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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彭曼丽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近十年，关于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研究，研究内容方面呈现以革命话语为主体、研究内容多元的特征；话语特
征方面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时代性鲜明的特征；话语形成语境与资源方面呈现中西兼融的特征；话语建构内在逻

辑方面呈现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特征。整体而言，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宏观整

体与微观具体相结合、研究方法以文本解读为主兼用历史分析与概念分析方法、研究目的注重应用性等特征，这些研究

特征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经验与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特征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４１－０７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的话语艺术值得不断
深入研究。近十年，学界围绕毛泽东话语体系的

内容、毛泽东话语风格、毛泽东话语形成背景与资

源、毛泽东话语构建内在逻辑等发表相关学术论

文１４０多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２０多篇。特别
是２０１６年习近平同志“５·１７”讲话强调要“在指
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以来，学

界关于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研究不断深入，至今热

度不减。

一　以革命话语为主体：毛泽东话语
体系内容研究

话语一定指涉相关内容。毛泽东话语体系指

涉的内容多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教育、统一战线、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各个

方面，主题涉及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等。近

十年，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

建设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话语体

系、文化话语体系等方面，其中以革命话语为研究

的主体内容。

“革命”是毛泽东所处时代的重要主题，毛泽

东革命话语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里成果最丰富

的部分。学界围绕各时期革命话语的形成、内容、

主题、建构逻辑、结构与功能、历史贡献等展开了

广泛研究。其中，张瑞兰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角度分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与

工农相结合”思想对知识分子身份向无产阶级转

化的重要作用②。王中平认为毛泽东对五四时期

“社会改造”思潮有独特认知，认为毛泽东在“社

会改造”语境中通过阐发“主义”“民众”“阶级斗

争”“政党”等重要范畴，形成了其“革命话语”结

构③。杨帆对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革命话语在树立

共产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引导话语受众积极参

加革命以及塑造话语受众革命价值观等方面所发

挥的认知、实践与信仰功能进行了分析④。孙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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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李宏斌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建构中国革命话

语体系的路径进行了研究①。

毛泽东不仅领导了中国革命，也对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

定的建设话语体系。学界围绕毛泽东建设话语体

系的形成、主要内容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研究。其

中，陈金龙认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

中总结、利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并从这一角度

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道路、辩证法中所

包含的革命经验因子、革命经验元素、革命经验记

忆等展开了详细阐释与分析，从而构建起其建设

话语体系②。许冲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展开研究，认为通过阅

读和诠释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建设话语

是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间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
道路的一种重要尝试③。

毛泽东具有高超的政治领导才能，在革命、建

设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国实际高度契合的政治话语

体系。学界围绕毛泽东政治话语体系的主要内

容、突出特点、重要经验、历史贡献等展开了深入

研究。其中，肖泳冰对毛泽东政治话语体系的突

出特征与成功经验进行了研究④。陈金龙、邹芬

对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内容与特征、形成路径及

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研究⑤。赵士发、张昊认为，

毛泽东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形

式和话语传播方式五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政治话语

体系建构作出开创性贡献⑥。

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与艺术，

在革命、建设进程中形成了实效性很强的意识形

态话语体系。学界围绕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

设路径、作用、经验等展开了研究探讨。其中，韩

雷认为，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遵循基础上，建构起中国

特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而谋划出以大众化为主

要形式、对思想领域的斗争要及时亮剑以及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主

要路径⑦。王路坦认为，毛泽东强调通过把握意

识形态领导权以提高革命认同，巩固执政基石；把

握意识形态管理权要善抓善管宣传工作；把握意

识形态话语权重在实现话语转换，提高表达张

力⑧。霍畅、杨永志对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凝练总结⑨。

毛泽东是个文学大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

化话语体系。学界围绕毛泽东文化话语体系的话

语系统构成、阶级立场、形成动力等开展了深入研

究。其中，周平远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话语

体系由两套话语系统构成。一套是以《新民主主

义论》为代表的、立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统一战

线立场的人民性、民族性话语，体现国民文化方

针。另一套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代表的、立足于党的最高纲领和党的建设立场

的阶级性、党性话语，体现党的文艺政策。两套话

语系统既自成体系，又互动互补，构成一套整体、

稳定、动态平衡的文化话语体系瑏瑠。宋婕认为，毛

泽东实现了文化立场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

转变，从而将文化话语权从精英还给大众瑏瑡。张

文君认为，从叙事维度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是毛泽东文化动力观的哲学基础；从话语语境看，

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是毛泽东文化动力观的叙事

空间；人民群众是毛泽东文化动力观的叙事主体。

从话语层构分析，毛泽东对决定政治方向的意识

形态力量、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科学技术力量以及

展示精神生活的文学艺术力量展开了叙说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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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时代性鲜
明：毛泽东话语特征研究

近十年，学界通过深入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

的内容、时代背景、建构逻辑等，总结出毛泽东话

语具有实践性、人民性、政治性、革命性等特征。

其中，实践性与人民性体现了毛泽东话语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而政治性与革命性则体现

出毛泽东话语体系鲜明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话语体系具有实践性。骆郁廷、王瑞

认为，立足实践创新是毛泽东话语创新的突出特

色。实践是话语创新的源泉、话语创新的动力、话

语检验的标准，实践的特点决定话语的风格。因

此，创新中国话语要始终立足中国实践①。

毛泽东话语体系具有人民性。学界围绕毛泽

东人民主体话语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历史性特征、主要内容等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

研究。其中，李风华认为，毛泽东将人民话语融入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阶级话语，将民族资产阶级视

为人民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话语体

系的新发展②。代红凯对毛泽东人民主体话语建

构和表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主义特征进行

了研究③。周建伟对青年毛泽东实现从国民性改

造话语到人民性话语进步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剖

析，认为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

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

他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进而创立了以阶

级分析为基础、以人民性为核心、以合法性建构为

目的、以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

语④。赵士发、倪博闻认为毛泽东通过运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话语体系

的变革，从而建构起以“人民”为核心的话语

体系⑤。

毛泽东话语体系具有政治性与革命性已成为

学界共识。政治话语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政治性是毛泽东话语的重要特征。如前

所述，肖泳冰、陈金龙、赵士发、张昊等在分析毛泽

东政治话语主要内容、突出特点、历史贡献等方面

的同时，表明了毛泽东话语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革命话语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主体内容，革命性

也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述，张

瑞兰、王中平、杨帆、孙晓凯、李宏斌等在探讨毛泽

东革命话语的形成、内容、主题、结构与功能等问

题的同时，揭示了毛泽东话语体系的革命性特征。

毛泽东话语体系具有政治性、革命性特征结论的

得出，反映出学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研究始终

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

则。正是学界始终把毛泽东话语体系置于毛泽东

所生活的年代，置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展开

研究，才得出毛泽东话语体系具有政治性与革命

性这两大鲜明时代特征的结论。

三　中西兼融：毛泽东话语形成语境
与资源研究

话语形成有特定的语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毛泽东话语体系形成的主要语境。近十年，学

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形成语境与话语资源中的中

国哲学与西方元素进行了充分研究。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历程中，毛泽

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作出了重要贡

献，积累了宝贵经验。白清平、任晓伟对毛泽东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创新的基本前

提、基本方法、有效途径、重要形式等展开了系统

深入研究⑥。

中国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

行话语转换的重要哲学资源。毛升认为，毛泽东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又突破传统马克思

主义哲学特别是苏联哲学的话语表达，建构起中

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

语体系，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从世界背景、中国实际

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出发，完成了对中国传

统哲学的批判性继承⑦。

王振民对西方学者黑格尔、康德、海克尔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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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伟：《从国民性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项考察》，《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赵士发，倪博闻：《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白清平，任晓伟：《毛泽东是怎样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党的文献》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毛升：《传统哲学语境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转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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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话语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

究。黑格尔哲学不仅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改造哲学

进而改造国民思想的理论武器之一，也是毛泽东

在革命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党内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重要理论资料，同时还是毛泽东晚年用以表

述外交战略或国际政治观点，进行思想斗争的工

具①。康德哲学是毛泽东通达马克思主义以及进

行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阐明外交战略思想所借

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毛泽东对康德学说的批判和

借鉴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准备、形成和发展全

过程②。海克尔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一元论哲

学在毛泽东话语空间的呈现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

的转向、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政治斗争武

器的转化，在晚年毛泽东外交战略、政治哲学等领

域体现得比较明显③。

四　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
语体系的建构：毛泽东话语建构内在逻辑

研究

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势必要探寻毛泽东话

语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近十年，学界研究毛泽

东话语建构内在逻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几乎所有

研究都面向现代性或中国式现代化，都基于思考

如何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

体现了学界强烈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近十年，学界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毛泽东话语

建构逻辑。其中，王中平认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

形成是十月革命影响、唯物史观指导、对时代需要

的把握、社会实践体悟等方面的历史的、理论的和

实践的统一④。孟令蓉研究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中

“古今中外”历史逻辑对建构中国当代政治话语

体系的启示⑤。赵士发、宋雅萍认为毛泽东革命

话语通过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使中国独

立成为现代化的实践主体；通过明确革命的性质

和前途是社会主义，进而指明中国现代化道路需

经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革命

话语的建构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确立

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等都内在包含着中

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和框架⑥。李永进认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

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

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这三个“统一”构

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形成的内在逻辑⑦。于

涣茹在探讨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内在逻辑基础上

分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意义⑧。张明认为“革命”对

于毛泽东而言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在毛泽东

那里，政治革命是步入现代性的起点，经济革命是

应对沉重现代性压抑的重要工具，而文化革命更

是作为毛泽东求解现代性困境的方略而被置于重

要位置⑨。许冲认为毛泽东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革命和建设实际为出发点，以“历史”叙述为基

准、以“哲学”反思为理据、以“政治”批判为指向，

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规律基础上建构

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话语。毛泽东建构中国社会

主义话语内在逻辑中所彰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逻辑层次，对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

体系具有镜鉴、反思与启示价值瑏瑠。

五　整体性研究特点与展望
（一）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特征

综观近十年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学界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上四个方面。从整体看，毛泽东话

语体系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研究视

角宏观整体与微观具体相结合；二是研究方法注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王振民：《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黑格尔初探》，《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康德面孔》，《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王中平：《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孟令蓉：《论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及建构逻辑 ———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为中心》，《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赵士发，宋雅萍：《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和现代化意蕴》，《毛泽东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李永进：《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于涣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张明：《毛泽东革命话语的现代性维度》，《东岳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许冲：《论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逻辑理路———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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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文本为中心，兼用历史分析与概念分析方法；

三是研究目的注重应用性。近十年的研究所显示

的特征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奠定了

基础，明确了方向。

１．研究视角呈现宏观整体与微观具体相结合
的特征

部分学者从宏观视角实现对毛泽东话语体系

某一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如《中国革命经验与毛

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陈金龙，２０１３）一文从中
国革命经验出发来思考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内

在逻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话语的构建》（于涣

茹，２０１９）一文从整体出发探索毛泽东建构革命
话语的基本经验与历史地位。《毛泽东对中国现

代政治话语体系的贡献及其当代启示》（肖泳冰，

２０１３）一文高屋建瓴总结出毛泽东建构政治话语
的基本经验与当代启示。另外，《毛泽东与新中

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陈金龙、邹芬，２０２０）与
《毛泽东与中共话语体系的建构》（周直，２０２１）等
论文都是从宏观视角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的典

范。与此相反，部分学者则侧重于从微观视角深

入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的某一方面，如《毛泽东

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

释》一文，专门从修辞学角度阐释“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这一政治话语的内涵与意义①。王振

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２０２２）的一组文章分别深入分析
了海克尔、黑格尔、康德三位西方著名学者对毛泽

东话语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总体看，从宏观

视角研究的成果更多，从微观视角研究的成果

偏少。

２．研究方法以文本研究为主，兼用历史分析
与概念分析方法

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不能脱离文本，文本研

究是学界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的重要方法。综观

现有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中涉及的文本对

象主要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

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矛盾论》

《实践论》②（俗称“两论”）《新民主主义论》《反对

党八股》③几个主要文本，其实，还有很多体现毛

泽东话语风格的经典名篇，如《反对本本主义》

《改造我们的学习》《论持久战》等都可以从不同

视角对它们的话语内容、话语特征等进行深入分

析，文本研究还有待加强。

历史分析有利于清晰展现毛泽东话语体系形

成路径和建构逻辑，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学界研究

毛泽东话语体系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者从整个革

命史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相对较长时段的历

史着手分析毛泽东话语体系。如论文《从国民性

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

项考察》（周建伟，２０１６）《毛泽东人民主体话语表
达的历史嬗变》（代红凯，２０１９）《人民话语的变
迁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李风华，２０２１）《从
延安走向中国：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构建

的基本逻辑、实践路径、现实启示》（曾荣、曾沁

涵，２０２２）等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学者侧
重从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出发分析毛泽东话语体

系。如《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

话语”构建》（王中平，２０２０）《井冈山时期毛泽东
革命话语的认知、实践、信仰功能》（杨帆，２０２０）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话语权和三种话语形式的

论述探析》（常改香，２０２２）等的研究就属于此类。
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离不开对相关重要概念

的内涵、历史作用、特征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概

念分析法是学界研究毛泽东话语体系的另一重要

研究方法。周直从概念史视角对毛泽东话语体系

的建构及其当代启示展开了研究④。另外学界深

入分析的关键词有“长征”⑤“纸老虎”⑥“社会主

义改造”“赶超‘跃进’”“文化革命”⑦等。概念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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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先锐，王习胜：《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刘华初：《毛泽东“两论”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苏蓓蓓：《毛泽东话语体系建构的叙事特征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以〈以反对党八股〉为例》，《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周直：《毛泽东对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当代启示———基于概念史的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 ２

期。

杨东：《毛泽东话语中的“长征”概念与行动维度》，《求索》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于安龙：《毛泽东“老虎论”的话语建构与传播———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

期。

董平：《有关建国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关键词的思考———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主流话语体系的历史解读》，《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３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析与关键词分析有助于推进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

的深入，需进一步加强。

３．研究目的注重应用性
如前所述，近十年，学界深入探讨毛泽东话语

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为建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路径启示。这显示

出学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在于

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其中，赵士发认为在党的

建设与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需要深入把握话语

主体、话语受众以及话语内容等要素的实质与相

互关系，进而牢牢把握话语权①，并从历史语境、

基本资源、主要内容和重要功能四个方面概括了

毛泽东对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十大历史贡

献②。有学者研究了毛泽东语言艺术对提升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话语体系有效性③、高校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说服力④的指导意义。另有学

者研究了毛泽东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探索及其对提

升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启示⑤。

（二）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展望

近十年，虽然学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研究

广泛而深刻，但对毛泽东话语权与话语传播的研

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对毛泽东话语对象性特征

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对毛泽东建构话语体

系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１．对毛泽东话语传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
拓展

话语表达要通过一定的传播手段才能实现其

功能，话语传播也是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

对毛泽东话语传播的研究显然很欠缺。现有研究

只有《毛泽东思想在一个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

一文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表达传

播问题，认为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地

带的表达传播涵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精

神内涵和理论指导价值⑥。张虹分析了斯诺历次

采访毛泽东的对外话语传递功能，认为通过斯诺

采访的传播，毛泽东成功向外界展现出中国共产

党矢志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

和世界的社会革命者形象⑦。这些研究对于深化

毛泽东话语体系传播手段与艺术的认识具有启发

意义，但仍需进一步加强。

２．毛泽东话语的对象性特征研究可以进一步
深化

话语都是对一定对象的言说，言说方式要主

动契合受众的认知水平、认知特点、兴趣爱好、利

益诉求等，这样才能实现话语交流的目的。毛泽

东非常注意与谈话对象的互动，特别重视话语的

对象性特征。从现有研究看，多数研究着力于毛

泽东话语的人民主体性特征，这种研究无疑非常

重要，也反映出学界对毛泽东话语体系对象性特

征的重视，但对在特定历史境遇下人民群众的现

实境遇、利益诉求、认知特点、话语特点的分析还

不够深入。现有研究中，杨帆的《井冈山时期毛

泽东革命话语的认知、实践、信仰功能》一文在结

尾以结论的方式谈到：“在毛泽东革命话语的训

诫与规训之下，其革命话语建构了话语受众的话

语想象，进入了其话语结构，影响了其话语范式，

最终将中共革命理念导入话语受众的精神世

界。”⑧遗憾的是，在论述通过发挥革命话语的认

知、实践、信仰功能“把中共革命理念导入话语受

众的精神世界”过程中，没有对话语的对象性特

征进行深入分析。孙晓凯、李宏斌虽然认为“通

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是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实

践要求”⑨，但也没有上升到话语的对象性特征高

度来深入分析为什么说“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是

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实践要求”这一道理。

３．关于毛泽东建构话语体系方法的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

现有研究着力于对毛泽东建构话语体系的内

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但对毛泽东建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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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彭曼丽：近十年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的方法缺乏应有的总结与深入研究。比如，毛泽

东擅长讲故事，善于通过引经据典来说明道理，注

重通过主动设置话语主题来建构话语体系，善于

运用辩证法建构话语体系等，现有研究中这些方

面的成果相对较少。只有李燕对毛泽东“讲故

事”方法①，赵士发、宋雅萍对毛泽东运用辩证法

建构话语体系对现代性话语体系建构的启示②进

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建构话

语体系方法的研究。

另外，从研究内容看，学界还对毛泽东独立自

主话语体系③、实事求是话语体系④、毛泽东新闻

话语观⑤等进行了探讨。从研究成果看，近十年，

研究毛泽东革命话语的高水平文章达１０多篇，革
命话语构成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的主体部分，但

毛泽东话语体系所关涉的领域远不止现有研究所

涉及的内容。譬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对如何治理好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诸多思

考，而现有研究对毛泽东社会治理话语少有涉及。

还有诸如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如

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等等话语主题都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近十年也没有系统梳理总结毛泽东话语

体系和话语风格的高水平专著，关于毛泽东话语

体系研究亟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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