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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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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 

摘要：一般来讲，“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为应对世界各民族国家进入全球性竞争时期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

实，中国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化”概念，早就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对“文化”

具有“化入人心”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 

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 

人们普遍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

学全球战略专家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任何思想观念均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当代“软实力”的观念，是各民族国家在

全球化时代竞争意识的表达，特别是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急切地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个概念为各民族

国家综合国力的描述、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重要因素，故而很快就被普遍接受。 

“文化软实力”则是对“软实力”理论进一步探讨而衍生的一个概念。在国家软实力的构成中，由于文化具有广泛渗透性

(包括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及人的行为方式等)及柔性力量等重要特征，故而在“软实力”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政治

家在描述“软实力”时，往往就是指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张，“文化软实力”的

概念进一步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 

应该说，“文化软实力”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产生的概念。追溯历史，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十

分丰富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拥有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秀资源。我们会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发现并提出了

“文化软实力”的思想理念，并且将这个理念付诸实践，指导以后历朝的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对古代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早的“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西方学者“文化软实力”

概念的提出，其实反映了当代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

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念。 

现在，我们进一步以现代“文化软实力”的观念为视角，追溯其思想渊源，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卓越

见识。 

二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了统一天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

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

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这些理论与学说中，关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观念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百虑”、“殊途”中的一种重要观念。也就是

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出于诸侯争霸、统一天下的需要而产生了“文化软实力”的观念。 

十分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最早将“文”与“化”结合起来，构成与现代“文化软实力”相近的“文化”概念。和现代文化学

所指的作为人的物质、精神财富总和的“文化”观念不一样，古代中国的思想家本来就是从一种“软实力”无形力量的角度来看

待文化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化”，其“化”是动词，体现出“文”具有“化入人心”的巨大力量。先秦文献中的“文”，

一方面是指与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相关的人伦秩序、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亦是指与文字典籍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但是，

一旦将“文”与“化”联合起来使用，则是指用这些伦理道德、诗书典籍的文化去教化、影响人们。和靠军事力量征服人们不

同，文化具有感染、影响人们的精神力量。《周易·贲卦·彖传》最早阐述了这种“软实力”意义的“文化”观念：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解释了这段话中的“人文”：“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云：“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

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

《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第105页。中国古代学者在这里明确指出，支配世界的权力(“止物”)可以有两种形式：武力胁迫的征服天下和文德

之教的化成天下。古人将后者称为“文化”，显然倡导通过文化的力量去“化成天下”，而反对仅仅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做法。这

种将文化的力量与威武的力量对应起来，并且更为推崇文化力量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苑》也将“文

化”、“武力”作为圣人治天下的两种主要手段：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卷十五，《指武》。 

作者显然更加推崇“文化”的方式，因为“文”能够使人心悦而诚服地服从于圣人统治，“武力”只能是在“文化”力量失

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 

在诸侯争霸、实现天下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各派提出了不同的经世方案。战国时代出现的“文化”概念，本就是作为

一种能够帮助圣王统一、治理天下的力量和方略，与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或方略相对应。在当时，诸子普遍把军事、政治、

经济视为“力”，因为它们均是诸侯实现争霸、统一天下的“硬实力”。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文德之教”、“文明”、

“文化”同样具有“服人”的力量，作为“文化”的力量，是一种使天下百姓“中心悦而诚服”的“软实力”，故而在统一天下

的进程中是一种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力量。 

儒家学派孟子曾把那种依赖军事方面的“硬实力”来实现争霸的政治路线称为“霸道”，将依赖、实践“文化”、“文德之

教”等“软实力”的政治路线称为“王道”。法家学派就是推崇“霸道”的学派，认为治理国家、统一天下所依赖的就是

“力”。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书·慎法》。“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商君书·靳令》。法家所推崇的“力”是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在内的“硬实力”。所以，法家学派重视耕战，提出“国

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认为鼓励耕战是提高国家硬实力的根本途径。法家还特别重视“刑赏”、

“权势”，认为这些也是君主、国家所应掌握的“硬实力”。 

对“文化软实力”最为推崇的，是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推崇“王道”，强调“文化”在

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虽然是一种“软”的力量，但又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孟子将“以力敌人者”称为

“霸道”，行“霸道”者对外靠军事力量，对内靠严刑峻法。孟子认为推行“霸道”虽能暂时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但绝不可能

得天下。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他强调只有推行“王道”者才能

得天下，因为行“王道”者推崇“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讲仁政、重德治、行“文德之教”，和“以力服人”的“霸道”不一

样，这是一种“以德服人”的“王道”，它是使天下百姓“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的“软”力量。孟子反复强调

这种能够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远远要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所以他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孟

子·尽心下》。、“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文化”、“仁政”是“得民心”的软实力，而“得民心者”必能得天

下。 

儒家所推崇的这种“人文化成”的文化软实力，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呢?这些要素如何才能够形成“无敌于天下”的软实

力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考察。 



文档附件： 

其一，以仁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入人心的道德渗透力和感化力。儒家倡导君主必须施行德治、仁政。所谓“仁

政”，对内而言，能够做到民有恒产、轻徭薄赋、救济贫困、减轻刑罚、保护工商等；对外而言，则是要做到勤修文德、讲信修

睦、以和为贵、以善服人、协和万邦等。能否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君主能否保存、扩充自己内在的仁心。孟子道：“以不忍

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仁德只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为什么统治者们只要认同、推行

这种仁政的理念，就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呢?因为这种仁德价值观念和“人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仁德的价值观

念具有对“人心”的内在凝聚力：“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

心下》。另一方面，仁德的价值观念具有外在感召力，能得到天下的帮助和归顺，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仁道是一种能够得到普遍赞同、欣赏的价值观念，能

得到外界的普遍声援、帮助，故而能够产生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天下臣服和归顺，这是任何有形的外在力量不能比拟的。 

其二，以礼乐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具有使国家和社会组织内的人民和谐相处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儒家所说的“文”、“文

化”的软实力不仅是指仁德方面的精神力量，同时还包括礼乐制度的组织力量。仁德与礼乐是一个内外一体的和谐整体，相当于

现代政治学所讲的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价值形态一体化。“礼”是古代中国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制度体

系和行为方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作为一整套人人遵守的制度规

范，能够使组织内的人们和谐相处而不生怨恨，从而产生极强的社会组织力和凝聚力，即所谓的“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

怨”《礼记·礼器》。礼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的力量，是因为它不仅使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得以落实，同时还广泛地渗透在法律、

政治、教育、军事、宗教等一切社会活动中，并发挥着规范化、组织化的作用，即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

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

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由于礼能够使国家、社会、家庭保持和谐、有序的秩序，故而具有很强的组

织力，这也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乐”是辅助礼的一种手段，它使人们从内心认同礼、服从礼，从而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

体系的凝聚力，即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礼乐是人内在仁德的外在

化、制度化，它具有使人们无怨、不争的功能，从而强化了社会、国家的组织力、凝聚力，是一种不同于军事、政治力量的软实

力。 

其三，以教化为途径施展文化软实力，具有强大的精神调控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文化”能够对个人、社会、国家、天

下产生调控力、影响力，总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而对儒家来说，“教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古代“文化”的含义

和“教化”非常接近，均是指通过传播仁德的价值观念、礼乐的文化体系而影响个人、社会与国家。儒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

亦充分体现在他们对“教”、“教化”的重视上。《礼记·学记》中，儒家这样看待教化：“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教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居于这么重要的地位?其关键是教化能够

充分实现“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的特点。对内而言，通过教化能够“化民成俗”，使百姓自觉自愿地追求仁德价值、德行

礼乐规范，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对外而言，通过教化而建立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要比依赖政治强制、刑罚暴力、

军事威胁更能得民心，更能维持国家、天下的和平稳定。“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

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总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离不开文化通过教化而具有的精神调控力和影响力。 

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力量就是由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种力量均不是以军事、经济、政治为代表的“硬实力”，而是体现

为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的“软实力”，是一种不靠强制，而靠感化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易传》所说的

“人文化成”的力量。当然，能够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总是既有“王道”，又有“霸道”，即所谓“王道”与“霸

道”并用之。就是说，这些不同观点“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往往是“相灭亦相生也”。不仅要依靠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

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的“软实力”，也同样离不开军事、经济、政治的“硬实力”。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权不具“文化软实

力”，就不能够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 



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65；8417786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