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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动态

王振民，李雨潇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摘　要：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呈现出热点突出、“多面开花”的基本态势。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
思想、政治思想、国际影响、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成为国外学者研讨的重要议题。整体来看，研究论题的全方位多领域、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良莠不齐的现象固存，是近几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全面了解国外

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对于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毛泽东研究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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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以

及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一大批国外

学者对毛泽东研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并

且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①。本文通过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牛津大学 ＳＥＡＲＣＨＯＸＦＯＲＤ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ＯＮＬＩＮＥ（以下简称“ＳＯＬＯ”）数据库收
录的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以及对研

究内容的考查，力求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国外毛泽

东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基本态势、重要议题、显

著特征等，为国内学界了解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周年前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动态提供一
个窗口。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批判性吸收、借鉴其

中优秀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新时代毛泽东研究说

“新话”，上“新台阶”不无裨益。

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
基本态势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分析主要

借助牛津大学ＳＯＬＯ数据库在这一期间所收录的
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对其数量、研究者分布地区

和高频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一）论文和著作数量统计分析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载体主要是论

文和著作。在牛津大学 ＳＯＬＯ数据库，将关键词
限定为“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并将时间设定为 ２０２０年至
２０２４年进行统计，相关研究成果 ８００余篇，将
“Ｍａｏｉｓｍ＼ｍａｏｉｓｍ”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研
究成果２００余篇，总计达到１０００余篇。

除在期刊发表的论文外，国外学者还出版了

许多学术著作。以“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为关键词，约有
１００余本著作。以“Ｍａｏｉｓｍ＼ｍａｏｉｓｍ”为关键词，约
为２００余本著作。两项学术著作总计约为３００余
本。上述检索情况，充分说明国外学者对于毛泽

东研究的热度不减。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现了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解读和应用情况，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

内的广泛影响力，共同构建了一幅关于这位历史

巨人及其复杂遗产的多维画卷。

（二）研究者分布地区情况分析②

这几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

地域性分布特征，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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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洲、加拿大等拥有丰富学术资源和研究传统

的国家。同时，苏丹、南非、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

的学者也有新成果问世。

日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不仅

源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关系，更与日本

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关注密切相关。２０２０年石
川祯浩在《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中收录了

多位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从历史、政治、文化等

维度重新评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①。不

仅研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与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等问

题，还通过研究毛泽东对国外社会运动的影响，揭

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在全球左翼政治

中的角色。同年，石川祯浩的《红星是怎样升起

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毛泽东照片之谜入

手，多角度查考了毛泽东早期形象错综复杂的形

成、改变和传播过程。日本史学研究会主办的

《史林》评价，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是理解依然如

谜题一般的中国巨人毛泽东的重要一步”②。

２０２４年，东京大学中兼和津次撰写并英译《毛泽
东与当代中国：真理从何而来》，研究了毛泽东哲

学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时

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毛泽东人格魅力

以及毛泽东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③。作者认为，

即便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他的影响仍深刻根植

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中。

欧美地区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颇丰。２０２０
年詹姆斯·法利和马修·约翰逊编辑的《重新定

义现代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从

历史、文化和宣传等多学科视角，详细讨论了毛泽

东时期至新时代的宣传策略及其内涵的演变④。

同时，通过对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宣传策略的比较

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主要集中在革

命动员和意识形态教育，而新时代的宣传侧重于

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民族复兴。２０２１年，哈佛大
学托尼·赛奇在《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中国共产

党的一百年》中强调，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思想

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

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其个人的

魅力和政治策略，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小规模的

革命团体转变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党⑤。剑桥大学

克里斯·马奎斯和美国东北大学坤元乔２０２２年
编写的《毛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根源》探讨了

毛泽东的一些重要经济思想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

之间的联系。作者指出，尽管西方观察家通常将

中国当前的经济成功归因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但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同

样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⑥。２０２２
年，伦敦国王学院的戴维·马丁·琼斯和 Ｍ．Ｌ．Ｒ．
史密斯在《西方毛主义的策略：暴力运动与激进

左翼》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

改造来破坏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建立新的社会

秩序，他的革命理念在当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运动

中仍有体现⑦。

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非洲地

区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一些

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其中，

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高尔韦在
《全球毛泽东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红色福音与柬

埔寨共产主义运动（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中，借用
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模型，分析了毛泽

东思想如何从中国传播到全球，尤其是对柬埔寨

共产党的影响⑧。

（三）高频词汇计算分析

为更深入地了解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

著特点与趋势，本文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编程语言对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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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献的高频词汇进行计算和分析。在这一过程

中，笔者仔细整理并筛选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献

资料，确定并导出了出现频率在前５００的高频词。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有意忽略了介词和诸如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Ｍａｏｉｓｍ”“Ｃｈｉｎａ”和“Ｃｈｉｎｅｓｅ”等词
汇，以更准确地揭示其他关键词的统计权重。表

１是排名前２０的高频词汇。
表１　高频词汇频数统计

编号 高频词汇 频数 编号 高频词汇 频数

１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２４３６ 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１４２３

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３００ １２ Ｘｉ（习近平） １２４８

３ Ｐｏｗｅｒ ２１８４ １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２０７

４ Ｓｏｃｉａｌ ２０３７ １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１９８

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１９４１ １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１０１２

６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１１ １６ Ｓｏｖｉｅｔ １０１０

７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１８９３ １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８４１

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１８４９ １８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８３４

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５４３ １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８１３

１０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１４６８ ２０ Ｍｏｄｅｒｎ ８０２

通过表１可以发现，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
呈现两个基本态势：一是热点突出。毛泽东的

“超凡的个人魅力”、“革命”思想以及“影响力”

成为国外学者话语体系中最为关切的内容。二是

“多面开花”。毛泽东对“社会”“文化”“世界”

“共产主义”“历史”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及毛

泽东的“领导能力”、宣传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

想、意识形态理论、国家观等都被国外学者纳入研

究视野。

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
主要议题

近五年国外学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议题十

分广泛，不仅涉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思想、

政治思想、国际影响等内容，而且对毛泽东外交思

想、军事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

成为国外学者持续研究的重要对象。

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研究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阿敏达·史密斯在《毛泽

东思想活的灵魂》一文中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一

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它既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也融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掌握并验证关于物质和社会现

实的真理，进而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策略，以革命的

方式改造世界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杰曼·霍斯顿

认为，朱熹重视“心”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使得

毛泽东同样强调个人的意识和文化在社会变革中

的重要性；新儒家关于“学以致用”“中”与“和”

的思想有助于毛泽东理解实践和认识、矛盾的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王阳明的“心即理”

“知行合一”和毛泽东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和主观

能动性相呼应，这些新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丰富元

素被毛泽东吸收并“用以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争

取人权和民主化的持续斗争”②。

圣保罗联邦大学的若昂·吉列尔梅·阿尔瓦

雷斯·德法里亚斯在《毛泽东的方法论贡献：苏

联国家批判笔记》③中指出，毛泽东的方法论注重

从内部矛盾出发解释社会现象，强调内因是社会

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作者认

为，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建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读之上，并且为理解苏

维埃国家提供了新的视角。

２．“两论”研究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托马斯·比德韦尔在《矛

盾论与主体论思想———金日成和毛泽东因社会政

治条件而对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改造》中认

为：“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运用和发

展；毛泽东十分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和

作用，并将“矛盾”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以此分

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矛盾论》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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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对辩证法贡献的顶峰”①。

德鲁夫·贾恩在《毛泽东 （１８９３—１９７６）》中
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

核心”，他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

系，若因他的曲折探索而忽略他的理论贡献和持

久影响是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的复

杂程度，使得毛泽东及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②。

莱顿大学的贝尔坎特·伊萨耶夫在《毛泽东

的辩证唯物主义：翻译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毛泽

东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的原始思想“创造性翻译”到中国语境中的过程，

不仅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动态适应和

本土化，还使其能够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和社会背

景中发挥作用③。

东京大学的中兼和津次强调，毛泽东哲学是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两论”不仅是“理

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个途径”，也是“理解当代

中国的一把重要钥匙”④。

（二）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领袖，毛

泽东在文化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主

张。国外学者不仅分析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

还对毛泽东宣传思想以及一些重要文本进行了

研究。

（１）意识形态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贾夫
龙·阿卜杜齐莫夫在《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中

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构成了毛泽东

意识形态政策的基石；实践的重要性被毛泽东高

度重视，并运用于社会变革当中；毛泽东重视教育

和意识的概念，并强调教育是实现社会变革必不

可少的途径⑤。此外，他还阐释了毛泽东是如何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独特

的意识形态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应用。

（２）宣传思想和政策问题。英国公开大学的
艾米·简·巴恩斯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哈里特·

埃文斯在《中国宣传海报中的革命英雄》⑥《大英

图书馆展出的中国宣传海报》⑦《中国宣传海

报》⑧等文章中指出，宣传海报不仅是传播毛泽东

意识形态政策的重要工具，还具有塑造革命英雄

形象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的价值功效，在中国社

会中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和动员作用，影响了几代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加拿大历史学家齐

慕实在《中国的导向性公共领域———毛时代宣传

国家的历史视角》一文中强调：“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待毛泽东的宣传政策是十分有价值的，毛泽东

时代的宣传体系及其赖以运作的基本意识形

态———整风学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对悠久的治

国传统所做贡献的一部分。”⑨

（３）重要文本研究。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宇野
木洋在《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参照系讨论》中探讨了文艺政策在中国意识形

态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体现。文章指出，尽管形

式上有所变化，但毛泽东时代和新时代的文艺政

策都强调文艺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都坚持政

治标准的优先性，都倡导文艺创作者深入了解并

表达“工农兵”的现实和需求瑏瑠。尼赫鲁大学的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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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密特拉则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

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托，在《新

文化的形成———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与艺术》一

文中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强调艺术和文学应当

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他的文艺政

策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认为艺术应当为政治服

务，号召通过艺术作品激励人民为革命事业

奋斗①。

（三）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政治思想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话

题。近几年来国外就下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１）正义感。乌兹别克斯坦的贾夫隆·阿卜
达齐莫夫指出，毛泽东政治思想“不仅有趣、有分

量，而且与现实世界相称，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感是

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唯一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

素，他始终关注的是什么对中国来说是正确

的”②。这种正义感不仅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驱

动力，也是实行政治政策和决策的基础。

（２）“继续革命论”。日本学者金承熙在为纪
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３０周年写的《再论“继续革
命论”》中指出，“‘继续革命论’是无产阶级政党

在夺取政权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理论依据，也

是新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建设

的重要理论依据，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毛泽东

这一思想“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继续推进革命、处理阶级矛盾以及与非马克

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需要；中共二十大将‘自我

革命’定义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

党保持进步性、进行防腐拒变的需要，从理论上保

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核心，是

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③。

（３）统一战线。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伊
曼纽尔·乔达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胜的

法宝》中认为，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强化了党

的统一性和战斗力，展示了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

和策略运用能力④。广岛大学的水羽信男则详细

分析了毛泽东在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的统一战线策略，
并指出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

政策方向和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⑤。吉尔

斯·吉厄在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产阶级

（１９４９—）：从联合到抑制再到当代相互依存》中
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资产阶

级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认为，现代中国在延续

毛泽东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这一政策的基础上，

更加强调通过合作和支持来确保私营企业的发展

与国家的战略目标一致⑥。

（４）新民主主义理论。京都大学江田宪治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如何确立的？———以

中共中央的“五四”纪念论述和国共关系为线索》

中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复杂且

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不仅反映了中国特定的

历史和社会条件，还融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广泛视角，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划时代的理论

贡献⑦。

（四）毛泽东国际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国际影响的研究

集中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以

及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

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也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无数争取自由与

正义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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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影响。美国哈
佛大学的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全球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的去殖民化历史》中指出，毛泽东思

想是全球反殖民运动中重要政治力量的理论基础

之一，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鼓舞了反帝国主义和

反殖民主义的运动①。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洪轩

等学者在《“已取得成就的继承者”：Ｄ．Ｎ．艾迪特、
印尼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中强
调，艾迪特策略的成功归因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有

效本土化和创新应用②。印度布尔达万大学的斯

瓦吉特·高什在《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从

纳萨尔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中指出，纳萨尔派运

动深受“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出

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及其对党的领

导的重视等观点被印度毛派广泛采纳，他们使用

这些策略来增强地位扩大影响③。

（２）对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影响。英国诺丁
汉大学乔·帕特曼在《毛泽东、中国与黑人解放》

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坚决支持美国黑人为种族平

等和自由而进行解放斗争的“光辉的榜样”；中国

坚定不移地秉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

立场根植于“毛泽东的革命国际主义”④。詹姆

斯·格辛·埃文斯在《毛泽东思想、反帝国主义

和第三世界：以中国和黑豹党为例》中认为，毛泽

东思想之所以能为“组织和个人如何参与全球反

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指导”，主要是

因为毛泽东思想为被压迫者提供了一种“将反种

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在

一起”的新颖的革命方式⑤。

（五）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近五年国外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探

讨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学说、对美苏政策以及文

化外交等问题，取得了一定进展。

（１）国家安全。罗马尼亚科学院政治学与国
际关系研究所的卢西安·杜米特雷斯库在《中国

安全理论的变化与延续：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指出，毛泽东

国家安全学说的核心是“和平共处”“独立自主”

“反帝反霸”，这些核心内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

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增强了中国在军事、体

制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够在苏联和美国的

对抗之中保持独立⑥。此外，作者还细致分析了

中国安全理念从集中于国内发展到积极参与国际

事务的显著变化。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大国外交

政策在反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继承了

毛泽东的思想，同时在全球化参与、经济外交、多

边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

的变化。

（２）美苏关系。苏丹阿古斯·鲁斯塔曼等人
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和

关系》中指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强调反帝反霸，

既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威胁进行防范，又对苏联的

修正主义保持警惕⑦。这些政策不仅塑造了当时

中国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的中国外交策略

奠定了基础。

（３）文化外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
高尔韦在《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文化外交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转向》中，通过聚焦中国

与墨西哥、加纳等国之间的文化外交模式，揭示了

文化交流、派遣文艺团体出访在毛泽东时代推动

中外友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毛主席语录》

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反帝国

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作者还认为，“今天新

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一带一路’等，往往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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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早期文化外交的经验之上，为我们理解当前

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①。

（六）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毛泽东作为举世闻名的军事家，他创造的一

系列军事思想，包括战略战术原则，迄今仍对国外

学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１）人民战争策略。俄罗斯安德烈·科瓦列
夫在《毛泽东和人民战争策略：历史教训》一文中

揭示了毛泽东如何巧妙地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与政

治文化遗产，制定出有效的人民战争战略，使得中

国共产党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最终夺取政权。他认

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甚至可能是２０世
纪历史上最出色的战略家。作者坦言，毛泽东的

“军事战略著作，至今仍具有革命潜力和社会文

化意义，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弘扬”②。

（２）革命战争策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佩
恩在《毛泽东与嵌套战争策略》中指出，毛泽东将

中国的战略困境分为三层：１９１１—１９４５年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的中日战争，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的太平洋战争③。毛泽东在不同的战争层次采

取不同的战略，利用各个阶级构建广泛的统一战

线，成功地在每个战争阶段占据优势。佩恩认为，

毛泽东的嵌套战争策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国

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不断扩大和增强

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３）毛泽东军事伦理思想。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萨姆纳·特维斯在《毛泽东的战争伦理（１９２７—
１９４９）》中指出，毛泽东区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
战争，并将正义战争理论应用到军事行动当中去，

他的军事策略包括军民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禁止

虐待士兵、公平对待战俘和保护民众财产等④。

毛泽东强调军事指挥官拥有勇敢、智慧和审慎等

道德品质对军事行动成功的重要性。作者认为，

毛泽东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了一个既

符合军事效能又能体现高道德标准的战争伦理

体系。

三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
显著特征

从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

无论是在研究的论题、方法领域，还是在新的问题

场域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一）论题广泛

通过梳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

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种逻辑路径。首先是宏观研究，其

着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整体逻辑的研究，主要

探讨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史、毛泽

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

代价值等问题，力图从整体上勾画毛泽东及其思

想的肖像。其次是中观研究，其专注于对毛泽东

思想各个组成部分，诸如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

事思想、外交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进行研

究。最后是微观研究，这类研究是对中观研究对

象或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化，成果最多。诸如统一

战线理论、群众路线、“两论”、人民战争、妇女解

放、生态治理、情感治理、宣传教育思想、语言风格

以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论题都被纳入研究和讨

论的范畴。甚至还有学者独辟蹊径，以任正非创

立的华为公司为例，研究毛泽东思想对当代跨国

公司组织文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影响⑤。需要注意

的是，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后，国外学者更

为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研究方法多元

近五年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

方法和视角有了一定进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

面，除了国外学者常用的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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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个案研究法，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

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得到积极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波兰的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采用计量文体

学这一新颖方法研究为什么毛泽东的语言会对中

国人的表达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且直到今天仍

在影响着中国的日常用语。马切伊·库尔琴斯基

通过多个模型对《毛泽东选集》与张爱玲、莫言文

学作品中词汇的“困惑度”“系统性”“特色词”进

行比较分析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毛泽东思想

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毛泽东的语言

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以及更突出政治

术语和集体主义等风格有关①。从研究视角来

看，“全球化”视角继续得到重视。像埃文斯就指

出，只有从全球去殖民化历史角度出发，才能重新

评估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三）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

２０２０年以来，毛泽东在新时代的价值以及毛
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理论话题。

在两者关系问题上，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学者认

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继

承发展、“自我革命论”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

的丰富和发展外，福特汉姆大学的安妮·伊丽莎

白·韦斯顿还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爱国主义

主题教育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等在习近平的执政中得到了延续。即使是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也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

理论遗产②。有学者讨论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情

感治理模式之异同③，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关系，并指出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

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论，强调文化

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创造出符合新时代需求

的优秀作品④。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生

态治理方面政策和实践的演变，分析了毛泽东与

习近平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性⑤。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问题，捷克共

和国国际事务协会观察员菲利普·塞博克在《为什

么革命领袖“永远活着”？》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被

视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

毛泽东确实永垂不朽。”⑥还有学者强调，“毛泽东

思想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记，其遗产在当代仍可感受到”⑦。这主要表现在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影响：其

一，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哲学基础之一；其二，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中国

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这些

研究成果较好地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强大的理论生

命力，对于驳斥国外存在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

有着重要导向作用。

（四）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现象

虽然国外多数学者能秉持比较理性的学术立

场和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丰

硕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研究成果

在整体上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况。一方面，由于

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迎合政治需要，打着“再认识

和评价毛泽东”的幌子故意抹黑、污蔑毛泽东形

象，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

和分析工具，特别是以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依

然未得到彻底清算，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和失真的

情况时有发生。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整体上

立足于勾画毛泽东正面肖像的成果中，也掺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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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王振民，等：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动态

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成果虽

然结论有误，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学习。这就

需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仔细甄别，既不能因为

其中的糟粕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囫囵吞枣不加取

舍地全盘照收，只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

上加以批判性借鉴和吸收。

结语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使得他成为一定条件下判

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和“参照

系”，毛泽东研究在当代中国甚至构成了政治权

力话语建构与反建构争夺的核心场域，从更加广

泛的意义上也关乎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

其未来①。在此意义上，国外学者眼中的毛泽东

肖像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

能否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形象，帮助更多

国外民众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大问题。

因而，一方面，要自觉借鉴国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

果，不断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科学建构出毛

泽东领导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具

体成绩以及深远意义”②，不断挖掘毛泽东及其思

想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在国内讲好毛泽东的故

事。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与国外毛泽东研究学

者、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学术研究共同

体。如国外学者埃文斯主张应当建立一个毛泽东

研究的跨国互动的动态网络，揭示毛泽东思想在

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应用和本土化实践③。我们

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研究力量，针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

域存在的错误言论，及时发声，勇于发声，敢于发

声，共同维护毛泽东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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