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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内在包含着 “力 ”、“实力”、

“软实力”、“文化力”、“文化软实力”五个递进的关系。

首先 ,我们来看 “力”的概念 。 “力 ”本来是一个物

理学概念。在物理学中 ,力是指一个物体对另一物体

的作用 ,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一定有另外的物体施

加这种作用 。前者是受力物体 ,后者是施力物体 ,只要

有力发生 ,就一定有受力物体和施力物体。有时为了

方便 ,只说物体受了力 ,而没有指明施力物体。但施力

物体一定是存在的。就此而言 ,力就是一种相互作用。

其次 ,我们来看 “实力”概念。 “实力”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 ,我们说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较强 ,一

个地区 、一个城市 、一个企业 、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 、

另一个城市 、另一个企业 、另一个人比较有实力 ,也都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具体来说 , “实力”包含哪些内容 ,

真是见仁见智。 《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对“实力”一词

的解释是 “实在的力量(多指军事或经济方面)”。就此而

言 ,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 ,

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

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

再次 ,我们来看 “软实力”概念。 “软实力 ”是相对

于 “硬实力 ”而言的。 “软实力 ”(软力量 、软权力)思

想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美国国防部前助

理部长约瑟夫·奈在 1990年出版的 《谁与争锋》一书

提出来的;2004年在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一

书中他对此概念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 ,在当今国

际关系理论界颇有影响 。约瑟夫 ·奈认为:一个国家

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 、科技 、军事领域体现出来的硬

实力 ,还包括因文化 、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

力 。 “硬实力 ”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

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 “硬性命令式权力” (hardpow-

er),软实力是指与诸如文化 、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

相关的 、决定他人偏好的 “软性同化权力 ”(softpower)

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 ,包括政治制度的

吸引力 、价值观的感召力 、文化的感染力 、外交的说服

力 、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软实力

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同性的权力 ,具有使他国心甘情愿

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 。这表明 ,软实力是

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

的能力
[ 1]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 ,

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 、意识形态

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等。在这众多因素中 ,文化魅力

是国家软实力的深层根源和核心实力 。 “软实力 ”是

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 ,必须把 “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

略中。有学者将 “软实力 ”的核心要素归结为:文化 、

观念 、发展模式 、国际制度 、国际形象
[ 2]
。 “软实力”的

最大价值在于 ,它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

世界秩序 ,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 ,

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

序 ,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复次 ,我们来看 “文化力”概念。 “文化力 ”是相对

于 “非文化(自然)力”而言的 。文化 “力 ”并不等同于

物理学上的 “力 ”,从本质上来说 ,物理的 “力”是人类

用来 “化 ”自然界的 ,而文化的 “力 ”是人类用来 “化 ”

自身的 ,这种对物理的 “力 ”与文化 “力”的解释 ,较好

地阐释了自然与人化的关系
[ 3]
。高占祥同志对 “文

化 ”的 “力”的分析比较透彻 ,他将文化力分解为文化

元素力 、文化潜移力 、文化吸引力 、文化影响力 、文化竞

争力 、文化创造力 、文化生产力 、文化思维力 、文化先导

力 、文化孵化力 、文化和谐力 、文化和合力 、文化微调

力 、文化平衡力 、文化钝感力 、文化形象力 、文化破坏

力 、文化安全力 、文化扬弃力 、文化凝聚力 、文化永恒力

等 21种 ,其中他不仅论述了文化的创造诸力 ,更是论

述了文化的破坏力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深思。

最后 ,我们来分析 “文化软实力 ”概念 。高占祥在

他所写的 《文化力 》一书中比较好地阐述了从 “文化

力 ”、“软实力 ”到 “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对 “文化软

实力”一词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 ,

约瑟夫 ·奈在谈到软实力时考察了文化 、国内价值观 、

政治 、外交实质和风格等领域 ,由此人们自然会谈到文

化软实力 、价值软实力 、政治软实力以及外交软实力

等 ,由此可见 ,这里谈到的文化软实力一词实际上是狭

义的;第二是从广义上来谈论文化软实力 。就此而言 ,

中国只有 “文化力 ”这个词 ,它是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 ,约瑟夫 ·奈提出了软实力思想 ,我们中

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把 “文化力”和 “软实力 ”结合起

来 ,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

涵和理论可以认为就是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内涵与理论

的有机结合 。这种结合不仅将使中国综合国力的理论

发展得更全面 、完整 ,也会使文化力和软实力的理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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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得到更好的发展。这种广义的文化软实力 ,是与经

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 、相辅

相成的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 、凝聚力和

感召力 。美国学者约翰· P·洛弗尔认为 , “人是在文

化氛围中长大的 ,受到其中基本价值 、风俗习惯和信仰

的熏陶 。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

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

此外 ,在每个民族国家 ,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

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

尔 ·亨廷顿认为 ,硬实力决定软实力 ,或者硬实力是软

实力的基础 。他认为 ,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

态具有吸引力 ,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

疑和认同的危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也

认为 ,决定民族国家特征的不是其内部种族的外部结

构 ,而是固存于他们身上的特殊文化心理或意识。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 ,是与经济

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等硬实力相互影响 、相辅相

成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 、凝聚力和感召

力 ,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就此而言 ,我们

可以将文化软实力分为以下五个组成部分:(1)激励

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2)获得国

外仿效的文化吸引力;(3)推动发展 、追求领先的文化

创新力;(4)将文化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整体的

文化整合力;(5)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文化辐射力。

其中 ,文化凝聚力是内核要素 ,文化吸引力是基础要

素 ,文化创造力是倍增要素 ,文化整合力是集成要素 ,

文化辐射力是表象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 “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

战略重点 ,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如

果我们把由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组成的国家力量称作

“硬实力 ”的话 ,那么通过政治价值观 、外交政策和文

化创造等体现出来的国家力量就可以称作国家的 “软

实力”,而文化方面的国家软实力就是 “国家文化软实

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硬实力有时也可以产生软

实力的效果 ,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是互相补充 、互相加

强的关系。要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 ,首先就要有效整

合和开发中国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资源 ,变文化软实力

资源优势为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对中国的文化软实

力资源进行调查 、统计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挖掘有吸

引力 、影响力 、仿效力的文化软实力资源 ,有的放矢地

制定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和战略。进一步增强中华

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弘扬时代精神 、推进文化创

新 ,发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在于要迅

速推进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大国 、从文化

流传大国向文化市场流通大国的转变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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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化的发展渊远流长 ,它既是人与自然相交

相通的条件 ,也是人之为人 ,人类之为人类的结果 ,所

以文化与人本身在本质上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不可分

离之物 。但是在学理上对文化进行研究 ,我们又必须

相对将人们所创造的文化与文化使人成为人的过程与

结果适当分离 ,从而把握文化与人的关系。从文化本

身来看 ,文化无疑具有发展的阶段 ,传承性 ,互动性 ,差

异性 ,可融合性等许多特性 ,因为文化在人类历史各阶

段的民族生存与发展史中所孕育并逐步发展 ,又在民

族交往的历史中不断生成与更新 ,它造就民族及其生

存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乃至生活的诸方面特性 ,使

历史上形成的民族 、民族国家和民族交往无论是在物

的形态还是精神的形态方面构成了文化的生成与文化

的交往历史 。这种历史通过文字的形成 ,记载 ,及其它

物化形态的文化遗存的不断被发现而形成对民族文化

发展史的完整的或片断的记载和记忆 。

一般来说 ,人们倾向于认为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

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 ,随着人类的发展其坐标总

是按照某种纵向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展开 ,人类也在文

明的长河中不断地由某种比较低级的阶段向高级的阶

段进步 ,这种文明的理性主义曾经使人们对人类未来

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和乐观 。但是 20世纪以来 ,现代主

义的兴起与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 ,使文化与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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