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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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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理论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对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对它的研究已从中国走向世界,因

此,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划分为国内与国外两大研究地域。关注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学

术成果,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起始阶段 

    

    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国外比中国起步要早。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外这种研究形式还

不能称作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但毕竟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河。国际上对邓小平的分析和报道,最早可追

溯到1940年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卡尔逊1937年、1938年两

次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那里结识了邓小平。在书中他以简练、明快的笔墨描述了与邓小平第一次

会面的情景,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茉一样辛辣”。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1956年,

日本学者吉田东佑著的《中国革命的一百单八将》一书,对邓小平的简历作了认真的介绍,并对建国初邓

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以及邓小平于1953年9月兼管财政一事做了评论。1956年中共召开

八大,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密切关注和较大影响,

国外中国学界和外交界对邓小平其人和这一报告作了详细评论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在中苏两党

间谈判、论战之中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是苏联谈判的主要对手,引起了苏联中国学界和外交界的注意并进

行跟踪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以其独到的思想、传奇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刻影响引

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名著《漫长的革命》

一书中,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的分歧,谈到了所谓的邓小平的经济主义。

1973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的雅

号传遍世界。在这些研究中,不少国外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思想。日本学者大久保泰著的《中

国共产党史》(1971年,书房社出版)、久田幸助著的《我的中国人研究笔记》(1974年,讲谈社出版),都

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评论。1977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

命家邓小平传》(1977年,德间书店出版)一书,对邓小平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作了比较客观、公正、准

确的评价。这一时期,研究学术水平较高的是美藉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1977年9月他

发表的《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以后的时代》(该文定稿于1977年4月)一文,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积极肯定和赞许邓小平的治国主张,并指出邓小平的思想

与“两个凡是”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盾,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分歧”,从而预示

着中国还有一场深刻的斗争,反映了该学者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总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邓小平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且有些学者已开始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进行初步的研究,有些成果达到较

高的水平。 

    

    二、国外学者对邓小平个人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思想家个人生平活动与其思想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某一理论首

创者的生平实践活动,分析其个性特征、人格力量、政治才能,揭示其理论与其经历的相互关系,应该是

研究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他们认为“人们对邓的

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1949年以后他的

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



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在对邓小平革

命生涯评述中写道:“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出众超群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

中,有过升迁和跌落,有过胜利和失败。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看来,这一构

想的产生是他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合乎规律的成长过程。”为此,国外学

者把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投入较大精力,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论著。其主要有:

(日)和田武司、田中信一:《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1977年,德间出版社)、(法)若拉·王《邓小平:

法国岁月》(载中国季刊1982年第92期)、(德)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1987年德文版)、(匈)巴拉奇

·代内什:《邓小平传》,(中译本1988年版)、(英)大卫·邦那维亚(DavidBonavia)《邓小平传》(1988

年版)、(前苏联)M·雅科夫列夫《邓小平的政治肖像》(俄文版1989年)、(前苏联)巴拉赫塔、库兹涅佐

夫《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俄文版1989年,出自1989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

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传》(英文本版1990年)、(英)理查

德·伊文思《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英文本版1993年)、(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

国》(1988英文版)、《周恩来与邓小平》(中译本1988年),(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

小平》(中译本1991年)等。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永不

服输的革命家的形象,大大加深了国际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实践状况在国外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和理论内容的研究 

    

    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指出,邓小平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此,致力于研究邓小平的学者

们,要根据他的各种政治角色和他在不同时期的功绩,来评价他在历史中的地位”。 

    

    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的充分的评价。国际社会评议道:邓小平作为一位卓越的

政治家,他的英明政策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而且也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他是本世纪少数几

个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历史将这样记载———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世界级的领

袖。研究邓小平的外国学者,根据邓小平在当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四个方面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做出了积

极评价。其一,最成功的改革家;其二,“中国现代化之父”;其三,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其四,“社会主义

思想(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救星”。这些评价,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浪潮、中国现

代化历史进程、由冷战转入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四个主要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可

以说,这些评价是客观的和深刻的。 

    

    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是隶属于对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研究。因此,

大多数的研究并未专门界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发表对邓小平理

论的分析与评论。但也有文章和著作从基础概念研究开始,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型的特征。在研究

的范式上,虽未形成对邓小平理论从体系上的整体研究,但专题式的研究却较为普遍与深入。比如对邓小

平著作与特点、邓小平理论形成阶段、思想方法、理论属性与特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本

质论、对外开放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一国两制”思想、邓小平的改革观、邓小平理论与毛泽

东思想的关系、中国改革的经验及国际影响等都有深入、细致的分析。仅以对邓小平理论属性和特征的

研究为例,就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即:“民族共产主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等。 

    

    在对邓小平理论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由于国外学者知识基础、理论背景、各自经验的不同,表现出

各自特色。总的来说,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但不少分析不够准确、甚至有所歪曲。 

    

    四、国外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方法 

    

    国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发掘新的分析模式和方法这一点

是富于进取的”。这种状况形成了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态势。其主要方法如下:其一,现

代化理论研究法。西方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也是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它强调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性,



把如何利用当代知识给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供机会作为评价社会能力的标准,认为这种观

点与现代化研究极为接近。日本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方法上“虽然留有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

阶段二元论进行社会分析的痕迹,但实质上十分接近欧美式近代化论的认识和分析方法”。一些国外学

者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正经历着现代化阶段中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

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权威。总之,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框架之一。但这种

现代化理论并未区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不同,因而本质上是以西方现代化

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其二,马克思主义概念研究法。这是国外比较同情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的

研究方法。这里讲“概念法”,是指这些学者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者说,是以他们自己理解

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邓小平理论的。一方面,由于采用这一方法,提出的见解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认

为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

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认为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有利于发展生产

力的一系列政策又远离了社会主义,从而使自己陷入一种自我矛盾之中。其三,比较研究法。国外学者对

邓小平理论研究采取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既有国内比较,也有国际比较;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

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比较。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道出了其中原因:

“比较法好像是西方研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文章的必用方法。我认为这种比较是很自然的。因为历

史进程本身提示要这样做。”他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特色与独特的历史贡献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好地

展现和把握。其四,实地考察研究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通过互派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方式,使国外学者在中国长期滞留成为可能。这促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国外学者不再局限于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报刊资料和文件,也不再拘泥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采取了实地

调查、实际考察的实证性研究。在美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中,“现在这已成为研究生写博士论文的必须

条件”。实地考察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把握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在于评估理论的影响力。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讲,也在于研究影响中国发展的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肯定

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做的巨大贡献,也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障碍进行

了分析,有不少深刻的见解。其五,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法。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对中国当代史和中国领

导人物的思想研究都不能忽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指出,当代中国的历史和领导人物的思想是

继承与变动的统一,“新”与“旧”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与紧张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中国领袖人物思想

研究,要注意中国历史与文化因素对领袖人物思想的影响,注意到政治领袖人物行为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其六,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在对已有的方法进行批判与改进中进行的。上世

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最突出的研究模式,是把着眼点放在寻找和

确立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把它看作是代表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对外政策等主要利益群

体之间的利益追求,而在80年代,人们更注重社会结构对中国领导层与群众两方面行为的限制。正如美国

学者哈里·哈丁指出的,无论在对中国国内还是对外方面的研究,行为主义已被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 

    

    

    

    马启民,武汉大学论文博士在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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