提下对其采取“贴标签”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批判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必须明确

的是，对结论的批判、对研究方法的批判、对方法

的理论前提的批判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

如果找不到美国学者开展毛泽东的心理分析的

“根子”，这种批判必定流于表面，既无法准确地

评价“心理历史学派”，更遑论吸收有效的研究方

法为我所用。

以苏联学者批评白鲁恂的毛泽东研究为例。

苏联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提出“在任何

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相互影响进行的研究中唯有历

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恰当的科学基础”的正确论

断，为反思和批判白鲁恂的研究指明了根本的方

向和思路。遗憾的是，他们的批评集中于历史观

上的对白鲁恂的外在超越，实际则很少深入挖掘

和“斩断”心理传记分析的“祸根”。他们没有准

确了解白鲁恂的研究，低估了批评白鲁恂的难度。

在他们看来，白鲁恂只是将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

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分析与毛泽东相关的“一些

众所周知的事实”，“对 １９４９年前的社会心理氛

围只进行了简要的概述”②，根本没有对中国社

会、文化心理以及毛泽东个人形成全面的认识。

这些判断没有准确认识白鲁恂在中国问题研究领

域中的地位。白鲁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

专家，有过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常年耕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问题研

究领域。在进入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之际，他已经

完成数部中国问题研究专著，对中国政治文化传

统、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心理状况和中国现代化

面临的挑战等关键问题都形成了自己比较明确的

判断。此外，白鲁恂的心理传记分析还吸收了以

拉斯韦尔、阿尔蒙德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以

及２０世纪中叶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学、文化学和
人类学等。由此可知，要驳倒白鲁恂的结论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对其背后的理论资源库有

一定了解和鉴别能力。白鲁恂的理论和判断当然

带有他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偏见，但通过矮化白

鲁恂来达成所谓的批判是不可取的，任何批判只

有深入到白鲁恂的研究之中才可能有的放矢、落

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心理历史学派”的毛

泽东研究，正视心理历史分析的方法论价值。从

整个社会科学，尤其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来看，心理

历史分析的价值越来越凸显。有学者指出，“重

视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以及应用现代心理学来

从事这种研究，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矛盾，而且

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将会促进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③。尽管在马克思主

义的视阈中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

理论根基和具体结论违背了唯物史观，但是其提

出的研究思路对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

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主要体现在以下可能

性之中：一是把毛泽东的心理层面当作主要研究

对象，“决定了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全新领域的

出现”④。这标志着毛泽东研究在思想理论和生

平研究等基础阵地上开拓了一片新领地，向更全

面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迈进一步；二是心理分析是

对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能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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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版，序言第１２页。
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８８－２９４页。
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３页。
尚庆飞：《略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学术界》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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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微观的角度完善毛泽东肖像的细节；三

是分析毛泽东的性格心理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

意味着心理历史分析成为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的

新问题式和有力抓手。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

历史学派”的错误和价值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

尝试着将心理历史分析发展为毛泽东研究的新范

式。这彰显出学者面对国外研究成果“为我所

用”的方法论自觉和主体意识。但处理心理与历

史的关系、从心理出发解释历史并非易事。在实

际历史进程中，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物质生产、政

治活动、思想、观念、心理、信仰和动机等理性和非

理性意识都从属于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历史科学

的研究活动要求我们将这些因素从历史总体过程

中抽象出来，把它们看作独立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并对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说明。正如史华

慈所言：“思想世界同心理机制世界的关系是一

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虽然心理因素对我们

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问题是，心理因素

究竟如何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又

达到哪种程度呢？这些问题悬而未决。”①如何在

综合考量这些影响因子的基础上看待历史主体与

客体的互动，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

解释，这仍然是贯穿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难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

对“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和心理历史分析法的

创造性转换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学界对“心

理历史学派”的研究虽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成

果，但总的来说侧重于介绍和总的批评。就借鉴

研究方法的长远目标来说，缺乏对“心理历史学

派”的全面系统的了解，缺乏对心理历史分析方

法的深入分析，缺乏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历史学和

毛泽东研究等多重谱系内的准确定位。这些都要

求深耕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方法

和理论，推动从对“心理历史学派”的质性判断到

量化分析的转变，进一步实现从批判性阅读“心

理历史学派”到自觉建构科学的心理分析范式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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