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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有关 “中国梦” 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比如单就文章而言, 在中国知网上以 “中国梦”
为关键词搜索, 仅 2013 和 2014 年两年就有相关文献 42249 篇, 尽管并非全为研究型文章, 但数量也颇

为可观。 为了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本文拟基于中国知网、 Sage 等著名文献数据库对相关文献

加以梳理, 力图客观、 准确和全面地把握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及其进展, 总结相关研究的不

足, 并就今后的研究提出一定的建议。

一、 研究现状概述

(一) 国内研究

在我国收录文献最全的中国知网上, 以 “中国梦” 为关键词搜索,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共获文

献 48169 篇。 然而详加阅读不难发现, 这些文献颇为芜杂。 从体裁上看, 除了研究型文章, 还有诗歌、
传记、 访谈、 报道、 散文等; 从内容上看, 有的是关于戏剧 《中国梦》 的, 还有的是关于真正做梦的,
如梦文化。 还有的文献原文其实是 “旧中国梦想不到” 之类的表述, 与 “中国梦” 毫无关系。 经过人

工筛查, 与本主题相关的研究型文章 (包括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 共有 44296 篇。 从数量上看, 基本

上以 2012 年为界, 2012 年之前研究很少, 从文献最早出现的 1991 年到 2012 年, 只有 3916 篇, 不到整

个文献的 9% , 之后则呈井喷式增长, 具体情况如下图 1 所示:
(二) 国外研究

相对而言, 国外对 “中国梦” 的研究较为薄弱。 以其常用的英译 China dream、 China’ s dream、
China dreams、 Chinese dream 或 Chinese dreams 为关键词, 在西方两大社科人文文献库 Sage 和 Taylor &
Francis 中搜索, 未发现一篇。 如果扩大搜索范围, 即不以关键词而是在全文中搜索, 也仅发现不到 20
篇文献, 作者们大多只是在分析中国政治或社会现象与问题时谈及中国新任总书记提出了 “中国梦”
等等, 并未展开讨论。 在美国大型综合性文献资料库 EBSCO 中只发现 4 篇相关研究文章。 在涵盖各类

学科的两大学术信息资源平台 ISI Web of Knowledge 和 Google scholar 搜索, 在前者中只筛选到 41 篇相关

文献, 在后者中虽获得文献 2331 篇, 但如果将范围限定于 “标题” 而不是全文, 则只有 83 篇, 且其

中有一些是媒体文章或中国出版的英文文献,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发表的时间

基金项目: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政治话语比较研究” (12BYY043),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

中心资助项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话语创新实践案例研究———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比较研究” (2014—2015 年)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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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 这些文献也基本上出现于 2012 年后, 即集中于 2013 和 2014 年间。

图 1　 中国知网 “中国梦” 研究文献历年分布

将以上文献运用 CiteSpace III 作知识图谱———引文分析, 结果呈现如下特点: 被引频次低且高度离

散, 这说明国际学界对 “中国梦” 尚缺乏有影响力的文献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 主要研究取向

由于国际学界对 “中国梦” 的关注较少且缺乏有影响力的文献和系统性的研究, 本节主要考察国

内学界的研究情况。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2013 年以来, 因此下面仅就国内学界在这一阶段

的研究进行介绍。 归纳起来,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梦” 的内涵阐释。 学者们对这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代表性的观点有: “中国梦” 的本

质内涵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体体现为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 社会和谐;[1] “中
国梦” 即是中国每一个人的公平发展梦;[2] “中国梦” 分为社会主义梦、 东方文明复兴梦和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梦;[3] “中国梦” 是富国梦, 但首先是 “强军梦”;[4] 等等。
(2) “中国梦” 的理论建构。 这也是学者们较为着力的一个方面, 比如, 张书林从 “中国梦” 的

探索历程、 内容架构、 建构路向等方面为 “中国梦” 理论建构提出了若干建议;[5] 张敏和于杰讨论了

海洋 “中国梦” 的建构性特征;[6] 张彦则从多元化的文化逻辑与价值认知方面探讨了中国文化大国梦

的建构。[7]

(3) “中国梦” 的历史演进。 李韬和林经纬认为 “中国梦” 源自中国古代先贤对 “天下大同” 这

一社会理想的不断追求;[8] 辛向阳指出 “中国梦” 的出现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

的, 追溯了 “中国梦” 自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演变过程;[9] 王政堂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追寻 “中国梦” 的

历史轨迹;[10] 王克群和张磊则梳理了我国民主党派追寻 “中国梦” 的光辉历程。[11]

(4) “中国梦” 的当代价值。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提出, “中国梦” 的时

代价值表现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视野, 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攻坚克难

提供了新坐标, 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和谐发展注入了新动能;[12] 杨生平认为 “中国梦” 的时代价值体现

在它具有明显的世界话语价值、 厚重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现实价值;[13] 宋重军则指出中国梦的当代意

义在于: 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有利于凝聚中国心、 团结正能量, 有利于中国

与世界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14]

(5) “中国梦” 的基础保障。 吴灿新认为强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实现 “中国梦” 的有力保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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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表示实现 “中国梦”, 基础在 “三农”;[16] 王果提出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石;[17] 刘素霞则强

调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障。[18]

(6) “中国梦” 的实现路径。 张富文将 “中国梦” 的实现路径分为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

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几个方面;[19] 余莉和刘家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提出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是实现 “中国梦” 的路径之一;[20] 郭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国梦” 的实现路

径;[21] 张艳新和袁会敏则结合当今社会转型的特殊情况, 讨论了在利益多样化格局下实现 “中国梦”

的路径。[22]

(7) “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 在这方面, 针对大学生进行 “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讨论得最多, 约

占这类文献的 80% 。 比如, 蒙秋明结合大学生的个性与品质阐述了 “中国梦”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

要意义;[23] 黄亚果则明确指出应该在中国梦教育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24] 莫华伟梳理了

将中国梦作为大学生信仰的若干途径;[25] 秦记洪具体分析了在大学生中开展 “中国梦” 教育的原则、

媒介和实践,[26] 等等。 另外, 孙蓉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指出 “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要注重把握实

质、 以人为本、 资源整合和队伍建设;[27] 王妍阐述了在高校青年教师中进行中国梦主题教育的必要性、

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有效路径;[28] 何景春和张峻玮分析了当前基层群众中 “中国梦” 主题宣传教

育的现状;[29] 王利敏则就如何在企业员工中宣传 “中国梦” 提出了建议。[30]

(8) “中国梦” 的国际比较。 吴海江和杜彦君分析了美国梦、 欧洲梦和 “中国梦” 的异同, 指出

新生的 “中国梦” 既具有在发展阶段、 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理念上的特殊性, 又是一种彰显包容性精

神的新型现代化文明模式;[31] 周显信和卞浩瑄以美国梦为比较对象, 侧重讨论它对 “中国梦” 的建构

与实现的启示;[32] 在为中国期刊的一篇约稿中, 瑞士学者保罗·优利欧基于社会变革分析了 “中国

梦” 及各国 “国梦” 的发展方向, 并为包括 “中国梦” 在内的各国 “国梦” 提出了发展策略和

建议。[33]

(9) “中国梦” 的国内传播。 吴春梅和雷定鹏认为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是实现 “中国梦” 的必要保

障, “中国梦” 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是培育地方性共识和提升农民群体凝聚力、 向心力的重要环节,

鉴于此, 他们分析了 “中国梦” 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共识基础, “中国梦” 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制约力量,

乡村社会 “中国梦” 传播的基本原则与路径优化;[34] 针对都市白领, 韩春秒在上海、 北京等 8 个城市

对 “中国梦” 的新闻传播效果进行了调查, 发现当前相关新闻传播存在贴近性不够、 实用性不足、 新

鲜性欠佳等问题, 并就 “中国梦” 的新闻报道提出了初步建议;[35] 王辉和张建欣讨论了新媒体背景下

“中国梦” 在大学生中的传播途径;[36] 孟建和孙翔飞则专门就新浪微博的博文进行了数据分析, 发现

“中国梦”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并为不同的叙述主体所阐释, “中国梦”

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 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 进行自我

想象、 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37]

(10) “中国梦” 的国际传播。 吴瑛对周边国家有关 “中国梦” 的舆情进行了探析, 并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 “中国梦” 的国际传播战略, 提出以 “淡色中国” 观全面展现真实的中国, 突出 “人民梦” 的

内涵, 强调其人文价值和人本价值观, 进一步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信关系, 通过国际传播战略推进周

边利益共同体建设。[38] 刘建华从国家形象的层面分析了传媒在国际舆论中塑造与传播 “中国梦” 形象

中的重要作用;[39] 贾敏以海外意见领袖的观察解读为视角, 讨论了 “中国梦” 对外传播的路径与策

略;[40] 周文华则具体针对海外意见领袖中的一支———海外学者, 介绍了他们对 “中国梦” 的理解与认

识, 强调了向海外正确解释 “中国梦” 的必要性与紧迫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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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一) 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有关 “中国梦” 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详加研读, 不难发现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相关研究的政府驱动明显, 学术原动性弱, 使得政策解读和感想式的文章较多, 而真正具有

科学性的、 有深度的文章较少。 尽管 “中国梦” 这一概念及思想由来已久, 但至少从中国知网看,
2012 年前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然自 2012 年习近平同志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表述 “中国梦” 以来, 国

内学界掀起了研究热潮, 一时成为显学。 这种应景式的研究造成当前 “中国梦” 研究的以下问题:
(1) 研究后劲不足, 难以持续。 从上图 1 可知, 经过 2013 和 2014 年的井喷式发展后, 2015 年的

研究已明显回落。 2013 和 2014 年相关成果月均近 1700 篇, 而从 2015 年的前 4 个月看, 月均不足 1000
篇。 可以推想, 若没有持续的外力诱导, 如国家课题立项, 学界的研究热情大概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2) 研究深度不够, 影响欠缺。 很多文章明显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急就章, 多政策解读和感想式的

书写, 而少有基于学理的科学研究, 更遑论经过长期钻研、 厚积薄发、 影响深远的重磅力作。
(3) 研究有流俗化、 标签化的趋势。 在有些人眼里, “中国梦” 俨然是又一炙手可热的流行语, 不

用一用似乎就是落伍, 不跟领导人的讲话贴一贴似乎颇为可惜, 于是即便讨论不相干的问题, 也要跟

“中国梦” 靠一靠, 打上 “中国梦” 的标签。 比如有位作者在论述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重要性

时, 先引述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

家来说, 最持久、 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

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好老师应该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 帮助学生筑梦、 追梦、 圆梦, 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都成为我们民族梦想的正能量。” 紧接着作者推演道: “实现中国梦, 每个人都要有正确的价值标准,
不仅高校自身要理清 20 年来中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负面影响、 理顺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新渠

道, 还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影响、 渗透和引领带动。 这其中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工作者必须承担起新的

历史使命。” [42] 在此, 且不说仅凭高校之力是否能 “理清 20 年来中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负面影响、
理顺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新渠道” 以及在互联网方面 “对整个社会进行影响、 渗透和引领带动”, 作

为读者, 实在很能理解这与 “中国梦” 之间有何直接关联。
第二, 相关研究理论探讨多, 实证考察少; 宏观阐述多, 微观分析少。 在以上归纳的 10 个研究面

向中, 内涵阐释、 理论建构、 当代价值、 基础保障、 实现路径、 国际比较等 6 个面向的研究几乎完全限

于理论探讨、 宏观阐述。 在其他面向的研究中, 具体实证研究也非常少。 比如在 “中国梦” 历史演进

的研究中, 很多文章只是泛泛地综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发展, 并非基于历史文献、 史实的严谨考察。 在

“中国梦” 宣传教育的研究中, 虽然针对大学生进行 “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讨论得最多, 但基于实证的

研究却寥寥无几。 笔者以 “中国梦” 和 “大学生” 为关键词搜索, 共获文章 754 篇, 但实证研究只有

25 篇, 约占 3% 。 这种研究状况使得当前 “中国梦” 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结论多为主观思辨所得, 并非基于客观事实的总结, 可靠性颇为可疑。 这一点, 在那些

试图为 “中国梦” 的实现或传播提出路径或策略建议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难以想象, 未经科学

调查或事实检验的实现路径或策略建议能有多大的有效性或可行性。
(2) 研究不扎实, 且易与客观实际情况脱节, 有使 “中国梦” 研究空洞化的危险。 由于很多研究

纯粹基于思辨, 甚至是作者的自说自话, 并非基于史料或事实的分析探讨, 长此以往会使得 “中国梦”
研究日益空洞化, 失去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和学术魅力。

第三, 单一学科内的研究较多, 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较为欠缺, 研究方法也颇为单一。 现有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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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是从思政、 哲学、 历史学、 政治学或社会学等单一学科角度出发, 较少进行跨学科的探讨, 研

究方法上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 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的这种单一性不利于揭示 “中国梦” 这一自近

代以来就为全体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所具有的复杂而深刻的内涵以及在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力。
(二) 未来努力的方向

通过前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概述及对国内研究所存在问题的分析, 笔者认为学界同仁尚需在以

下方面做进一步努力:
(1) 加强 “中国梦” 国际传播的研究, 重视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 虽然 “中国梦” 的国际传

播已引起学界重视, 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主要面向, 但从现实情况看, “中国梦” 的国际传播依然相当

艰巨。 前文提及, 国际学界对 “中国梦” 尚缺乏有影响力的文献和系统性的研究, 反映了国际学界对

“中国梦” 这一话题尚兴趣阙如, 还未将之提升到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与学术问题的地位, 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我国有关 “中国梦” 的对外传播不足, “中国梦” 的国际影响力尚有待加强。 另外, 笔者曾

对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11 月 《华盛顿邮报》、 《伦敦金融时报》、 《泰晤士报》、 CNN、 BBC 等西方主

流媒体相关报道共约 110 余万字的文本进行分析, 发现他们对 “中国梦” 有误读或误解的现象, 比如,
将 “中国梦” 解读成 “党的宣传家” “强加” 于公众的 “政治宣讲”, 认为 “中国梦” “概念空洞含

糊”、 “无新意”、 “没章法” 等等, 这不仅误导了国内外舆论的走向, 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

象。 之所以如此, 除了西方惯有的意识形态思维作祟之外, 也说明我国相关传播不到位。 因此, 如何

借鉴历史和参考他国成功经验, 建构一套融通中外的 “中国梦” 的话语体系, 有理、 有利、 有节地将

中国声音有效传递到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然而从前文综述可知,
这一点恰是我国学界所极为欠缺的。

(2) 强化 “中国梦” 研究的学术原动性, 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的实证研究。 “中国梦” 虽是由习近

平同志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正式提出, 却并非其首创, 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言是中国共产党出于一时之

需的 “理论建树” 和国家机器的 “政治宣讲”,[43] 或是 “党的宣传家” “强加” 于公众的, 是 “在

‘美国梦’ 上添加了共产主义的导向”,[44] 而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变化中自然形成的, 是中国人长久以

来的梦想, 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 因此, “中国梦” 研究本身应该具有极强的学术原动性,
而非仅限于对领导人讲话的解读和领导人思想的揣摩。 另外, 作为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历程中最为重

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梦” 研究也绝非某一个学科所能涵盖或某一种方法所能厘清的, 在当前国家重视

政府支持这一有利环境下, 学界应该积极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的实证研究, 将 “中国梦” 研究推向一个

崭新的阶段。
(3) 拓宽 “中国梦” 的内涵, 建立多维度、 多层次的 “中国梦” 思想体系。 当前很多人对 “中国

梦” 内涵的理解是基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 2012 年 11 月, 在十八大结束不久, 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复兴之路》 展览, 随后他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中国的 “中国梦”。 在 2013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又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北大学者程美东和张学成进一步将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归结为两个层次: 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 名誉、 地

位, 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 强国梦。[45] 也就是说, “中国梦” 是包括了国家和个

人两个层次的理想与愿望。 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 当前对 “中国梦” 的

阐释和表述多集中于国家层面, 对个人层面的梦想相对忽略。 比如, 程美东和张学成就认为大国梦、
强国梦才是 “中国梦” 的真正内涵; 华人学者石毓智总结了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 第一条

即是 “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46]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这无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 “百年梦想”, 但从历史文本可知, 中国人关于未来的梦想并非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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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层面, 也不限于对中国一国的美好期盼, 而是世界、 国家和个人三位一体, “中国梦” 既是 “国
家梦”, 也是 “个人梦” 和 “世界梦”。[47] 另外, 时移世易, 当前的中国已不是两个世纪前积贫积弱的

国家, 国家实力的发展已非前人所想象, 在国际舆论中甚至还引发了 “中国威胁” 的猜疑。 在这种情

形下, 我们更不宜将 “中国梦” 仅限于中国富强、 中国人幸福, 而应承担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 为世

界的幸福安定做出贡献, 使 “中国梦” 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因此, 学界应该拓宽 “中国梦” 的内

涵, 建立多维度、 多层次的 “中国梦” 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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