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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毛泽东研究新动向①

———基于近十年来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及栏目的统计分析

王纪臣
(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多年来，毛泽东研究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借助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对毛泽东研究领域主要 9 种学术期刊( 2007～2016) 的“发文分布”“关键词分布”“下载频次分布”等 5 项重要指标进

行详细统计和细致分析，呈现出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现状、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等，同时梳理出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

内容、方法、资料、主体和载体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从而为学界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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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毛泽东研究也始终是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①随着毛泽东时

代的渐去渐远，毛泽东研究已由过去注重感性的

政治宣传转向理性的科学研究。这一重要转换为

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使

世人心目中真实而又全面的毛泽东形像越来越清

晰和深刻。
自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研究者深入毛泽东

的思想与实践的深层逻辑，挖掘毛泽东研究领域

中尚未得到充分开采的“学术富矿”②，开发出了

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的研究成

果。其中，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硕博论文以及各

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等研究成果来看，深入探

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成果，真可谓汗牛充

栋。但从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及栏目的视角来管

窥毛泽东研究新动向的论文尚未看到。本文通过

对毛泽东研究领域 9 种主要期刊及栏目( 2007 ～
2016) 的“发文分布”“关键词分布”以及“学科类

别分布”等几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反映出毛泽

东研究领域的学术动向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毛泽

东研究园地增添一道新的风景线。

一 样本期刊的选择与研究方法的

说明

本文选取了刊载毛泽东研究论文且具有代表

性的 9 种主要学术期刊，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研究》《马

克思主义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湖

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和《现代哲学》。这 9 种期刊

大都开设了“毛泽东研究”或“毛泽东思想研究”

专栏，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影响因子相对较高，同

时，也收录了毛泽东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大

量学术成果。因此，对这 9 种期刊的几项重要指

标进行认真统计和细致分析，大体上能够反映出

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新动向。

本研究主要借助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总库，对上述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

相关文献的“发文分布”“关键词”等几个方面进

行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从而使毛泽东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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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深入了解和及时掌握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轨迹和新动向。

二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概述
为准确掌握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新动

向，本文 主 要 借 助 9 种 毛 泽 东 研 究 主 要 期 刊

( 2007～2016) 进行计量分析，具体从“发文分布”
“关键词”等几个层面展开。

( 一) 发文分布

发文量常被用作衡量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

息能力的主要指标，也是各机构遴选核心期刊的

基本指标①。本文主要以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

刊( 2007～2016) 为研究基础，并以“毛泽东”为主

题在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

行搜索，具体结果如表 1。

表 1 2007～2016 年 9 种期刊以“毛泽东”为主题的发文量分布( 篇)

期刊名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1 24 30 15 30 25 33 24 28 16 236

毛泽东思想研究 94 91 81 102 91 77 69 73 59 56 793

毛泽东研究 115 113 70 298

马克思主义研究 17 7 18 13 18 11 23 35 23 11 176

党的文献 49 45 43 47 70 48 88 64 42 46 542

中共党史研究 20 7 17 16 16 18 46 23 24 11 198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3 28 28 30 28 29 30 31 26 28 291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2 10 12 7 14 15 14 14 12 13 123

现代哲学 12 11 10 7 9 8 8 12 10 12 99

发文合计 248 223 239 237 276 231 311 391 337 263 2 756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从 2007 年到 2016 年期

间，这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共计发表论文

2 756篇，平 均 每 年 发 表 论 文 275． 6 篇。其 中，

2011～2015 年发文量高于平均数 275．6 篇，其余 5
年共计发文 1 210 篇，平均每年发文量约是 242
篇，可见这 5 年的发文量是较为均衡的。综合考

量这 10 年的发文量，2014 年发文 391 篇占据榜

首，占 发 文 总 量 的 14． 2%，主 要 原 因 可 能 在 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学术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宝贵契机，

掀起了研究毛泽东的热潮。众多学者从不同角

度、不同学科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学术富矿”展开

深入挖掘，从而催生了大量毛泽东研究的相关文

献; 2008 年发文量最低，仅为 223 篇，占发文总量

的 8．1%。从 9 种期刊的发文量来看，《毛泽东思

想研究》和《党的文献》共计发文 1 335 篇，几乎占

发文总量的半壁江山。由此可知，这 2 种期刊无

疑是刊发毛泽东研究相关文献的第一集团军; 发

文量最少的是《现代哲学》，原因主要是该期刊为

双月刊，并受该刊办刊风格和特色的影响，每期最

多刊发 2 篇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献。

总而言之，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发文

量虽然存在一些波动，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定

的。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已经具有

了完善的办刊机制、稳健的办刊风格和较高的业

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毛泽东研究的不断

深化和拓展，从过去注重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到

今天追求研究论文的质量和学术价值。

( 二) 关键词分布

高频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研究

领域的现状与热点，因此，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对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进行统计和筛选，选择

“专指度”②较高，且属于毛泽东研究研究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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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关键词，表 2 为筛选后的关键词及对应的论 文篇数。
表 2 2007～2016 年 9 种期刊发文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篇数 关键词 篇数 关键词 篇数 关键词 篇数

毛泽东 1 10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0 意识形态 82 长征 32

马克思主义 414 马克思 187 和谐社会 7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8

中国共产党 293 科学发展观 150 社会主义 69 以人为本 28

邓小平 278 习近平 138 毛泽东思想 62 群众路线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27 改革开放 86 胡锦涛 62 生态文明 20

通过表 2 可以发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位居第一方阵。一方

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以及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

创立者，改变了旧中国的前途命运，转换了世界发

展的走向，并成为研究当代中国无法逾越的一个

重要政治符号。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共产党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也

表明了这 9 种期刊紧紧围绕“毛泽东”“马克思主

义”为主题，进一步凸显期刊的不同风格和鲜明

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意识

形态”“和谐社会”以及“群众路线”等关键词也出

现较多，这说明毛泽东研究领域能够密切关注社

会热点，跟踪最新学术动态，为解答社会现实问题

提供理论指导。
除此之外，在过去十年期间，“毛泽东”“马克

思”“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等关键词也频频出

现，一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表明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紧密关

系。毛泽东研究领域不仅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现

实问题，同时还注重经典著作文本的研究，从而实

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高度统一。
( 三) 学科类别分布

学术研究是一项全方位、关联性较强的群体

性活动，任何封闭式的研究方式或方法对学术研

究来说都是一种阻碍①。因此，从不同学科对毛

泽东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成为学界的必由之路。
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可

以更深入地感知和研究毛泽东，为学界呈现出毛

泽东更加真实的人物形像。笔者借助中国知网对

9 种期刊的学科类别进行分类整理，选取发文较

多的 16 种学科作为研究样本。

表 3 2007～2016 年 9 种期刊发文所属学科分布

学科 篇数 学科 篇数 学科 篇数 学科 篇数

马克思主义 1 916 中国近现代史 128 哲学 23 政党及群众组织 16

中国共产党 577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47 中国文学 21 政治学 13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304 军事 34 文化 20 行政学及国家管理 13

人物传记 174 思想政治教育 27 农业经济 18 经济体制改革 11

通过表 3 可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共计发文

1 916 篇，占所有学科 3 331 篇的 57．5%，可见“马

克思主义”学科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治与国际政治”，分别发文 577 篇和 304 篇，分别

占所有学科发文总量的 17．3% 和 9．1%，它们与

“马克思主义”学科雄踞前三甲。此外，“人物传

记”“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中国文学”“哲

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也出现较多，表明毛泽

东研究领域已经从不同学科展开了大量深入研

究，为从全方位整体推进毛泽东研究奠定坚实

基础。
( 四) 下载频次分布

在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中，论文的下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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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因素。通过梳理 9
种期刊中毛泽东研究论文的下载次数，借助下载

次数排名靠前的论文主题，管窥毛泽东研究领域

的最新热点问题。

表 4 2007～2016 年 9 种期刊下载次数分布( 截止时间: 2017 年 8 月 29 日)

文章篇名 发表期刊 作者 发表年 /期 下载次数

感悟十八大———十八大报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党的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 2013 /1 4 251

论长征精神与“中国梦” 毛泽东思想研究 于安龙 2015 /1 3 902

论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研究 梁柱 2007 /3 3 376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文献 许全兴 2009 /3 3 182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特色

优势
马克思主义研究 杨春风 2011 /9 3 1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 党的文献 李君如 2012 /6 3 095

“中国梦”思想: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石仲泉 2013 /10 3 08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反对

本本主义》的思想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 金民卿 2010 /4 2 939

从西柏 坡 到 莫 斯 科: 毛 泽 东 宣 布 向 苏 联“一 边

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

( 之二)

中共党史研究 沈志华 2009 /4 2 765

《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

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杨春贵 2007 /8 2 654

通过表 4 可以发现，《党的文献》有 3 篇论文

入选，并且下载总次数占据第 1 位。这 3 篇论文

分别涉及“十八大报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

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主题，表明

毛泽东研究领域密切关注上述热点主题，积极对

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学术回应，为解答现实问题提

供理论支援; 此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 3 篇

论文入选，下载总次数排在第 2 位。这 3 篇论文

的主题分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形成”，说明毛泽东研究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

建设过程中，仍然拥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令人意外的是，论文《感悟十八大———
十八大报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论长征精

神与“中国梦”》，虽然发表时间距现在较近，但下

载次数稳稳占据前 2 位。这表明学者能够牢牢抓

住“十八大”和“中国梦”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

主题，结合理论工作者的自身优势，详细解读十八

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助于全面宣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他，诸如“毛泽

东经典文本的解读”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等主

题，也是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领域一直持续关注

的热点问题。

总而言之，上述一系列热点主题，对毛泽东研

究领域的学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

对于即将踏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人来说，为他

们开启学术之旅指明了前进方向。

( 五) 被引次数分布

论文被引用率是现在比较通用的衡量论文质

量与期刊影响力的标准，被引用次数越多，作者的

学术权威性越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①。

耙梳毛泽东研究领域被引次数较高的论文 ( 表

5) ，不仅可以了解影响力较大的学者和期刊，而

且还有助于掌握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动态和核心

议题。

首先，通过对比表 4 和表 5，可以发现《论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从西柏坡

到莫斯科: 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

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 之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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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凯，王东波:《近 25 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现状综论———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15) 及其学术成果的计量

分析》，《理论与改革》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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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文章，都位居 9 种期刊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

次数的前 10 位。这再一次印证“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政治思想”是近十年来

毛泽东研究领域恒久不变的重要议题。其次，从

表 5 可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有 5 篇论文

入选近十年来 9 种期刊论文被引次数的前十名，

被引总次数位居榜首，并且有 3 篇论文名列前茅。
由此可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在毛泽东研

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业界知名度，是

一个含金量相当高的学术刊物。最后，通过表 5
可知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如群众路线、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提

出等; 二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与

传统文化、文化观等; 三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

如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等; 四是毛泽

东的外交思想，如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和基础等。

表 5 2007～2016 年 9 种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 截止时间: 2017 年 8 月 29 日)

文章篇名 发表期刊 作者 发表年 /期 被引次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许全兴 2008 /3 43

试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探索与贡献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张远新、吴素霞 2007 /4 42

论党的群众工作———兼论党的群众工作传统和新世纪

群众工作的特点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李君如 2011 /6 41

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赵树迪 2010 /3 38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文献 许全兴 2009 /3 37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的文献 习近平 2014 /1 36

从西柏坡到莫斯科: 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 之二)
中共党史研究 沈志华 2009 /4 36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毛泽东思想研究 蒙丹、戴钢书等 2009 /5 34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许全兴 2011 /1 3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从毛泽东

“38 命题”、后续阐述到当代化“链结”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曹泳鑫、吴军 2007 /3 29

三 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新动向

毛泽东作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巨人，他

的“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

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①。实

事求是地讲，历史巨人毛泽东不仅成为国内学术

界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且也成为国外学

者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窗口”，以及为更好

地理解 21 世纪中国提供了一种“试剂”的作用②。
由此可知，在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拓展和深化毛

泽东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中，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则是促进毛泽东

研究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和“指南针”。本文主

要基于 9 种毛泽东研究主要期刊及栏目的统计分

析，关注最近十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新动向。

与十年之前的毛泽东研究相比，毛泽东研究在内

容、方法、资 料 以 及 主 体 等 方 面 都 发 生 了 很 多

变化。

( 一) 毛泽东研究内容的新变化

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内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研究提出新观点。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毛

泽东研究也在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热点，为解决

社会现实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党的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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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92 页。
( 加) 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

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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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

体系”①。很显然，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包含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新的提法立刻引起

了海内外的质疑与争议。因此，如何认识和处理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

系，成为毛泽东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②。
同时，在党的十七大上也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并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行动纲领。毛泽

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和系统的

生态文明理论，但是他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与实

践非常丰富，认真总结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发

展历程、基本内容，挖掘所蕴藏的当代价值，对于

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③。
此后，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引起愈来愈多学者的

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明

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④，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同

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⑤。这不

仅彰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毅的政治定力，也为

毛泽东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和指导原则。上

述新观点的提出，不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

层面，都为促进毛泽东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

论生长点，有助于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求解答现实

问题的理论“锁钥”。
第二，毛泽东研究找到新角度。真正从学术

层面开启毛泽东研究之旅已有 30 多年了，从传统

研究角度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

方面思想的研究，已经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学术成

果。换言之，学者需要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寻找新

的研究角度，才能加大力度去挖掘毛泽东研究这

一重要的“学术富矿”。针对毛泽东研究领域存

在“炒冷饭”以及研究向度模糊不清等问题，徐俊

忠“希望通过倡导认知性研究，走史学与哲学相

结合的毛泽东研究路向，重视多元史料的发掘，重

视方法论的汇通，重视学力、学识、学品和学德的

培养，重视学术‘戒世’与‘示后’功能的发挥，形

成多向度相统一的研究特色，为我国的毛泽东研

究做出应尽的努力。”⑥所谓“‘认知性研究’就是

把研究作为达成对于对象认知目的的过程”⑦，这

一研究新角度的提出，可以减少毛泽东研究中认

知性不足的弊病，充分挖掘毛泽东研究中尚未被

完全开发的“富矿”，在不断逼近历史真实情景的

认知性过程中，全面、客观地感知毛泽东的伟人风

采与人格魅力。
( 二) 毛泽东研究方法的新变化

研究方法无疑在毛泽东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学者深

度考究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大量客观文本，从

而构筑起毛泽东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通过

表 3 可知，毛泽东研究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共产党”等传统学科中取得重要建树，而且在

“中国文学”“人物传记”等学科中也是值得可圈

可点的。在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要增强

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避免生搬硬套的任

意嫁接，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真正融合，为毛泽东研

究提供更加广阔的学科舞台⑧。目前毛泽东研究

中固有的研究方法，如宏观解读思路与“直接阅

读”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毛泽东研究向

纵深挺进和文本的精致解读。为解决毛泽东研究

中方法论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张明指出: “必须

注意新方法论资源的引进，诸如‘异质性研究’
‘精细化解读’‘症候阅读’等，上述方法的引进必

将有助于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的构筑。”⑨

在毛泽东研究中只有通过新旧研究方法的有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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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肖贵清，刘爱武:《整体性视阈中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 年第 1 期。
赵树迪:《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3 期。
韦日平:《指导思想上的“亮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重要思想述略》，《党的文献》2014 年第 4

期。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14 年第 1 期。
徐俊忠:《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 年第 1 期。
徐俊忠，等:《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认知性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 页。
李佑新，郑凤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动态与展望———基于 CNKI 硕博论文的统计分析》，《湖南科技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张明:《关于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现代哲学》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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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才能为文本的详细解读和理论景观的彰显提

供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并最终成为深化毛泽东

研究的基本路向。
此外，也有学者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视角，吸

收和借鉴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方

法，反过来促进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尚庆飞指

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内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

的研究，需要我们不断整理和消化现有资料，同时，

也需要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引进新的方法论

资源。其中，加强对国外学者现有毛泽东研究成果

的考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①，加强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

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高度，为毛泽东研究走向学

理化、科学化和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
( 三) 毛泽东研究资料的新变化

严格地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要遵循以理服

人、用事实讲话的原则，这样方能保证学术研究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对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毛泽东

研究来说，搜集并掌握第一手文献资料显得尤为

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档案馆等部门逐渐

开放与毛泽东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拓展和深化毛

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支撑。最近十年来毛泽

东研究资料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 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已于

2013 年 12 月在全中国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建国以

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已于 2010 年 1 月出版发行，

该文稿“收入毛泽东重要文献 821 篇，其中 91 篇

系首次公开发表”②。此外，关于最早提出“毛主

席万岁”口号的考证取得了突破，许全兴在翻阅

《中共中央党校校史文献选编》时，无意中发现了

有关“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一则更新材料。在毛

泽东所作的《做学生，做先生，做战争领导者》讲

话记录稿印影件中，不仅有“一九三八年八月二

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学生的讲词”，而且

记有毛泽东入场时的具体情景:“主席入场时，学

生迎以热烈之掌声，主席频频答礼，学生呼‘拥护

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万岁’，再经长时

间热烈的鼓掌。”③也就是说，最迟到 1938 年 8 月

“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就已经在中共中央党

校出现了。综上可知，毛泽东研究资料的新发现，

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开启

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雨历程以及毛泽东“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思想，同时也为实现“四个

全面”和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中 国 梦 提 供 了 参 考 与

借鉴。
( 四) 毛泽东研究主体的新变化

毛泽东研究内容、方法、资料的新变化，为毛

泽东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并带动更多

学者、科研机构等聚焦到毛泽东研究领域，从而使

得毛泽东研究主体也发生了新变化。第一，一些

年轻学者开始加入毛泽东研究队伍。通过对比前

后“两个十年”毛泽东研究队伍的年龄段分布，毛

泽东研究队伍中，年轻学者逐渐多了起来，并崭露

头角。如南京大学青年学者张明博士近十年来在

这 9 种期刊上的发文量仅次于排在首位的中年学

者陈晋教授之后，他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发表的

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受到学界的关注。

第二，毛泽东研究机构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

高校、党校、社科院、编译局以及纪念馆等机构外，

近十年来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机构又新增了中国光

大集团、河北电视台、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上海市

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等主体。新的毛泽东研究机

构的出现，表明毛泽东研究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

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同时也有利于毛泽东思

想研究和传播的大众化。第三，毛泽东研究体制

更加多元化。一般来说，从事毛泽东研究领域的

学者大都属于体制内的人士，这一现象是由我国

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然而，最近十年来毛泽东

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民间学者，如老

田④等。民间学者从体制外的立场研究毛泽东，

可以摒弃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为毛泽东

研究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第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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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领域若干基本问题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 9 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选载(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九五九年十月) 》，《党的文献》2010 年第 4 期。
许全兴:《“毛泽东万岁”口号出于 1938 年中央党校》，《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
老田:《从〈农业四十条〉形成过程看国家管理层面的方法论分歧———探寻别种重访历史和政治的可能性》，《现代哲学》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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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研究区域更加全球化。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

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研究

当代中国所不可忽略的重要“晴雨表”，因此，除

了中国之外，毛泽东研究的区域也在日益扩大，并

逐渐走向全球化。诸如纽约州立大学、悉尼科技

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以

及日本京都大学等最近十年来分别在《现代哲

学》《中共党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关于毛泽东研究

的文章。毛泽东研究区域的全球化，一方面为国

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借鉴和启发，另一

方 面 也 扩 大 了 毛 泽 东 和 毛 泽 东 研 究 在 国 外 的

影响。
( 五) 毛泽东研究载体的新变化

好的学术期刊推动优秀学术队伍的发展，优

秀的学术队伍促进和催生好的学术期刊的显现。
随着毛泽东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一流的学术队

伍也在与日俱增，这为毛泽东研究载体的新变化

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首先，毛泽东研究

新期刊的涌现。2014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

的学术刊物《毛泽东研究》正式创刊，该期刊主要

刊登毛泽东生平与实践、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方面的创新成

果。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发展，该杂志已在毛泽

东研究领域取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其

次，毛 泽 东 研 究 期 刊 学 术 影 响 力 逐 渐 提 高。
2012 年《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2010 年该刊“毛泽东研究”专栏

荣获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等荣誉，这反映了

该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再次，毛泽东

研究期刊中的月刊日益增多。2009 年起《中共党

史研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刊发毛泽东研究相

关文献的数量翻了一番，为促进毛泽东研究领域

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更多机遇。总而言之，毛泽东

研究载体的新变化，一方面证明毛泽东研究学术

队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毛泽

东研究领域拥有更加宽广的学术平台。

New Trends of Domestic Mao Zedong Studi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ine Major Journals and Columns in the Last Decade

WANG Ji-che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For many years，the study of Mao Zedong has become a fad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sing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pool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CNKI)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five important indexes，such as the distri-
bution of the issued articles，keywords distribution，and downloa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the nine academic
journals from 2007 to 2016，so as to pres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researches，the important and hot is-
sues in the field of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Meanwhile，this paper also outlines the new changes in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methods，research materials，subjects，and carriers of domestic studies of Mao Zedong in
recent decade． Thus it has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the academia to develop and deepen the studies of Mao Ze-
dong．

Key words: Mao Zedong studies; new trend; important topics and hot issues; the decade from 2007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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