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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思考

郭琳，张放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通过对思想、信息资源等要素流通性的强调并经由时间、空间、资本三维重构，全球史路径被赋予建构性与
批判性特征。全球史路径能够给毛泽东研究带来两个方面的启发：其一是从文本类型与传播渠道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

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世界影响的深层原因进行真理性揭示。在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

一方面有助于厘清毛泽东思想流动传播的脉络，对海外既有研究形成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想

中的普遍性资源，结合地方语境呈现价值关怀，在此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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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
中国人。美国学者威尔逊（ＤｉｃｋＷｉｌｓｏｎ）认为，毛
泽东“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来自西方传统之外却有如

此影响的第一人”①。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

本的高速融合使得毛泽东的影响早已超越了马列

主义传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政治景观。毛泽

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世界最为重要和最为

复杂的政治推动力之一”，是“一条理解 ２０世纪
和２１世纪的主要线索”②。

鉴于毛泽东的世界影响与当代价值，如何进

一步深化毛泽东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传统研究范

式受制于政党与国家框架，虽能凸显毛泽东对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却难以呈现毛泽东的世

界影响和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史研究

的兴起为突破视角局限提供了新可能③。作者旨

在从时间、空间、资本三重维度批判性反思全球史

路径，探索新视角下全球史路径与毛泽东研究结

合的可能性，力图呈现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力

及其背后的价值原因，以促成有温度、有深度的中

国话语。

一　对全球史路径的批判性反思
１９９７年，西方学界开始尝试研究毛泽东思想

在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和秘鲁等国家的影响，

拉开了全球史路径下毛泽东研究的序幕④。然

而，西方学者大多囿于自身观念和文化，未能摆脱

西方价值观主导的视野瓶颈，对全球史路径的理

解有失偏颇，以此展开的关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

讨论势必带有片面性。在呈现全球史路径对于丰

富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之前，必须先借助史学理

论对该路径进行批判性反思。

历史学中先后存在三种时间处理模式：（１）
将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视为范例的后置时间模式；

（２）以社会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为据的前置时间
模式；（３）在全球史实践基础上的“整体地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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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ｗｈｏｌｅｅａｒｔｈｔｉｍｅ）模式①。显然，全球史路径
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理解时间的新方式。全球史将

关注对象“扩展到更大的地理区域、更长的时间

维度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和自然现象”，尤其关注

“不同地区、现象和时期之间的动态与互动关

系”，继而形成一种“广阔范围内的互动研究”②。

流动性无疑是全球史路径最显著的特征。全

球史“就是交流、联结、混合不断反复的历史”③。

全球史主要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

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④，“以跨地区、跨国

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

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⑤。如曼宁

（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ａｎｎｉｎｇ）所言，“全球化带来了一种革命
性的意识：人们认识到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可

以在一个跨越地域、时期和主题的框架中进行有

效地分析”⑥。

然而，如果将全球史路径化约为各种角色、要

素和力量跨越界限的交流互动，恐怕仅触及到该

路径的表层，更有陷入逻辑预设网之嫌。事实上，

全球史的萌发与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主义心态密

不可分。全球史路径的奠基之作《西方的兴起》，

尽管勾勒出几千年来“欧亚大陆生存圈”中各个

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却暗含西方与

非西方二元对立的隐匿预设，将西方之外的地区

视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作者麦克

尼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ＭｃＮｅｉｌｌ）在该书首版２５年后的
回顾中也承认，该书契合了美国战后因先进技术

和巨大财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乐观态度，“它的

论述范围和概念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

并试图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人类学者阐发的文
化传播论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⑦。

全球史路径最初在美国推行时，得到了美国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

持⑧。从推动力量来看，全球史路径早期预设中

蕴含着一种以资本主义发展为标准的“进步—落

后”二元对立线性时间观，将全球化视为自由主

义理念推动下资本形态的新阶段。随着苏联解

体、东欧剧变以及“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西方文

明裹挟着全球史路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一步推
广。针对西方学界主导下全球史路径存在的羁

绊，本文试图从其内部寻求资源，通过批判性反思

拓展新视角。

第一，重申时间的重要性。上述“整体地球

时间”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共时性和横向空间

感，对时空的过度倚重导致忽视了纵向的历时性

过程。不同的时间观代表着对历史叙事的重组，

“不同的时间框架适用于不同问题，也形塑了它

们给出的答案”⑨。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时引入

全球史路径，不仅能够洞悉各种要素水平流动的

过程，同时还能纵向分析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影响

及其后果，进而为深入评估互动交流提供保障。

此外，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交汇还构成了全球化进

程中新的时间形式，该形式使多重线索的汇聚成

为可能———人们生活在地球村这一共同空间，但

面临的生存问题和生命体验却具有“时间差”，呈

现出多元化态势，这也为不同时空的类似现象提

供了对比契机。

第二，与地方性形成关联。全球性与地方性

看似相悖，但若将两者割裂，全球进程将失去根

基。对地方性的强调可以有效抑制同质化叙事的

冲动，凸显全球化进程中的复线结构。地方性的

价值在于能够时刻提醒人们，“虽然近代早期世

界受到诸多联系的形塑，但地方多样性依然丰富，

或者说恰恰是这些联系丰富了地方多样性”瑏瑠。

美国学者德里克（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指出，只有承认区域
和文化的差异性，全球性才有意义，“不能成为地

方性的解决方案，就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全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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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①。因此，凸显地方性和实践多元性有助

于打破西方模式主导全球进程的神话叙事。

第三，围绕由资本—权力构成的主线展开叙

事。全球化进程背后的动力是资本的无限扩张与

蔓延，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

分析。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
的垄断组织借助海外市场扩大之机，不断拓展势

力范围，就如何瓜分全球资源进行协议并形成

“国际卡特尔”②。列宁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垄断的阶段称为帝国主义，揭示了全球化进程背

后的资本动力。在资本的输出与冲击下，个体与

群体的命运不再完全由自己支配，全球空间也被资

本权力严格区分为中心与边缘（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因此，必须正确认知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全球性

“总是直接与利益、立场和权力关系挂钩，受制于

知识生产的等级秩序”③，故全球史路径要时刻警

惕资本力量的侵蚀。

通过对时间、空间和资本的三维重构，全球史

路径兼具建构性与批判性特征。该路径能够在流

动与传播的新视角下挖掘传统视角容易忽视的现

象，形成新的研究议题和叙事结构。对历时性、地

方多元性的强调和对资本权力的揭示打破了西方

中心一元发展模式的神话与线性文明等级观，为

呈现地区实践的全球性提供新可能。全球史路径

的新视角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

世界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加强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研究
思想海外传播是洞察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窗

口。全球史路径下思想流动研究大体分为两类：

思想本身（文本）和思想传播渠道（人物、媒体、机

构等）。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的前提是

海外受众能够接触、接受其思想，因此，毛泽东思

想的对外宣传和海外传播是探索毛泽东世界影响

的起点。此外，传播路径根据目标受众和主体内

容而各具特征，通过个案研究和综合分析，可获悉

各传播路径的影响范围和方式，用史实和细节呈

现世界影响何以可能。

当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研究议

题主要包括三方面：（１）着眼于译介，梳理毛泽东
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机构组织；（２）梳理毛泽
东著作对外传播和海外发行状况；（３）关注毛泽
东思想的传播载体。既有研究通过对部分史料以

及历史线索的梳理，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

播奠定了基础，但若将之置于全球史路径下，对毛

泽东著述和传播过程方面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

加强。

（一）加强对毛泽东思想传播文本的研究

毛泽东著作翻译、海外发行是新中国外交史、

出版史以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靓丽景观，是毛

泽东思想在海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载体，其关

键性地位不言而喻。加强思想流动研究，应从毛

泽东相关著述在海外译介传播的情况入手。

一方面，应注意国内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献

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以往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毛

泽东选集》，该文本在系统性、完整性方面无疑最

能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全貌。然而，在海外传播并

产生实际影响的文本远不止《毛泽东选集》。例

如，毛泽东文章的外文单行本。单行本文章因其

短小精致，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阅读，在传播效

果上并不逊于《毛泽东选集》。譬如对欧洲哲学

界影响甚大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发行

的毛泽东外文单行本中（外语种类、再版次数）均

名列前茅；而在亚非拉地区产生积极影响的《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外文单行本发行

榜单中也位居前列④。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文

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等

陆续由官方出版发行。随着中外人文交流日益频

繁，这些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愈发受到海外读者以

及毛泽东研究者的青睐，这些出版物的海外传播

与利用情况亟需关注。

另一方面，应注意国外学者和友好人士编译

出版的毛泽东文献。在早期传播中，共产国际、各

国战时情报机构在译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中国成立后，国外也有许多团体自发翻译、发行毛

泽东著作。比如，冰岛、挪威先后出版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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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放，严丹：《毛泽东著述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及利用》，《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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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印度、古巴出版了毛泽东的系列重要文

章①；墨西哥格里哈尔博（Ｇｒｉｊａｌｂｏ）出版社用西班
牙语出版了 ３０种毛泽东著作②。学术界编纂的
毛泽东文献同样值得注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

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各

１０卷，以及施拉姆主编的多卷本《通向权力之路：
革命时期毛泽东文献汇编》（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
Ｐｏｗ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１２－１９４９）③。这
些文献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被频繁使用，国内

研究者也时有提及，但它们的编纂过程、发行状

况、文献价值却很少形成系统性研究。

（二）加强对毛泽东思想传播渠道的研究

除了文本的直接传播，毛泽东思想还以多种

渠道传播至海外。除了经常被提及的外宣刊物和

国际广播之外，渠道研究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加强。

首先，关注毛泽东本人在毛泽东思想传播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初期），毛泽东会见过大量外宾。这些
外宾中不仅有国家政要，还包括学者、文人、青年

学生和追求进步的革命者。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

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话题包括：（１）革命历史与理
论。强调革命理论与地方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

鼓励其他国家根据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革命之路。（２）世界格局与秩序。分
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

力量对比，呼吁不要盲目依从资本主义国家。

（３）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相关思考。这些内容
通过外宾之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构成了毛

泽东时代中国话语的基础。对毛泽东话语表达的

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建构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话语与传播机制。

其次，关注在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过程中扮

演积极角色的组织和个人。例如，中国方面，外派

的官员、留学生和援助者以各种方式———交谈、宣

讲、发放毛泽东著作等———宣传毛泽东思想。海

外方面，当地华人华侨会主动利用社会网络来宣

传毛泽东思想；来华留学生回国后很多都成为毛

泽东思想和新中国建设成绩的宣传者④；一些国

际文化名流在亲历新中国的变化后也成为毛泽东

思想的传播员⑤。反映上述传播渠道的文献、史

料在地市和高校档案馆、地方外事志、校志、厂志、

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涉及，为微观和细节研究提

供了便捷。除此之外，一些海外研究者事实上也

扮演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者的角色，他们通过译介、

研究毛泽东思想，让更多人从正面了解到毛泽东

思想之于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这一群体的作用也

有待在知识社会学脉络中进一步揭示。

最后，重视渠道内部的运转机制研究。以毛

泽东时代负责对外宣传的中国外文局为例，其内

部就如何进行对外宣传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有

留洋经历并在民国时期拥有市场化办报经验的人

员，和成长于体制内的人员以及在新中国接受外

语教育的人员之间存在观念分歧。到底应该以对

象国受众为主、依循外国的表达习惯和文化心理，

还是应该更突出中国的价值观念？由此导致外宣

策略摇摆不定。当“留洋派”占据上风时，新闻几

乎很少直接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体制派”掌管媒

体时，又容易矫枉过正，使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过于

政治化，影响海外受众的接受效果⑥。显然，毛泽

东思想的对外传播状况与渠道内部的观念张力和

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如果仅仅关注文本而忽略渠

道生产过程，就无法触及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力。

基本史料汇编和志书的陆续出版，如《中国外文

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

《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

门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４０周年纪念文
集》等，让我们获得从内部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

传播的可能性。

三　毛泽东世界影响的深层动因
西方学界关于毛泽东世界影响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三点：（１）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国际影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廖盖隆名誉主编、李峰华主编：《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页。
何明星：《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中国出版》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张放：《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２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９页。
康桥：《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页。
张放：《〈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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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包括毛泽东对欧美信奉马列主义政党的影

响①，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政治领袖如何将毛

泽东思想应用于地方革命与建设②。（２）毛泽东
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国际影响，如美国黑人运动吸

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探索

肃清奴性文化的可能性③。（３）毛泽东思想对青
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
方社会左翼激进文化运动蔓延，青年群体通过毛

泽东的话语和符号来反抗本国体制，释放不满与

焦虑④。

从上述三类研究不难发现，海外学者往往采

取冲击—回应预设，默认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源于

其关于武装革命的思考。将毛泽东思想窄化为武

装革命的思想，其影响自然就反映为指导第三世

界武装推翻当政者，以及号召西方青年群体起来

反抗现存秩序。尽管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海外最为

激烈的影响形式，但绝非全部。该预设将施加影

响的毛泽东思想和受影响的地方文化视为铁板一

块的整体，试图通过一种“进步—落后”“现代—

传统”的线性思维对两个整体之间的碰撞做出解

读。其他社会只有吸收了现代性中诸如功能专业

化以及世界“理性化”等根本特点，才能够作为社

会而存在⑤。依此标准，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语

境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是“落后”“保守”的产物。

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当这种“前现代”思想反作

用于欧美现代社会时，只会造成混乱；当作用于等

待解放和摆脱压迫的国家和地区时，也很难解决

问题。只有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和制度才能完成

救赎之重任，而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影响注定只能

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毋庸置疑，基于

该逻辑预设下的研究必然有失偏颇，如何加以纠

偏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探索毛泽东世界范围内影响背后的深层原

因，必须先搞清楚海外受众如何阅读、援引、实践

毛泽东著述和思想。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

其一，海外受众援引毛泽东著作的初衷；其二，毛

泽东思想吸引海外受众的深层思想特征。

海外援引毛泽东著作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类型是对毛泽东进行符合援引者价值立场

的学术研究。该类援引者会遵循自身价值观预设

去分析毛泽东，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批驳西方

舆论中对毛泽东的片面认识。比如，《历史天平

上的毛泽东》的作者是一批持自由主义立场并受

过区域研究训练的欧美学者，他们将毛泽东标签

化后再逐一阐述，大量援引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

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等，认为毛泽东具有国际主义责任担当意

识，锻造了包括集体主义、独立自主、铁的纪律、批

评与自我批评等维度的“无产阶级精神”⑥。这种

基于文本分析的判断完全有别于 “专制者”等西

方刻板认知，相对客观地勾勒了毛泽东形象。

第二种类型是将毛泽东思想与援引者自身知

识体系相融合，以反思和批判社会问题。该类援

引者会主动用这一来自异域的他者思想作为新的

评判标尺。比如，思想家竹内好将战后日本知识

分子被毛泽东思想吸引的原因归结为对“独立自

主”和“自力更生”的向往，而这背后是对日本民

族主体性缺失的失望与不满⑦。竹内实则分析了

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人民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将之概述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的强

调、对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的强调、对革命斗争永

恒价值的强调，在此基础上反省日本近代史和军

国主义史⑧。同样，欧陆哲学家也从毛泽东著作

中寻找批判性思想资源。波伏娃（Ｓｉｍｏｎｅ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借鉴了毛泽东关于女性平等思想，试图
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引入西方语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Ｂｅｌｄｅｎ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ｏｔｓｋｙ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ｏ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ｕｔｏｎｏｍｅｄｉａ，Ｉｎｃ．，１９８８，ｐｐ．
８８－１０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Ｃｏｏｋｅｄ．Ｍａｏ’ｓＬｉｔｔｌｅＲｅｄＢｏｏｋ：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９６．
ＲｏｂｉｎＤ．Ｇ．Ｋｅｌｌｅｙ，ＢｅｔｓｙＥｓｃｈ．“ＢｌａｃｋｌｉｋｅＭａｏ：Ｒｅ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ｌｓ，１９９９，１（４）：６－４１．
小熊英二：『１９６８＜上＞：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新曜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４—２９７页。
Ｍ．ＭｅｉｓｎｅｒａｎｄＲ．Ｍｕｒｐｈｙｅｄｓ．ＴｈｅＭｏｚａｒｔ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７６，ｐ．１０２．
ＤｉｃｋＷｉｌｓｏｎｅｄ．ＭａｏＴｓｅｔｕ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２６．
竹内好：「毛

!

东评碝」，『中央公论』，１９５１，６６（４）：１２７－１５５．
张放：《竹内实对毛泽东的研究》，《毛泽东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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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探索西方女权运动的出路①。阿尔都塞

（Ｌｏｕ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在反复阅读《矛盾论》后，
将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阐述界定

为“多元决定”（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以此反思当时
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化约

论倾向。巴迪欧（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吸收了毛泽东关
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尝试用制度化的群众路线反

思西方选举民主中的弊端②。

显然，第二种类型的研究更契合全球史路径

的批判性特征，即对资本权力的揭示，以及对由资

本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警示。通过强调地方

多样性，剖析资本逻辑和运作机制以探寻对抗资

本力量的方案。鉴于此，毛泽东的世界影响绝不

仅限于武装斗争理论，内嵌于毛泽东思想中的诸

多批判性特征才是毛泽东世界影响的深层原因。

诞生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语境的毛泽东思想是对

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也成

为反思资本逻辑、资本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智识

资源。

第一，毛泽东思想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容

易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所吸引，试图依

循资本逻辑、简单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来实

现自身发展，结果却陷入发展陷阱。面对这种情

况，毛泽东在对外交往中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

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③。不仅如此，他还将

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提高到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高

度。毛泽东指出，独立自主不意味着盲目排外，而

是要坚持开放，向外国学习。不过学习的目的是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

西”④，形成以本国传统与实践为基础的新文明。

毛泽东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应对西方资本

主义发展盲目崇拜、臣服或畏惧，必须破除这种迷

信心态⑤。只有“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⑥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这

对于苦苦探寻独立之路的被压迫者而言无疑具有

启发价值，中国经验为他们摆脱资本附庸的地位

提供了借鉴。

第二，毛泽东思想辩证地看待生产力发展和

社会关系改造之间的联系。毛泽东认为社会关系

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生产关系，还包括精神层面

的上层建筑。基于对矛盾关系的整体性思考，他

认为社会关系改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不仅能够为生产力发展破除旧有社会关系，更为

关键的是能够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

进行。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忽视人的精神塑造、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造，很容易陷入唯技术论之

极端，而资本逻辑不加限制的发展结果便是如此。

资本扩张使“世界各地人民在制度上被统一标准

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⑦，而毛泽东基于中国

国情的地方性探索恰恰为反思和批判资本逻辑提

供了武器。德里克指出，这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

模式垄断地位的尝试，这种价值关怀明显不同的

探索旨在为世界居民创造空间以抵抗全球化时代

资本的劫掠⑧。

第三，毛泽东思想肯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

不断挑起人类的原始欲望。传统上基于个人主义

的危机化解方式在面对资本逻辑的冲击时显得力

不从心，而毛泽东对于人的境况的探讨则开辟了

一条社会主义路径。毛泽东在革命进程中充分认

识到团结起来的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可以战胜任

何侵略者，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为“全世界

永久和平”作贡献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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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郭琳，等：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思考

下的人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

路充满信心，人和人之间身份平等，具有集体主义

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①。毛泽东强调个体与共同

体之间密不可分，该观点与个人主义针锋相对，为

抵制资本逻辑、重建现代人的价值提供了新选择。

毛泽东思想中的三个维度对于批判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和资本文化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当然，

这并非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中的批判性资源局限于

上述三点。本文旨在强调，理解毛泽东深层影响

的基础是熟知毛泽东思想，并透过资本主义发展

轨迹和弊病，重新挖掘和审视毛泽东思想，进而将

相应的资源与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语境相结

合，避免大而化之谈影响。

结语

全球史路径新视角兼具建构性与批判性特

征，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大有裨益。尽管目前西

方学术界已有不少作品开始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全

球史，但由于研究者缺少对毛泽东思想价值和意

义的深层体认，其研究易于集中到某一类现象，得

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海

外传播主要由中国推动，而毛泽东思想蕴含的批

判性资源则为反思资本全球发展提供了中国方

案，中国学者理应为全球史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

作出更多贡献。特别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

并存的当下，重新思考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毛

泽东思想所具有的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性意义，

或许能够在全球化趋势和地方多样性之间找到相

契合的交汇处，而不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

立思维方式看待两种诞生于不同传统的发展脉

络。全球史路径新视角下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

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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