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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日本与中国的毛泽东哲学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既互相补充、 又充满张力的良性互动

关系之中。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哲学文本的严谨、 细致、 全面的译介和编纂,
曾给中国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和灵感。 在不同的研究语境和社会条件下, 中日两国研究者

虽然对毛泽东哲学的定位、 概念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有着或同或异的解读, 但却都反映了两国研究

者力求实事求是地理解理论、 研判现实的努力。 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危机之中, 欧、 美、
日各国政治右倾化、 文化趋向保守的 “资本主义症候冶 将必然对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者提出新的问

题, 并将成为两国研究者共同 “重新发现冶 毛泽东哲学及其批判力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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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 日本一直是毛泽东哲学海外研究的重镇,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日本

学者的考证、 译介和分析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对象和文本材料。 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快速进展, 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中日两国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历史

语境也经历了激荡的更迭。 但是, 毛泽东哲学带给两国社会文化的革命性因素却丝毫没有随着毛泽

东的去世, 以及松村一人、 竹内实等老一辈学者的去世而消沉。 毛泽东辩证理解阶级社会的方式及

其批判锋芒, 虽然在两国学术界都遇到了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所发起的进攻, 但是却在文学、
动漫和社会文化领域得到了两国人民的肯定。 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危机所带来的不可避免

的动荡之中, 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将注定在多元的张力中, 继续扮演着两国———乃至全球, 解读、
发展和实践毛泽东之哲学理念的核心角色。

一、 中日毛泽东哲学文献编纂及研究概况

日本毛泽东哲学研究主要是指日本学术界分析、 支持、 译介或批判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成果, 而

非长期以来被国内左翼所关注的日本激进左翼政治运动中的 “毛泽东冶。 因此, 不论是辩护还是批

判, 都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行为, 都必须是以概念为前提、 用特定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特定的学术立场

和理论目的所进行的思维活动。 在此意义上, 日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主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虽然在 1949 年之前,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关

于毛泽东思想和文稿的评述, 但是这些评述不仅准确性十分堪忧, 而且大多是服务于军队和政界的

情报材料。 直到战后才出现了如岩村三千夫、 松村一人等完全出自研究视角的学者。 实际上, 20 世

纪中叶至今, 日本学者对毛泽东著作的文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不仅启发了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毛泽

东著作的文本研究, 更为全球毛泽东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极其详实的文本材料。 虽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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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甚至从未在日本或以日文的形式发表过任何书信、 著作, 但是日本学者却通过

长期细致的编译、 整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就出版了全世界篇幅最多、 内容最全的建国之前毛

泽东文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甚至 “反哺冶 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和

文本编纂者。
在这其中, 最为中国研究者所熟知的莫过于竹内实教授主编的 《毛泽东集》 和 《毛泽东集补

卷》, 这两部前后相继、 互为补充的译集共囊括了建国前毛泽东文稿 1000 多篇, 在 21 世纪之前, 这

两部著作始终都是体量最为庞大的毛泽东文稿集。
虽然这两部译集所收录的部分文章后来被证实并非为毛泽东本人所著, 并且已经由一些中国学者

撰写专文对此进行甄别。 例如周一平教授就撰文指出了 “日本版的毛泽东集子中收入了一些不是毛泽

东的文稿冶, 其中比较明显的编纂错误包括了 《毛泽东集》 初版 (北望社, 1970—1972) 第 4 卷收录的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冶 的总结决议》, 实为张闻天所起草; 《毛泽东集》 第 7 卷收录的

《国民党缺少什么》、 《毛泽东集》 第 8 卷收录的 《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集补卷》
第 8 卷收录的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均为胡乔木所著淤。

但是, 竹内实教授和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所编著的毛泽东著作集所提供的文本互补的价值显

然更为突出。 首先, 《毛泽东集》 和 《毛泽东集补卷》 所收录的 1921 年至 1927 年 7 月毛泽东早期

文稿是至今最为全面的 (多达 70 余篇)、 大多数是中国出版的各类毛泽东著作集和年谱至今尚未收

录的文稿。 其次, 这两部译集所收录的 1927 年 8 月之后的 300 余篇毛泽东文稿, 同样至今尚未被完

整地在中国编译出版。 因此, 日本毛泽东研究和译著对中国研究者的文献 “反哺冶 的意义仍然颇为

显著。 虽然 20 世纪末中国的研究者和官方已经有意识地对毛泽东建国前的文稿进行整理和编纂, 并

出版了众多原先未被收录入 《毛泽东选集》 的大量文集, 其中包括了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90)、
《毛泽东文集》 (1993-1999)、 《毛泽东军事文集》 (1993)、 《毛泽东外交文选》 (1994)、 《毛泽东

文艺论集》 (2002) 和 《毛泽东年谱》 (1993) 等, 但是这些编纂者并不统一的、 略显松散的专门文

集却存在明显的问题: 一方面 《毛泽东文集》 或 《毛泽东年谱》 仍然没有收入几百篇日本版文集已

经涵盖的文稿, 无法提供尽可能整全的文献材料; 另一方面大量分门别类的文集无法提供完整的文

献图景和历史语境———毕竟毛泽东的军事、 外交、 文论的著作本应统一于完整的革命历程当中, 看

似独立的各类文稿, 其实是前后相继、 互为前提的思想成果。
当然, 除了建国前的毛泽东文稿, 建国之后、 “文化大革命冶 前后中国所出版的各类毛泽东文

稿编著和研究专著也同样影响了日本的毛泽东学研究者和左翼学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日本

研究者大多根据中国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 和文革期间出版的专门著作, 翻译出版了各类日文文集

和专著。 早在 1952 年, 日本共产党组织的 “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冶 就根据中国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
(1—3 卷) 翻译出版了日文版 《毛泽东选集》。 事实上, 这一日文版本的选集与中文版的时间相差

很短, 中文版在 1951 年 7 月发行了初版、 1952 年 7 月发行了第二版。 竹内实也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国

出版的 《毛泽东语录》 和 《毛泽东选集》 中较为重要的篇章, 进行了分类的翻译编著, 例如与松村

一人合译的 《实践论·矛盾论》、 独译的 《毛泽东语录·夺权斗争论》、 与和田武司合译的 《民众大

联合·毛泽东早期著作集》。
这些著作为日本毛泽东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及时、 丰富的文献素材, 并且促使日本共产党和

日本左翼学者在文本与理论、 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 发展出具有日本语境的毛泽东思想。 虽然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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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文化大革命冶 在日本造成的左右鲜明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局面, 但是这些根据中文版本的译著

———作为文献素材, 还是较为客观、 忠实地向日本的研究者和左翼运动者传达了毛泽东本人写作这

些文本的方法和意图。 当然, “日本学者早期编译的毛泽东文稿多有详细的译注、 解说, 以及关于

文本时代背景、 写作意图和历史作用的评价冶淤, 因此这些早期日文毛泽东译著并不是简单地 “搬
运冶 中国出版物, 而是根据翻译和文本分析所作的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

在最近二十年, 当 20 世纪左翼运动和抗议的硝烟逐渐远去, 关于毛泽东哲学的口号式的呐喊也

逐渐沉寂, 但是毛泽东文稿的译介工作却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一方面, 出版毛泽东哲学文稿译介

的出版机构不仅包括北望社、 苍苍社、 岩波书店、 三一书房、 国民文库和东方书店等传统左翼出版

社, 更出现了一批新的乐于推介毛泽东文稿译介和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出版社。 另一方面, 21 世纪以

来的日本研究者的视野明显更为多样, 出版物的定位也不再仅限于大部头文集的翻译, 而是对毛泽

东的一些特定思想和篇章进行专题性的深度翻译和解读。 例如早期被视为实践哲学的毛泽东哲学,
在 21 世纪继续得到新的论述, 如近藤邦康所著的 《毛泽东: 实践与思想》 于 2003 年由岩波书店出

版。 曾经被归诸于对辩证哲学、 实践哲学的进一步运用的毛泽东的军事文稿、 社会调查, 在 21 世纪

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并且被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纳入其研究的视阈。 例如藤田敬一、 吉田富夫翻译

的 《论游击战》 于 2001 年由中公文库出版, 佐佐木卫编、 南裕子翻译的 《中国的家庭·乡村·阶

级》 包括了三篇译稿———其中一篇就是毛泽东的兴国调查。 这些关于毛泽东文稿的新的译介成果,
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学者和出版界在最近三十年所做的毛泽东研究 “专门化冶 的一个延伸, 而且随着

日本哲学、 社会学和文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 也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和研究对象。

二、 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的立场和观点的异同

毛泽东哲学的核心内容是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 在左翼思

潮、 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上半叶, 毛泽东哲学由于其特殊的论述语境和颇具

东方文化色彩的论述风格, 影响了为数不少的日本学者。 这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70 年代末

给日本激荡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中, 虽然无法追随毛泽东的革命方式来运用、 论证和发展唯物辩

证法, 但是他们却在更为多元、 开放和客观的立场上发展出了对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解释路径。 但是,
正是由于日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者, 一方面无需面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 “政治正确冶 的外

在束缚, 另一方面又身处完全有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的研究语境和问题境遇,
使得日本毛泽东哲学研究必然与中国的研究之间产生张力。 这种张力并不是全然对立的, 而是融汇

于两国研究者对于关键概念的时而统一、 时而相异的理解当中。
首先, 两国研究者所达成的共识。 虽然在全然迥异的社会条件下就毛泽东及其辩证哲学达成相

近的见解是颇为不易的, 但是在 20 世纪中前期, 中日两国研究者大多都认同毛泽东辩证哲学的独创

性、 发展性、 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多重属性。 在中国, 毛泽东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普遍视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本土化和具体化, 而毛泽东的哲学论述则被视为唯物辩证法在东方的革命

性发展。 如是观点在早期日本左翼哲学家群体中也基本得到普遍认同, 松村一人就认为: “毛泽东

所著的 《矛盾论》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 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不仅符合复杂的客观世界,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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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教条主义和一切形式主义。冶淤 这正是中国学者所强调的从 《反对本本主义》 开始的基本理论

立场, 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通过艾思奇、 于光远等学者的论述得到了肯定。 同样的共识还体

现于两国学者对毛泽东的辩证哲学所重视的 “能动性冶 的肯定。 竹内实就撰文提出, 毛泽东在 “五
四冶 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关于能动性的思想, 并且随着加入共产党并投身于革命实践, 这一思想最

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辩证哲学于。 当然, 竹内实更多关注的是建国之前毛泽东将辩证的策略从

学理中提炼出来, 并运用于具体政治实践的过程, 他着重于对 《论持久战》 等文本进行了研究。 而

新中国成立之后, 竹内实的这一见解也逐渐与中国研究者乃至毛泽东本人达成了 “无言的共识冶,
并且最终发展出了 《论十大关系》 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文本。

其次, 共识内的差异。 毋庸置疑, 日本研究者始终对毛泽东辩证哲学有着别样的解读。 除了对毛

泽东哲学之理论意义、 研究方法和时代意义等宏大层面的共识, 中日两国研究者在更多的地方体现了

各自的独特性。 毕竟, 由于不同的研究环境, 两国研究者对于 “哲学冶 本身的期待是决然不同的。 虽

然日本哲学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同样有着不亚于中国学者的热切的 “革命展望冶, 但却是在 “学
生运动冶 和 “文化批判冶 的多元、 松散的环境下发挥着他们的 “理论激情冶。 因此, 在两国学者所达

成的诸多共识之中蕴含着从研究方法到立场的差异, 乃至矛盾。 例如新岛淳良一方面肯定毛泽东对

“实践—认识冶 的辩证分析已经超出 (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以来的 “反映论冶 的唯物主义哲学, 另一

方面又进一步将毛泽东哲学视为 “实践一元论冶 的哲学盂。 中国学者虽然也认为毛泽东的辩证哲学赋

予了马克思主义更具有活力的实践指向, 但是却远不会走到 “实践一元论冶。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

年的中国哲学界, 尽管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 并且一度十分接近 “实践本体

论冶,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毛泽东哲学, 却牢固地在 “唯物主义冶 的前提下得

到阐述。 毛泽东对实践的重视, 他对各种形式的 “形式主义冶 “教条主义冶 的批判, 都必须在唯物主

义世界观的 “一元论冶 的基础上被理解为 “方法论冶 的创新和概念的发展。
最后, 日本研究者的批判与中国学者的辩护。 除了两国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或统一、 或冲突的

共识, 同样存在全然相反的见解在学术论证中的碰撞。 这不仅体现在两国学者对于毛泽东哲学之理

论定位的理解, 更体现于对毛泽东进行哲学著述的具体方法的定位。 例如三浦勤先生所批判的毛泽

东哲学 “无力解决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冶 “停留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认识论冶 “机械的真理

观冶榆 等问题, 虽然指出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特定时代发展出来的哲学理论的可能的不足, 并且

表达了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显著差别, 但却是众多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例如卢明教

授就曾撰文针对三浦的这些观点进行了 “批判的批判冶, 并认为三浦 “读毛泽东的书太少了冶虞。 又

例如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基于列宁、 恩格斯而发展出来的实践哲学是力图 “创造规律冶 的哲学愚,
这虽然将毛泽东哲学推上了更为独立、 创新的理论位置, 但是却明显离唯物主义更远, 因而受到中

国研究者的批判。 黄德渊教授曾撰文批判新岛淳良, 认为他 “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 是不

正确的冶舆。
当然, 中日两国学者对毛泽东辩证哲学的阐述不论其对立如何激烈, 毕竟只是学理层面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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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理念,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远超出 “学理冶 和 “概念冶
的维度。 在中国, 毛泽东哲学不仅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 更是最为重要的中国

哲学发展成果。 其理论和概念推动着几代中国人民———而非仅仅是中国研究者, 去获取探索建立新

社会的勇气和智慧。 在日本, 毛泽东哲学所提供的灵感、 理念乃至口号,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鼓舞

着广大日本青年学生、 工人以及农民为一个民主、 开放、 进步的日本去斗争。 如果说两国学者对毛

泽东哲学的见解会因为概念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而持续地存在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那么两国激进

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对于毛泽东哲学的解读则注定会因为毛泽东的去世、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

化的进程而陷入更为激烈的 “对峙冶。 这种 “对峙冶 将完全不亚于 “第四国际冶 与 “第三国际冶 之

间的对立, 并且将随着内部纷争不断的日本激进左翼 (如赤军) 对 “修正主义冶 的后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的批判, 而走向挑战更为严峻的 21 世纪。

三、 中日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共同挑战与语境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动荡和危机中, 政治和意识形态将注定成为危机激化、 转移的场所。 正如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所表现的, 当下的资本主义政治也正在经历着保守主义、 右倾乃至激进民粹主义

的转向。 从特朗普到玛丽·勒庞, 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改革到欧美逐渐升温的族群冲突, 这种转向

并不能被简单地归诸政客玩弄权力的把戏和媒体的误导, 而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在 21
世纪的 “症候冶。 尤其在民主制度和多元理性主义的情况下, 这种 “症候冶 更应该被视为受剥削阶

级在缺乏进步组织、 进步运动的情况下传导 “绝望冶 和 “愤怒冶 情绪的扭曲状态。 但是, 今天的资

本主义危机和政治右转却与 20 世纪的版本大相径庭。 这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霸权本身从工业托拉斯

彻底转移到金融垄断, 更表现在进步力量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已经转变为以多元文化为核心

的温和抗议者。
在日本, 急剧右倾的安倍内阁及其政治, 却并没有受到左翼、 共产党和社会层面强有力的阻拦

和攻击。 虽然安倍政府为了 “遵循财阀的意愿冶 无视民众呼声重启核技术的应用和输出、 为了 “听
从美国的意志冶 无视宪法而强行通过 《安保法制法》, 但是停留在议会斗争层面的日本共产党及其

他左翼政党却并没有实际措施可以遏制这一右倾的势头淤。 如果说20 世纪中日两国的进步运动为两国

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并使得毛泽东哲学本身成为进一步推动现实政治的理论

源泉, 那么在 21 世纪, 这一支撑和理论需求显然已经淡化, 甚至在更为极端的意义上被消除了。
当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与市民联盟提出要建立一个 “恢复立宪主义、 尊重个人尊严的政

府冶, 并将选票视为通过在 “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民主改革冶 ———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于的时候, 毛

泽东哲学、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文化革命等议题就显然格格不入了。 尤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 日

本的毛泽东哲学研究的人员构成逐渐缩减, 术语和概念也趋向 “温和冶。 一方面, “社会主义冶 本身

就已经成为被 “避而不谈冶 的术语, 取而代之的是 “未来社会冶 或 “后资本主义社会冶 等概念, 毛

泽东的激进哲学和社会愿景显然很难在这种局势下 “发声冶。 另一方面, 随着竹内实等一批支撑起

20 世纪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去世, 原本凸出文本、 忠实于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偏重历史、 文化

的非学术性创作。 更有甚者完全陷入了对历史细节的实证分析, 而忽略了毛泽东哲学———乃至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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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概念取向、 方法论意义, 或是不负责任地转引一些不堪细查的中国历史读物———以带有政治

偏见的历史材料来否定对毛泽东哲学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或是遵循日本历来的 “情报冶 传统———将

西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著作不加甄别地进行译介和推崇淤。 当然, 这种避谈社会主义、 毛泽

东和革命的研究领域的 “非研究化冶 的现象并不是日本独有的, 在过去 30 年的中国也同样层出不

穷。 近年来虽然不乏大范围的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但是 “辩护冶 毕竟不能代替 “发展冶。 毛泽

东哲学如何能够在 21 世纪中日两国的研究领域继续发展, 并且重新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 就需要两国研究者认真审视以下两点。
第一, 就理论的历史属性而言, 毛泽东哲学不是 “旧学冶, 而是当下和未来的哲学, 必然会随

着东亚和世界历史的进步而被 “重新发现冶。 中日两国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对毛泽东哲学的文

稿、 概念渊源和创作背景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 并且得出了大量既严谨又不乏创造性地论述, 但

是这种对毛泽东哲学所进行的哲学史、 文本史的回溯性考察, 却往往将毛泽东哲学定位于 “知识考

古学冶 的对象。 这使得当前的学生和市民通常会将毛泽东及其哲学视为博物馆里用来陈列的、 已经

被终结的 “旧物冶, 但是毛泽东哲学及其对应的历史实践毕竟尚未完成。 其作为一种 “认识冶, 所要

经历的 “由物质到精神, 由精神到物质———由实践到认识, 由认识到实践冶于 的往复只是部分地在

20 世纪被完成。 毛里和子所总结的 “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冶盂 虽然对于总结 “完成时冶 的毛泽东及

其哲学并没有什么偏差, 但是却无法在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 “重新发现冶 和 “继续检验冶
毛泽东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概念。 同样, 中国的研究者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批判 “污蔑者冶 和 “造谣

者冶 的战场上厮杀, 就会忽略去认真思考: 如何在深化改革的 “世界工厂冶 中继续实践、 发展毛泽

东哲学。 毕竟, 如果毛泽东及其哲学是对的———是值得辩护和发展的真理, 那么就必须通过和 21 世

纪资本主义的客观实际的结合, 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实践, 来检验其真理性。 正如毛泽东所

说: “真理只有一个, 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 不依靠主观的夸张, 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冶榆

第二, 就理论的历史需求而言, 由毛泽东本人所创作的哲学, 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形式, 以

涵盖政治、 经济、 文化和文学批判的内容为质料, 适合 20 世纪中国 (第三世界) 人民探索解放和

发展实践之需求的理论。 这种理论需求在 21 世纪的今天显然已经部分地被满足了。 民族解放运动随

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而告一段落,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

放的成功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但是毛泽东哲学所批判的对象, 即时刻在全球发挥着剥削、 支配作

用的 “资本逻辑冶 “帝国主义冶 因素并没有随之被消除。 在民族解放、 经济增长、 消费繁荣和理性

多元的表象之下, 阶级矛盾正在以更为潜在的形态逐渐激化。 曾经只是被理解为 “剩余价值剥削冶
的 “资本逻辑冶, 今天正在文化、 生态、 政治身份和语言等多种样态中得到滋长。 自由主义者所论

证的通过自由市场所构建的良序社会———例如井上达夫所展望的 “共生社会冶虞, 并不会因为对同性

恋的理解、 对异装癖的宽容而成为真正自由解放的社会。 占人口大多数的、 通常无法在研究领域、
传媒平台发声的人民, 仍然在隐忍剥削和渴求尊严的生存状态下展望着 “尚未被命名冶 的未来社会

及其哲学。
这种符合大众力求创造未来新社会的实践需求的哲学, 并不一定就是已有的 (下转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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