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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毛泽东思想研究
的动态与展望①

———基于ＣＮＫＩ硕博论文的统计分析

李佑新，郑凤娇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来，硕士和博士论文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日益升温，论文数量逐年增

长。研究内容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研究视角也开始呈现多学科的融入与交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

在一些不足，如重复研究的现象普遍，与同期学术前沿的差距明显，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仍有待创新，这些不足也为今后

硕博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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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

的历史地位，明确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为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依据，

毛泽东思想及生平的学术研究进入繁荣状态，产生了大量成果。１９７８年以来，国内发表以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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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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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２００００余篇。同时，毛泽东思想及生平也进入了高校硕士和博士论文（以下简称
为硕博论文）的研究视野，并呈逐年升温的态势。在此，笔者以中国知网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收录的国内高校
硕博论文为考察对象，对２０多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动态作一简要评述。需要指出的是，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硕博论文也时有出现，本文并未列入。

１　研究基本情况统计
１．１　研究的数量及时间分布

自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底，知网共收录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硕博论文共１４８０篇（以“毛泽东”
为题名检索获得），其中博士论文１０５篇，硕士论文１３７５篇。在收录的论文中，以“毛泽东思想”为主题
研究的论文共１３６１篇，另有１２９篇主要为文字、语言、艺术、课改类。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共１３篇，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年共１４６７篇，数量逐年增加，如图１所示，自２００１年的１０篇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８８篇。其中由于
知网更新速度的原因，２０１４年仅收录８１篇。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硕博论文数量统计图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２００１年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硕博论文数
量迅速增长。这表明，自新世纪以来，随着高校党史、思政等专业硕博研究生人数的增加，也随着学术界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这一领域。同时随着论文数量和质

量的提升，硕博论文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

１．２　研究的高校及学科专业
据统计，知网收录的１４８０篇硕博论文主要来源于全国１００余所高校，其中师范类院校共６０２篇，

发文量占总量的４０．６８％，这表明师范类院校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重点和多产区。研究数量在２０篇以
上的高校约１４所，如表１所示，其中排名居前三位的是湘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分别
为９４、９１、７８篇。从研究的地域看，湖南省高校共２１１篇，占总篇数的１４．２６％，是论文数量最多、最集中
的省份，这与湖南省作为伟人故里得天独厚的优势、省内学子的伟人情结以及高校对毛泽东研究的重视

息息相关。此外，北京、吉林、河北、山东等省市也是毛泽东研究比较集中的地区。从研究的时间来看，

中共中央党校是该领域硕博论文研究最早的高校，知网收录了其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内共９篇博士论文。中
共中央党校也凭借其研究的影响力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了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一大前沿

阵地。

表１　毛泽东思想研究硕博论文高校分布情况统计表

学校 篇数 ％ 学校 篇数 ％ 学校 篇数 ％

湘潭大学 ９４ ６．３５ 河北师范大学 ３８ ２．５７ 山东师范大学 ２９ １．９６

东北师范大学 ９１ ６．１５ 中共中央党校 ３９ ２．６４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８ １．８９

湖南师范大学 ７８ ５．２７ 河北大学 ３５ ２．３６ 武汉大学 ２４ １．６２

河南大学 ５２ ３．５１ 西南大学 ３６ ２．４３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 １．３５

华中师范大学 ５３ ３．５８ 山东大学 ３６ ２．４３ 合计 ６５３ ４４．１２

从学科专业统计，毛泽东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分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等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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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专业，收录的硕博论文达１２６１篇，占总量的８７．９７％，如表２所示。此外，教育学、伦理学、政治
经济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也有少量相关领域的研究，共收录论文５９篇。结果表明，
相对于其他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事毛泽东思想

研究的传统学科和核心专业，这３个专业的论文占到总量的７８．２４％。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
科领域也不断拓展，呈现出多学科相融入、相交叉的特点，这也是今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大趋势。

表２　毛泽东思想研究硕博论文学科专业分布统计表

学科专业 篇数 ％ 学科专业 篇数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政 ７３９ ４９．３８ 中国近现代史 ４７ ３．１９

中共党史 ２８３ １９．３１ 行政管理 ２２ １．５３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３６ ９．３１ 政治学理论 １５ ０．７６

科社与国际共产主义 ４９ ３．４０ 哲学、中国哲学 １１ ０．６９

合计 １３０２ ８７．９７

２　研究的主要动态
２．１　研究的内容

从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硕博论文的选题来看，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既涉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向联系研究，也涉及毛泽东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横向比较研究，更包括毛泽东思想在

各层面、各时期的具体内容。

２．１．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视阈进行研究自然成了硕博论文的一个主要内容。据统计，该领域的硕博论文约３９篇，主要从以
下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与贡献。吴俊峰（２００３）［１］首先论述了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和影响。此后，许苓苓（２０１０）［２］、王志飞（２０１４）［３］等的近２０篇
论文主要从不同历史时期，或从毛泽东的不同年龄阶段，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

经验总结、理论贡献及当代价值。二是毛泽东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关系。研究二者关系的一个前提在于如何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即是从毛

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算起还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丁娅（２００９）［４］等认为毛泽东对社会
主义建设探索与形成的相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与逻辑起点，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经验和实践借鉴。熊燕华（２０１２）［５］等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前者形成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后者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两者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延

续性。

２．１．２　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行政、教育、哲学、党建、军事、

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等诸多层面的具体思想。从某一层面出发，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展开研究，是

硕博论文研究的重点。根据对１９９１年以来硕博论文的统计，对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毛
泽东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１７个方面约５４２篇论文，如表３所示。

表３　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研究统计一览表

研究主题 篇数 研究主题 篇数 研究主题 篇数

政治思想 ７３ 党建思想 ２６ 群众路线思想 ８

经济思想 １０４ 外交国防思想 ２４ 统一战线思想 ８

行政思想 ３３ 军事思想 １７ 国际战略思想 ９

教育思想 ８９ 文艺思想 １２ 科技思想 ７

文化思想 ７３ 知识分子思想 １１ 多党合作思想 ５

哲学思想 ３１ 农民观 １２ 合计 ５４２

一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民主、法治、民主政治、民族、民生思想等，其中民主与民主政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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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共２９篇，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作者普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和
核心内容，并辩证分析了这一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价值与局限性。此外，也有作者针对毛泽东

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稳定观、政治发展观、政治权力观、国家政权思想和法治思想等展开研究。二是毛泽

东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经济建设、农业发展、工业化思想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其中，在发展农业上，

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利益保护思想等方面；在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作者集中论述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缘由、过程、经验及教训。三是毛泽东的行政思想，其中廉

政思想是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关论文共１１篇，主要涉及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依据、主要内容、建设经
验和当代启示等。此外，一些作者从政府管理、行政决策、行政发展、行政人格、行政伦理等角度来研究

毛泽东的行政管理思想，其中以湘潭大学最具代表性，收录的论文达１７篇。四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该领域涉及的内容很多，在教育对象上包括毛泽东的农民教育、干部教育、学生教育、青年教育思想；在

教育类型上涉及毛泽东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农村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上包括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

育、爱国教育、廉政教育、人本教育、军事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其中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

研究的重点，相关论文达２２篇。五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该领域，作者或从某一历史阶段对毛泽东
的文化思想进行整体考量，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传统文化观、农村文化建设思想等

具体内容展开论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郁文羽（２０１２）［６］选择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独特视角，分析了毛
泽东对封建旧文化的代表———奴性文化的批判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六是毛泽东的哲学思

想，主要涉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战争哲学、民族哲学和外交哲学思想等内容。此

外，也有作者如杨扬（２００９）［７］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联系，研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
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七是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党的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作者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执政党廉政建设

等方面，总结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对当前党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借鉴。此外，毛泽东的文艺、

军事、外交等思想，也是不少作者选择研究的内容。关于毛泽东群众路线、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多党合

作、国际战略等思想，也散见于一些论文研究当中。

２．１．３　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李莉（２０００）［８］将毛泽东与邓

小平的赶超战略思想作对比分析，在硕博论文领域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至今方兴未艾，成果

显著，知网收录的相关硕博论文达１４０余篇。总体而言，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集中体现为将毛泽东与
其他历史人物，针对某一思想层面的横向比较。首先是与邓小平思想的比较，相关论文达１１０余篇，内
容涉及民主、法治、行政、教育、政党建设、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外交战略、国家安

全、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利用资本主义等一系列主题，以及两位领导人的人生观、价值

观、理想信念、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其次是与其他领导人思想的比较，例如与列宁的东方理论、民族理

论和过渡思想作对比分析，与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文化思想、共和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展开比较，与刘少

奇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围绕经济建设、农业合作化等主题的思想分歧。此外，还包括与同期知识分

子的比较，例如与梁漱溟在农民观、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现代化方面的对比研究，与陈翰笙在农村调

查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另外，还有个别作者将毛泽东思想与一些领导干部的观点作对比分析，例如与建

国初期邓子恢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作比较等。

２．２　研究的方法
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展，也随着学科交流的日益频繁，硕博论文的研究

方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开始打破传统的学科范式，与其他学科相融入，具体研究

方法的运用也逐渐多样化。

２．２．１　注重从不同学科角度展开研究
早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尤其是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角

度，针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一具体内容展开研究，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硕博论文。随着学科交流的日益频
繁和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借用其它学科研究毛泽东思想成为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呈
现出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拓展了研究视域与范围。首先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当前从管

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宗教学、刑法学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文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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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黄雅婧（２０１３）［９］从刑法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犯罪学思想的来源、发展及当代价值；马璐璐
（２０１４）［１０］等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对于佛教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认识及现代启示；刘兴亮
（２０１３）［１１］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诠释中华传统墨学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梅晶（２０１４）［１２］从生态学
的角度，阐述毛泽东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等。其次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跨学科研究带来了该领

域多种学科范式的交叉与融合。如蔡道通（２００２）［１３］用哲学中的辩证法研究毛泽东的刑事政策思想，指
出毛泽东刑法思想既体现了“正义和秩序”的法理价值，又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将法理学与哲学两种

不同的学科范式相融合；陈瑶姬（２０１３）［１４］研究心理传记学视角下的毛泽东，将心理学的理论与史料考
证相结合，全面剖析毛泽东这一著名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体现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

２．２．２　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多样化
纵观１９９０年以来的硕博论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均属于定性研究类型，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有文献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辩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每篇论文至少运用三种研究方法，其

中最普遍的是文献法。除此之外，硕博论文在研究毛泽东具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时，往往通过历史

分析法，把握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凭借逻辑分析法，把握毛泽东某一思想的内在构成要素及

其逻辑统一性；运用辩证分析法，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既看到其历史

功绩和当代价值，又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并将比较分析法普遍运用于毛泽东与其他历史

人物的对比研究中。此外，还有少数论文采用了个案研究及实证研究法，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多样

化。例如，姜立娟（２００８）［１５］选择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为个案，通过比较毛泽东妇女思想在不同时代的
不同内容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妇女政策的变化，来达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过程的把握。

叶熙宇（２０１２）［１６］以毛泽东《党委会工作方法》作为实证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毛泽东党委会议工作思想
为主题展开研究。

３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硕博论文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广泛、翔实的，基本涉及了毛泽东

思想领域的各个层面，一部分作者还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挖掘。但是整体观之，

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地方。

３．１　研究内容重复的现象普遍
从硕博论文研究的主题和具体内容来看，重复研究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

题的重复。当前不少论文的选题仍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传统领域，未能跳出前人研究的视野，导致

选题在不同时期简单重复的现象。例如，自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以“毛泽东民主思想”为选题的论文达１７
篇，除４篇从江西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晚年时期进行论述和３篇与孙中山、邓小平的
民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外，其余１０篇的选题几乎完全相同，研究内容也都是涉及毛泽东的民主实践，及
其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和当代启示等。此外，在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群

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思想的选题中，重复研究的现象同样明显，在其他选题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是研究思路与见解的重复。对于选题相近或执同一选题的论文，虽然少数能在研究视角、理论工具或

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但总体而言人云亦云的见解较多，提出创新性观点的较少。不少论文缺乏新意，

或照搬前人的研究思路和观点，只在史料和论述上稍作调整；或只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填入旧材料，或简

单综合他人的观点连缀成篇，这些在其他研究领域见到的弊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同样明显。

３．２　研究方法的运用欠缺规范和科学
相对于早期的文章，近年来的硕博论文开始突破传统学科研究的范式，呈现出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

交叉的特点，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域与范围。但从已有的硕博论文来看，研究方法的运用仍有失

规范和科学，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方法选择的随意性大。从抽取的部分硕博论文来看，一些作者往往

重视研究内容而忽略研究方法，在文中并未提及或未详细阐述全文采取了哪些研究方法；一些作者将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等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简单归结为研究方法；还有部分作者

在文中提到使用了观察法、实证分析法等，但全文却并没有观察记录和实证研究的痕迹。二是单一采取

定性研究方法。虽然学术界在该领域常采取访谈法、调查法等一些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尝试将科

学归纳法、统计法等一些自然科学方法纳入研究中，但仍未有硕博论文突破定性研究的思维局限，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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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仍以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定性研究为主。三是未做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真正

融合。一些作者为突出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研究时，并未认真甄别其研究范式是

否适合此领域，而是将某种学科的范式或者既成观点简单生硬地套在自己的论文中，并未达到跨学科研

究的真正效果。

３．３　研究水平与同期学术界存在差距
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总体来说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前

沿学者的研究，首先建立在对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即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以完整、真实的史实

为依据。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者们的研究往往立足于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或理论界有争议

的学术问题，通过详实的史料记载和有力论证，还原事实真相或提出独到见解。三是具有洞察时代热点

的敏锐性。学界往往崇尚以时代发展为研究诉求，以理论前沿为争鸣热点，这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理论含

量，也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此相比，同期硕博论文的研究则存在明显差距。

一是研究时间的滞后性。硕博论文研究主题的选择，除取决于作者本身所处的学科范畴外，学术界

的影响和推动也是重要因素，即当该学科领域内某一问题引起学术界热议甚至争论后，才逐渐被纳入硕

博论文研究的视野。例如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能否与马克
思主义相提并论，能否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理论来源”，这些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也加深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之外的其他因素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而同期硕博论文并没

有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只在少数研究毛泽东

具体思想的论文章节中稍有涉及。又如晚年毛泽东研究，该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重点在于应否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对社会主
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等方面。相比之下，同期硕博论文主要从整个历史阶段研究毛泽

东思想，虽有巨旺民（１９９７）［１７］等作者研究了晚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对
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提法、晚年失误的原因等具体问题鲜有涉及。

二是所提见解的趋同性。相对于学术界的观点分歧和激烈争锋而言，硕博论文则少了一种质疑和

批判的学术精神，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往往提出相似甚至雷同的见解。例如，自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这一

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分歧与争鸣，从而形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相对而言，硕博论文在论述两大

理论成果的关系时，虽有少数提到了学术界的争议，但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应包括在内”，论证的

思路也近乎一致。

三是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换研究的领域和主题。

例如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学界这一研究主题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９０年代随着“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明确提出而成为一大热点，主要集中于两位领导者的

个人比较和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理论之间的比较。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毛泽
东、邓小平思想比较仍是研究的主流，但同时，毛泽东思想与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以及毛泽

东与江泽民、胡锦涛、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鲁迅等历史人物的比较也大量被涉及；此外，不少学者还

将视角转向不同历史时期与年龄阶段毛泽东思想的纵向比较［１８］。与此相比，硕博论文对毛泽东思想的

比较研究从２０００年以后逐渐升温，且集中于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比较，少数论文也涉及了与其他人物
的比较，但都局限于横向比较层面。

４　未来研究展望
硕博论文既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硕博论文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动态的把握和研究中存在不足的分析，
笔者对未来硕博论文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４．１　研究内容应紧跟学术前沿，把握时代热点
为缩小与学界前沿研究的差距，未来硕博论文应紧跟学术前沿的发展，洞察时代主题的变换，使研

究内容既植根于历史，也符合现实，更具有时代气息。结合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和时代热点，笔者认为以

下问题今后有深入研究的可能：一是关于毛泽东历史功过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正确评价，这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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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

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

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１９］这对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近年来，少数

精英分子以学术研究为面目，以实证史学为标榜，掀起了一股以否定、批判毛泽东为基本取向的“非毛

化”浪潮，且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恶劣影响［２０］。因此，科学认

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与“非毛化思潮”开展积极的理论斗争，将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

课题。

二是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

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２１］。当前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也与党的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

势，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之道，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关于“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及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也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历史传承与逻辑关系，值得引起关注。

三是在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审视。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议

题的提出，学术界围绕“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形成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一贯主张“全盘西化”的宪政派，以中国要实施宪政和法治为幌子，公然要求废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

主专政”，其论调不仅颠覆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相背离。

因此，在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下，未来硕博论文的研究可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与系列

著作的视角，阐述人民民主专政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关系；从法治反腐与依法执政的角度，结合当前习近

平关于治国理政和全面治党的系列论述，对毛泽东关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思想、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思

想作出新的审视。

４．２　研究领域可往更具体、更微观的层面推进
近年来，一些硕博论文作者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理论前沿，将毛泽东思想研究从宏观领域推向更具

体、更微观的层面，这不仅是当前研究主题上的创新，也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可将传

统领域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例如，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是一个学界研究已久的主题，但在硕博论文

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小，而且没有突破在统一战线理论中研究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的传统思维，没有把

它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理论来研究，因此，这一理论的完善需要展开更多微观细致的研究。又如，毛泽

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在硕博论文中虽涉及较多，但毛泽东思想与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毛泽东

与老一辈革命家和知识分子的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与年龄阶段毛泽东思想的纵向比较，仍有很大的

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可将前沿和热点问题推向微观研究。如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世纪以

来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渊源的角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影响毛泽东思想

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因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宏观把握推向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微观考量。而当前大

部分硕博论文仍停留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理论贡献与基本经验等宏观层面，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域外”理论渊源、传统文化根源等微观层面来展开。

４．３　研究视角应有所拓展，用更开放的眼光来推动研究
一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只有通过多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的结合，才能使研究从视角上推陈

出新。例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视角的变换。胡哲峰、孙彦的著作《毛泽东谈毛泽东》，以及曹固强

《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李亮《毛泽东思想提出与宣传过程中的毛泽东认识因素》等文章，从毛

泽东本人的视角，去探讨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还有学者借用西方理论开展研究，如童小溪引入葛兰西的

文化盟主权理论对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诠释［２２］；苗东升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视野中考

察毛泽东《实践论》的先进性［２３］；郭淑兰等从发生学的层面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逻辑解读［２４］，

这些研究视角颇为新颖，能给硕博论文研究以借鉴。二是要用更加开放的眼光来推动研究。目前，大部

分学者的视野局限于国内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没有很好的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毛

泽东思想研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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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今后硕博论文的研究应开阔视野，吸收借鉴国外研究的最新动态

和成果，整合中外学术力量，共同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

４．４　研究方法应多借鉴其他学科，力求规范和创新
一是应多借鉴其他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今后硕博论文应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

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到毛泽东研究中，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发生———发

展学”和“新制度主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将来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内都应得到很好

的运用。也可尝试引入定量研究方法，如访谈法、调查法、过程———事件分析法等，进一步提高毛泽东思

想研究的科学性。在借鉴的同时，还应注重对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不同研究方法之间扬长补短，改

变目前研究方法选取单一化、随意化的现象。二是增强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前面述评指出，已

有作者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但往往生搬硬

套，未做到跨学科研究的真正融合。所以在今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既要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注重文献的解读和史料的考证；又要谨慎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认真甄别其研究范式是否适合这

一领域，使二者真正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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