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向和面临的任务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在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总结和交流了近年来的毛泽东思想研

究，对这一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向和面临的任务进行了热烈

讨论。 

一、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理论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它的活的灵魂。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根本的、普遍管用的思

想。加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首先要对其独创性理论进行体系研究和历史研究。这些独创性理论表现为：(1)关于思想路线

的理论。(2)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3)关于独立自主的理论。(4)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5)关于战略思维的理论。有的学者还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落脚点应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这是东方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与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 

二、要把国外研究纳入中国视野，力求使中外研究力量得到整合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是毛泽东的故乡，理应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同时，国外

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毛泽东的

研究，并涌现了大批颇负盛名的毛泽东研究学者。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有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近百家，

研究学者达数千名之多。60多年来，共发表论著1600多部，论文逾万篇。我们要把国外研究纳入中国视野，把中外的毛泽东及毛泽

东思想研究成果和力量进行整合，对这一学术领域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

基本模式，但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自身。 

三、注重多层面研究相结合 

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主要是通过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和民间层面来体现的，涉及哲学、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学等。例如，毛泽东的《寻坞调查》，既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社会学的经典和范本。与

学术层面、政治层面不同的是，民间层面理解、接近毛泽东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认知、接受的：(1)各种介绍毛泽东

的作品。这些作品良莠不齐，难免泥沙俱下。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个别人对野史更感兴趣。(2)把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毛泽东时

代进行比较，推崇和迷恋毛泽东的人格，有导致“神化”的趋向。(3)把毛泽东作为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象征。显然，进一步深入和

推进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需要实现政治、学术和民间这三个层面的良性互动。 

四、力求多种话语、学科研究相结合 

任何研究都要有工具和方法，要有总的严谨的学术框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理论框

架，只有通过多学科理论框架的整合，才能使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对话，从而促进整体研究的发展。有的学者指出，与其它学科相比

较，目前国内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话语体系不统一，存在着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的现象。因此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仍然是

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解决这一任务，才能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含量逐渐增大，使其更融洽地汇入学

术研究的主流脉络，从而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不断发展。 

五、从历史发展和世界眼光来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对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有着直接的感悟和体会，但同时也受到“社会记忆”和“情感认

知”的潜在影响，这是不必讳言的。有学者担心这可能导致不同倾向，或者囿于传统思维框架，用“旧话语”讨论“新问题”，或

者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的评价上。为此，研究者必须从更宽广的宏大视域中，即从国际化视

角和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上，去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只有在此视角上，我们的研究才会获得更加广阔的思想资源和

理论空间。 

六、注重对文本的研究 

与会学者还普遍反映，同以往相比，今天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更为冷静、深刻、理性、系统。认为现在研究毛泽

东及其思想的机遇比较好，文本多，政治干扰少。与会学者还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现代手段，特别是要注重互联网络在宣传、研究

中的作用；强调要建立一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队伍，以保证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后继有人。 

有的学者指出，深入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需要注重各种文本、版本和相关资料的研究，可以考虑建立“文化基因图谱”，这

样可以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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