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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不仅包括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还包括像汉字、琴棋书画、京剧、唐 

装、传统节日⋯⋯这些国粹、艺术、风俗习惯。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辉煌灿烂，曾为许多国家、民族、人民为之倾倒。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依托的中华帝国在古代则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仍具魅力，仍在为社会主义q-国提供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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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软实力的内涵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 20世纪 80 

年代提出来的，在奈的定义中“硬实力”(hard power)是支配 

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 

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soft power)S1]分为国 

家 的凝 聚力 、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 与国际机构 的程 

度等。奈关于软实力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最 

后．他将软实力概括为：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 

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l_。 

中国学者陈正良把软实力定义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文 

化、核心、价值、社会制度、民族特性等要素蕴含的力量资源 

及其内化为国家行为、国家政策战略所产生形成的影响力、 

固化力与规制力。从中外学者对软实力的定义中我们可以 

看出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的，它是一种无形的但其影响 

绝不比硬实力弱。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在硬实力方面可以说 

是势均力敌，更多的是在软实力上的差距与竞争。随着世界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深入人心，软实力的竞争则是世界各国 

关注的焦点 。 

二、中国传统 文化对提高我国软实力的作用 · 

(一 )澄 清谣 言，树立形 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之初 ，由于 当时复杂 的国际环 

境，我国奉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被迫对西方资本主义 

世界“闭关锁国”，使得很多西方人不能及时地了解中国，只 

能从 自己国家新闻媒体对中国不真实的报道中了解一个不 

真实的中国。文革动乱十年，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又遭 

到破坏。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敞开 国门 ，让 中国走向世界 ，世 

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的成果及大地提高了中国的 

综合国力，也使中国重新树立了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可是近 

几年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又引起了西方 

人对中国的恐惧。在他们眼中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威胁到他 

们国家、民族、甚至是个人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 

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对此，解决方法之一除了 

通过外交活动澄清谣言 ．另一种更好的方法则是宣扬 中国 

传统文化，让西方人了解我国的文化、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澄 

清谣言．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宣传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热爱 

和平的愿望并为之付出的努力。用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 

的思想和例子来说明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向外扩张的民族。 

中国自秦汉时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学为主 ，其他学派为补充 

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高度整合的， 

它表现出一种自然的“随和”与“包容”。长城的修筑就说明 

了中国文明是一个内向型的文明，中华民族只有防御的心 

理．没有扩张的意图脚。自汉朝以来就有了中西文化交流，隋 

唐更是达到鼎盛，我们的祖先毫不吝啬地向外国友人传授 

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文化成果，而且对外国来使的 

待遇也十分高级。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为了加强中 

国对世界的 了解 ，也让世界 了解 中国。由此可见 ，中国的历 

史从来没有像西方历史那样充满了侵略、践踏、蹂躏其他民 

族、国家 ，中国发明了火药、指南针，而我们不是用来进行侵 

略、建立殖民地的，相反，西方人却用我们的技术把世界弄 

的硝烟四起、生灵涂炭。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乃至 

将来都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为世界带来和平、和谐声音的 

源泉。 

(二)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 

当今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迅速流行，形成一股“中国 

热”。这股“中国热”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当前全球有 4000 

多万外国人在学中文．就读于中国高等学府的人数也相当 

可观，此外 ，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西 

方，使用传统中药的人也很多；中国的传统佳节一春节在海 

外更是深受外国人追捧；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世界建立孔 

子学院．截止到 2009年底已经有 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82所孔子学院和 272个孔子课堂；中国的汉字、唐装、戏 

曲、琴棋书画、文学作品、中医、甚至是占 I-术都深深地吸引 

着外国人。他们被这一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所折服。纵观中 

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和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除了得益于 

中国经济的发展、外交上的有所作为、国际上的人道主义， 

更多的还是得益于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今天，有多 

少外国人是奔着学习中国文化而到中国来的。可见 ，中国传 

统文化有力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 

(三)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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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经历了几 千年时间的考验 和兴衰变化 而一直 

能稳 固地凝聚在一起 ，并保持一个伟大 民族的生机和活力 ： 

中国人 VI众多、幅员辽阔，在近代的百余年间，几乎遭受过 

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辱和侵略，但从来没有被任 

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奴役，她始终保持着 自己的伟大尊 

严，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什么?除了政 

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外 ，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伟大力量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 

与“国格 ”观念作为一种凝 聚力 和向心力 ．它是我们的“民族 

之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观念是早期儒家创立的，孔 

子提 出“仁 ”是 中国思 想史 上最初 的人格观 念 ，他还论证 了 

塑造一个完善“人格”的伦理道德观念 。孑L子把“仁”作为最 

高的道德标准，并与“爱人”联系起来。例如：“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就是“仁”的诠释。儒家的“人格”观念后来演化为 

“国格”观念，而“国格”观念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3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格”观念尽管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往 

往和封建观念纠缠在一起 ，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与我们社 

会主义制度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 

力，并使这种合力经久不衰。中华民族有过辉煌 、也有过苦 

难，最大的灾难就是面对亡国的危险，可是什么让这个古老 

的民族一次次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 

民族?5·12大地震发生之后 ，全国各族人 民在党 、国家的带 

领下共捐出近千亿元的救灾物资；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在 

境外受阻，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为此保护圣火的壮举；北 

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 的成 功举 办⋯⋯这些足 

以证明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合力一直是维系中华名族的 

纽带．它能使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形成不可抗拒的合 

力共同抵御苦难。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 

神 的力量。 

(四)有利于抵御西方宗教的渗透 ，维护我国的文化安 

全 

很多西方人攻击中国人没有信仰 ，中国没有 自己的国 

教 ．并极力鼓吹西方基督教教义。利用 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一 

缺 口运用宗教来进行和平演变。可是他们错了，基督教并没 

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奴化中国人的思想，这里的因素十 

分复杂．恐怕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一种最流行的解释 

是 ，中国文化 的非宗教性 。 

学术界在对中西传统文化进行 比较研究时往往会强调 

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 

一 种重现世 、尚事功的世俗性文化 ，它的 中心始终落在现实 

的人伦关系上。其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盛行的“三 

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系列实践性的伦理规范；与此相 

反 ，西方传统文化 则是一种重彼 岸 、尚超越 的宗教性 文化 ， 

它的重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落在虚幻的神人关系 

之上．从而使得超现实的信仰和超经验的形而上学成为推 

动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杠杆 。中国没有自己的 

国教，但有非常确定的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的 

影响是国人重当下．中国人最富实用性格。 

(五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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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渊源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中找到。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了对和谐、和平的追求。道家的 

“天人共和乐 ”，儒家的“和为贵”，墨家的“兼爱”、“非攻” 

⋯ ⋯ 这些思想 经过 发展逐渐形成 了中国人心 中所普 遍认 同 

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个“完美的社会”． 

孔子说“无礼 ，无 以立”礼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孔 

子对大同之世的解释“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 

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不是一个道理吗 !“天人合一”的思想则是人 与 自然 

和谐相相处的思想出处。(《论语·学而》)篇曾子日：“吾日三 

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对我们今天倡导的诚实守信，修身养性 ．构建社会和主义和 

谐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些在古代社会是最基本的道德 

规范，而今天我们却要大力倡导 ，可见 ，传统文化中道德规 

范的内容我们已经忽略的太久了。 

三、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历经了盛世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 

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有其优秀传统。从十六世 

纪 、十七世纪 以来 ，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了 ．中国没有能 够 

创造出近代实证科学，也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具有 

一 定缺点。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任何“历史虚无 

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都是错误的。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他在《国史大纲》前面有一段话 ：“当 

下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 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 国以往历史应略有所知。所谓对其 本国以往历史应 

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 

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 

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现在国学热 ， 

幼到还没上学的儿童 ，长到古稀老人：下从民间百姓 ，上到 

高管高官都以能说出几句古语而自得。可是这当中又有几 

人是真的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而去学习的呢?恐怕 

都带有几分功利。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辉煌 

之后到 了近代却遭受坎坷之途。20年代“打倒孔家店”时 ，我 

们看不起传统文化：9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看不见传统文 

化 ；21世纪“国学热”的今天，我们看见了传统文化却是在盲 

目跟从。看到那些外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难道不 

使每个中国人惭愧吗?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灿烂文化是要我 

们发扬 、继 承的，而不是用来遗忘的。所以 ，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继承者的每个炎黄子孙都应去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不 

是当做 为学 而学 ，而是带有一种温情 与敬意 。只有这样 ，我 

们的传统文化才能继续发扬光大，继续为社会主义中国贡 

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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