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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奈特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再审视

——基于《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的文本考察

李雨潇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1980 年代中国官方所曝光的毛泽东文本、国际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变幻以及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研究视角的转化，

成为了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为了纠正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误解，并正确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奈

特采用批评传统经验主义和引入“读者中心论”的方法，围绕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毛泽东关于上

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奈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学

者不同的观察方式和内容解释，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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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奈特是澳大利亚首批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

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是国际上著名的国外毛泽东

研究专家。他十分注重整理和研究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

学术成果，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了非常前沿的水

平。在西方学界普遍持对毛泽东研究持有负面及敌对态度这

一背景之下，《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作为尼克·奈

特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仅为我们再次正确解

读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窗口，同时

也指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弊端，强调了研

究方法论的革新。奈特始终坚信毛泽东文本的多元解读一直

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奈特并未期

待能从文本重读中得出终极真理评价，但是他在反驳“异端

说”及重构毛泽东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方面，为深化研究毛泽

东思想提供了多种可能。

1.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的背景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具

有深远国际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他的思想和政策，

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和国际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八年中，关于毛泽

东本人的政策和思想，国内和西方的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大量不为人知的文本曝光和扩大从

根本上拓宽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域。这些曝光的文献集中

展示了毛泽东本人早期的一些哲学批注和注释，将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研究重新攀登到了一些未知的探索的领域。正是

由于文本领域的不断拓展，过去所固有存在的关于毛泽东思

想的认识和研究不可避免的便会受到一些质疑，但这也同样

为以奈特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西方毛泽东的学者提供了一种

契机，奈特指出：“不管发布这些著作的动机是什么，它们

从根本上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赖以存在的文本

域，早期的讨论同样需要被开启。”[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给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了

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一部分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兴趣骤

减。大部分学者似乎对于毛泽东的研究转向了更加局部的某

一方面， “妖魔化”毛泽东似乎定成了一种研究兴趣的目标，

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负面形象的勾画不禁使得奈特反感。依

奈特看来，对毛泽东研究的关注点应当在于毛泽东思想的学

术价值而并非是这些看起来是公平的抑或者是不公平的评

价（大多数是后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及其基

本逻辑的研究能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政

治思想及其行为，同时也能够熟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革命历程。

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了毛泽中的一

些错误问题，对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贡献做出了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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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毫无疑问，这份《决议》不仅影响着后毛泽东时代

中国学者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学

者对毛泽东的研究观点，但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研究毛泽东的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

具开放性和批判性。”与之前相比，国外学者这一视角的转

化，为奈特再思毛泽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契机。

2. 尼克·奈特审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内容

尼克·奈特从方法和内容两个维度同时出发，不仅指

出了在西方毛泽东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幼稚经验主义路径

的弊端，同时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做了详尽

的说明。这样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建构也给尼克·奈特

重思毛泽东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从而使得奈特对毛泽东

思想研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反思。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地位问

题。在毛泽东的一些经典著作中，他反复多次提到了“农民

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 等此类论述。毛泽东对农

民的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赞美使得一些学者做出“毛泽东是一

个对农民及其品质有浪漫主义依恋情结的农民革命者。”[3]

的结论。例如施拉姆提到：“毛泽东是如此沉醉于农村释放

出的革命力量，以至于在这个文献里‘他明显地将工人阶级

的领导权这一原则置之脑后。”[4] 对此，奈特指出，毛泽东

并非单纯的农民 “赞美者”。他能够看到农民阶级身上披

着很厚的一层小农经济的外衣。他从未放弃过提高工人阶级

的领导地位，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一文中指出，

目前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带来的非

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通过不断实行

选举制度，提高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权利等措施，同

时不断加强党内的思想建设增强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不仅

如此，奈特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核心是“现代

化”，“而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工业和工人阶级。”[5] 和普遍

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奈特认为“在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的

革命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仍然相信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

重要性，以及城市斗争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性。”[6]

（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再思

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认为，经济基础是推动社会历史

变革进程的必然逻辑。但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们常常断

言，毛泽东是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因为毛泽东强

调上层建筑，并将人类的意识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后

来一些学者例如理查德·普费弗（Richard M.Pfeffer)、安德

鲁·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等对于这种解读方式产生了

质疑和反驳，但是“唯意志者”“唯心论者”等标签还是会

在所难免的贴在毛泽东身上。奈特指出，尽管毛泽东对于意

志和上层建筑的强调仍旧是以唯物论作为基础的。之所以得

出这一结论，《矛盾论》《论一党专政》《新民主主义论》

这三篇著作给了奈特很大的理论支撑。首先，毛泽东始终强

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

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在主要的决定

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7] 在《论一

党专政》中 “毛泽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诠释中国的社会和

政治领域。”[8] 其次，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反作用这一论述是十分谨慎细微的。“上

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只有在某些历史时期，即当他们分别阻碍

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才具有‘决定性’作

用。”[9] 最后，毛泽东强调社会变革因素之间的相互辩证关

系，将社会历史的变革过程看作是辩证发展的过程。他在《矛

盾论》中指出：“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

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

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0] 这表明，毛泽东自

始至终十分注重解决社会变革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这一张力问题。

（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问题。

西方学者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的认

识主要围绕着两种观点而展开，其一就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毛泽东“个人主义”

的运用，即以牺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拔高中国传统

和当代中国现实的重要性。[11] 第二种观点则是认为毛泽东

提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只是他为了获得与党

内留苏派政治斗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策

略，是一种提高自己权利的手段。[12] 奈特指出，首先，毛

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了理论普遍性

的前提之下，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运用中国这一特殊

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毛泽东一方面从马克思

主义历史哲学的普遍法则中获得启示，另一方面仅仅是将这

种启示看作是一种指导方针以此来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其他

的特殊规律。”[13] 其次，毛泽东十分强调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宣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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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4] 最后，毛泽东还从方法论意义

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而言，抓住规律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统一来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还只是停

留在理论层面，还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运用到中国

的具体条件下，由此以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概念不仅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普遍规律所

构成，同时也是将这些规律运用到了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

从而发现并且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特殊规律”，实

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3.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启示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

和深入细致的趋势。这些研究覆盖了政治理论、经济模式、

文化运动、内政评估乃至外交策略等多个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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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碎片化研究”“创新性不高”等问题，[15] 正

确看待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把握其方法论，采用客观公

正的方式去解读和探究毛泽东思想，无疑能够为这一领域的

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价值。想要克服毛泽东研究

领域中所存在的固有的传统方法论弊端，就必须重新构建毛

泽东研究领域的对象及其方法论。方法论的革新、研究视角

的不断扩大能够有效的为西方毛泽东学研究催生新的理论

增长点。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偏见也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被

明显地应用，考虑到复杂多变的因素互相交织和生动变化的

实际，对毛泽东思想全新解读和思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

任务之一，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程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上，并不存在

绝对的真理或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时代价值永远都在

等待着进一步的解读和思考。只有将文本和鲜活的实践相结

合，学会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才能够不断更新出新

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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