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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内容概要

可口可乐会使世界更美好吗？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电影市场的统治，有利于电影发展吗？CNN在有线电
视业的强热地位，人们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当下世界吗？美国流行乐的全球推广，是否已经扼杀了非
商业音乐？    美国“软实力”借助政治、军事的硬实力影响着整个世界，这一过程是怎么完成的，不
同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反抗？    在“全球化”渐渐变成“美国化”的今天，商业秩序统治下的世界
未来，是冲突，还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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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作者简介

马修·弗雷泽，加拿大《国民邮报》总编辑，知名学者，曾任赖尔森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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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序引言  软实力  帝国与全球化  流行文化的地缘政治学第一章 电影：实力和魅力  电影和美国
的实力  美国佬滚回去：好莱坞帝国主义  好莱坞和冷战  杰克瓦伦蒂和好莱坞的“硬球”政策  米老鼠
的睦邻政策  从好莱坞到宝莱坞  今日好莱坞帝国主义第二章 电视：全球性帝国的乐土  冷战时期的电
视：美国生活方式  电视标准与国际政治  好莱坞和全球黄金时段  信息大战：电视新闻  对闭路电视的
抵制  全球化，还是本地化?第三章 音乐：流行音乐走向世界  音乐向帝国进军  我想上音乐电视  世界音
乐走向世界  我们就是世界第四章 快餐——可口可乐殖民化和麦当劳统治  可口可乐殖民化  麦当劳统
治全球  “金拱”预防冲突理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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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精彩短评

1、呃。。没怎么记住
2、封面太差，太幌眼
3、讲了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在全球流行和施加影响的历史，描述了很多具体的冲突和细
节。基本上没有理论的归纳和延展，也许可以看作是约瑟夫&#183;奈的《软力量》的一个补充吧。单
独看，可能意义不大。
4、这本书对于了解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快餐文化在全球的展开内幕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5、这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书，文中很多的观点很值得借鉴
6、工作所需～瞅瞅
7、文化帝国主义
8、可读性强，虽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是很全面。
9、电影,快餐,音乐,金拱理论....美国如何在文化上称霸世界的,值得一看
10、初看 啰嗦
11、尾注不详细，让我写论文引用时很麻烦。
12、素材很好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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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精彩书评

1、讲了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在全球流行和施加影响的历史，描述了很多具体的冲突和细
节。基本上没有理论的归纳和延展，也许可以看作是约瑟夫·奈的《软力量》的一个补充吧。单独看
，可能意义不大。
2、可口可乐会使世界变的更美好吗？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电影市场的统治，有利于电影的发展吗？假
若在平壤和德黑兰都能买到麦当劳大汉堡，世界的安全稳定就更有保障了么？面对这样至少在我们看
来答案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加拿大《国民邮报》总编辑马修.弗雷泽在其《软实力》一书的结论中给
出的是非常肯定的答案：是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随着麦当劳出现在世界各地，托马斯.弗里德曼
提出了一个金拱理论：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根本不会互相宣战。这是全球化形势下美国软实力影响
的一个精辟描述。全球化的世界真的是平的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全球化，世界不是平的，而是
双拱形，象麦当劳的标志一样形成M形金拱。“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来源于美国国防部
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根据他的定义，软实力是“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及吸引和说服别人
的能力，而非恐吓对方的能力”。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的词语，其最为
显著的代表就是流行文化资源。相对于“硬”实力：军事、经济、政治等传统国家实力，软实力更少
的依靠国家政府的强权，而是更具有潜移默化式的渗透意义。这本书的中译本全名为《软实力：美国
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英文版名城则是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Empire.事实上，作者承认自己的论述是“有些奇特，甚至富于煽动性”。但通篇的内容包括
论证逻辑却很明了，那就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虽然是通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统治世界的，但
是其软实力也一直是其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资源和手段。美国的流行文化已经伴随着华盛顿的外交走
向全世界，在美力坚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美国软实
力的主要内容：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快餐在全世界的推广过程和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虽然一直
存在争议，但是美国的流行文化和娱乐无不向全世界传递了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等信念和美国的价
值观，而这些观念或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流行，将会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建立美
国式的模范社会。这样的话，同一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稳定。而在美国主导的
全球化过程中，流行文化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促进世界稳定和和平的必要因素。作者最后提出，
应当继续向全球推广美国的文化，而麦当劳可口可乐、MTV和微软，将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美好”。
作为经济学中的外生变量，广义的制度包含了文化。在世界格局变化中，除了经济实力的影响，文化
的作用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纵观历史，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虽然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其影响力和作用常常与物质实力表现出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或者说是时间维度上的非一
致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往往是很有趣的。在冷战时期，苏联即使在顶峰时期，全球争霸
的上对美国处于全面的攻势，但是依然头疼于国内和东欧青年对西方摇滚乐的向往。20世纪80年代，
美国全国都在疾呼日本经济上对美国的占领，但在同一时期，甚至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时候
，以麦当娜、麦克尔;杰克逊为代表的美国流行音乐却全面占领了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广大领域
内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的复苏和再次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占
据了苏联和东欧意识形态消散之后的空间。而被美国视为极端的铁幕国家的领导人金正日，确作为一
个乔丹的球迷，对美国外交官赠送的乔丹签名篮球表达出极大的兴奋。而他的儿子甚至化名偷偷前往
日本，不惜被日本遣送回国，只为一睹心中的梦想：东京迪斯尼乐园。上层建筑一定程度上脱衣经济
基础的存在和表现，恰恰证明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软实力在当今大国博弈中的作用，远比
以往更为的显著。尽管存在帝国衰落的争议，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远比当年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
更依赖软实力的影响。而如果强大的物质基础配合上强大的上层建筑，那么一个国家毫无疑问的具有
无和比拟的统治力。这就是90年代后乘新经济快车复苏后的美国的扩张力度的根源。如果说70年代的
美国文化是在力图维持其原有地位并伺机向其冷战对手苏联渗透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文化则是美国
战车雄心勃勃的助推器，试图以一种极度自信的心态去建立并维护其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并将其背制
度和主流价值观推广并到尽可能广的范围。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流行文化扩张一直伴随着其经济
和军事力量的逐步强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先于美国大兵登陆欧洲。事实
上，美国是先成为经济霸主，进而成为文化霸主，最后才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成为全方位的世界霸主
。而在软实力的争霸过程中，扩张的对象包括了欧洲、苏联及东欧、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和我们传
统人为的西方价值观不同，在西方文化内部，美国文化与传统的欧洲文化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美国

Page 6



《软实力》

文化根植于基督新教传统，而从根源上说，整个西方文明来自于古希腊和犹太传统，美国与欧洲在这
个框架之内是统一的。但是文化，尤其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衍生出的，并杂烩了美、洲、亚等其他
文化的美式流行文化，在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对传统的扭曲。而融合了拉美和非洲黑人音乐
，来自于美国的R&amp;B和Hip Hop音乐无疑是这种代表。好莱坞电影，即使在欧洲可以取得不错的
票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的主流。好莱坞是美国的，也可以
是英国、加拿大、澳洲的，但绝不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而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来，美国和
欧洲是代表着西方文化，而美国文化既是西方文化扩张的主流也是急先锋。而美国则一方面向这些国
家大项输出流行文化，另一方面也适当的融合本地化已减少阻力。麦当劳在东亚的分店纷纷推出了米
饭的产品，时代周刊有这个各地区不同的版本和封面，美国的电视网络公司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出
具有当地特色的电视节目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这样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美国化为代表的全
球化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而本土化进一步融合了全球化。同时，美国文化本身由于其移民文化的根
源，也在一直吸纳其他文化。拉美流行音乐在美国本土的流行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一旦以单一文化主
导世界文化，必然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美国文化力图构件的世界范式，并没有解决亨廷顿提出的文明
冲突，反而引起了一定的震荡和更多的猜疑。作者在提到麦当劳时，引用了金拱理论：两个拥有麦当
劳的国家根本不会互相宣战，作为“金拱预防冲突理论”的基本假定，被托马斯.弗里德曼在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中提出。巴麦当劳扩展到整个美国流行文化，这各理论是全书的一个核心思想。
根据我们主流的观点，作者的观点似乎有失偏颇。事实上，对于美式流行文化的猛烈攻势，世界各地
都有着各种各样充满争议的声音。但是正如本书所提到的那样，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坐在星巴克里，
一边喝着美式咖啡，一边发表抵制美国文化的言论。而当我们在表达对美国流行化不接受的态度的时
候，我们同样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我们已经沉浸于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电影的文化背景之中
。如果说美国的流行文化是其超越地缘政治的精神帝国的建立者和维护者，那么对于这个帝国言论上
和行动上的反抗，看上去的确是最弱无力的。但是我们就可以认为么美国流行文化是以绝对优势建立
了绝对的统治么？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目前还不是这样，甚至作者也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同时，作
者也留下了疑问，美国的软实力意味着什么并能保持多久？或者我们可以加上一些思考，世界的下一
步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当今的美国，美国人本身也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对象。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
个代表了蜘蛛侠英雄主义的观点是美国人审视外交政策的视角。普通美国公民也基本认可美军在阿富
汗、伊拉克是帮助那些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并建立民主国家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的责任所在。
而在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美国在不断推行这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流行文化是其政策一种柔性
诠释，正在以更大规模扩展。不仅仅是本书的积累流行文化，在其他文化领域，如学术界和互联网，
美国文化的垄断性影响力无处不在。麦当劳会令世界变得更美好么？当我们看到麦当劳的金拱取代了
美国使馆而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时，每个人都会加深对拱形世界的忧虑。事实上，在其他国家看来，
多元化的文化坐标系以及各个国家独立的话语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单独的民族国家治崛起据有更
加重要的意义。而笔者颇为担心的是，象曾经罗马帝国一样具有支配力的美国文化，是给全球带来的
繁荣还是灾难？在无节制的欲望下，美式流行文化会不会像古罗马一样，从内部倾覆，是历史留给我
们的思考，也是软实力最好的注脚。
3、要我说，这本加拿大人撰写的研究美国软实力的著作之价值其实远远超过科普性质的『货币战争
』。记得西方一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概念，即冷战之后的今天，
世界的主要冲突已经不再是美苏的较量，但也不再单纯是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碰撞——毕竟这
些只能作为威慑的存在——而更多地在本质上体现为文明之间、文化之间『软实力』的冲突。通过研
究国家级别的『软实力』，我忽然很能理解我们国家的广电总局等文化机构——我们平时总是私下责
怪政府不够开放，但你如果回溯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你就会发现那时刚刚萌芽的好莱坞其实同样是
国家政治的工具——而且好莱坞的成功几乎完全是靠美国政府紧密扶持并融入全面国家战略体系的结
果。就连动漫业界钟爱的沃尔特·迪斯尼，他本人也同样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以米老鼠、唐老
鸭等动漫为武器，帮助美国政府在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今天的中国，其实面临的是类似的局面
。政治在社会的表面逐渐退行、经济面临全球化的复杂挑战的当下，我们不能仅仅靠『硬实力』的储
备，而更多要形成多元化、一体化的『软实力』国家战略架构。所以说，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软实力』
。----------------------------------http://www.leeforce.com
4、现在，“软实力”这个词挺热的，媒体和网络上经常在谈论这个话题，尤其是讨论如何提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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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的软实力。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和大家交流。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
大意是说软实力是相对於硬实力而言的，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指通过文化、价值观、传媒等软因素
的作用，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约瑟夫·奈还认为，
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重要。中国众多人士纷纷为如何提高国家的软实力献计献策。北京大学张颐武教
授就曾就中国文化输出提出“孔子和章子怡”的命题，为此张教授还和媒体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很多
人都加入了讨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一提软实力就在那里辩论“是章子怡还是孔子”。不经意间
，张教授就把文化输出的问题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我认为，今天热火朝天的“软实力”讨论
进入了某种误区，离开了根本性的东西，反而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一.  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什麽关
系？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观点：软实力是硬实力的附属品，是毛与皮的关系。如果没有了硬实力，软
实力就只有“软”而没有“力”了。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这种观点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不对。比如说，美国人篮球打得好，尼日利亚人足球踢得不错，但是美国人硬实力强，美国的
篮球就成了美国的软实力之一了。尼日利亚足球就算获得了世界杯冠军，那又能产生什麽力量呢？因
此，软实力只能是在硬实力真正提高的时候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也就是说，即使你那些“软”的东西
一点没变，它也同样随着你的硬实力的提高而提高。这其实很好理解，让我们来看洪晃女士的一段话
：“软实力就应该是一个军的章子怡，谁看见谁不感叹？攻打谁，谁都会不击而懈。对吧？所以别老
小看活着的，比你小的，更漂亮的。软实力是看一眼你就缴枪的能力，孔子行吗？解释都解释不过来
。”——洪晃女士还是拿章子怡和孔子比较，可见张颐武教授的这个类比影响够大的。洪晃的这段话
如果是我说的，当然没有什麽影响力，由洪晃女士来说，影响的人就多得多，而且这句话好像还上了
杂志，这就更有影响力了。能说出同样的话，这就是软实力，为什麽洪女士影响力大呢？那就是她的
硬实力比我强得多，洪女士有家庭背景，有广泛的人脉，这些硬指标就注定说同样的话她比我有影响
力。国家之间其实也是如此。因此要认清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不要被约瑟夫·奈的所谓“同
样重要”的话蒙蔽了。二.  软实力的作用被夸大了，不值得大家如此的重视。上面我们说了，软实力
依附于硬实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软实力自然就增强了，再加上像张颐武教授这样的一批人士研究
如何刻意的去增强软实力，相信我们的软实力一定会更加强大。但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软实力增强
了，是否会真的达到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的效果？这个问题值得去思考。全世界谁的软实力最强？当
然是美国，那美国用它的软实力得到了多少它想要的东西？虽然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的美国粉丝，这似
乎体现了它的软实力，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世界各地那些反美的人士，对美国不满的人士要远远超过
本国的美国粉丝，以至于美国人也自问：他们为什麽恨我们？当然美国人的结论是：我太棒了，太优
秀了，他们都是嫉妒我，这种结论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美国实现他们的目标，我看基本上都是依靠硬
实力。利比亚主动放弃核计划，也是被美国的硬实力吓住的，并非是软实力。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
大家说他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那麽奥巴马上台後，摒弃了小布什的那一套，注重了软实力，可是他
又取得了多少外交成果呢？恐怕美国人自己都不看好。既然世界上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过如此，
那麽我们费这麽多心思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到底能得到什麽？真的能使别人在不知不觉中接纳和服
从我们的观点，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吗？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因此，我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被夸大的
力量，对於软实力我们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我本人为例：我也算是个影迷，我对美国电影的喜
爱程度也远远超过中国电影。还有美剧，从上个世纪的《大西洋底来的人》、《成长的烦恼》、《海
滩救护队》，到近年来的《人人都爱雷蒙德》、《越狱》、《英雄》，我都非常喜欢。在家里，我还
每年订阅像《译林》这样的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所看的美国小说可不算少，也知道美国不少的作家
。另外，还有诸如NBA这样的体育比赛，美国的媒体杂志等等我也爱看。那麽，我会不会不自觉的去
追随美国呢？不会的。美国文化对我产生了吸引力，这是软实力的体现，但是我本人的中国本位，中
国立场从未动摇。因此，从我本身来看，美国的软实力体现出来了，但是没有效果。当中美利益发生
冲突的时候，比如汇率争执，奥运火炬传递等等，那些站在中国一边的中国人难道都不看好莱坞的电
影？难道从不吃美国快餐？难道都不看NBA吗？难道都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好吗？当然不是。因此
，软实力的作用很明显被夸大了。三.  所谓是“章子怡还是孔子”的争论是一个伪命题张颐武教授的
这个命题其实局限了大家的思维，很多人都在讨论文化输出上是章子怡所代表的大众文化还是孔子所
代表的高端文化。其实这个命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人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熟知好莱坞影星，有人喜欢看有思想的书，如《
娱乐至死》，如果你来决定美国的文化输出，那你是输出好莱坞电影呢还是思想家呢？当然是都输出
，满足不同的人的爱好。与之对应，我们还在这里争论我们输出章子怡呢还是孔子呢，是不是有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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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了撑的？洪晃女士说，“软实力就应该是一个军的章子怡，谁看见谁不感叹？攻打谁，谁都会不击
而懈。”且慢，洪女士，那麽多的好莱坞明星我们中国人都没有“不击而懈”，多几个章子怡出去能
让谁“不击而懈”，“看一眼你就缴枪”呢？孔子不行，章子怡也同样不行，但是硬实力行。写到这
里，我觉得我比洪女士在这个问题上更有见地，但是谁叫她的硬实力比我强呢？我只能认输，这就是
硬实力的厉害啊！中国人中不少像张颐武教授，洪晃女士这样的人，他们希望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
化，也想了一些办法，这就好像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很美了，却发现别人并不在乎自己，于是想办法
把自己推销出去。其实关键在於自己还不够美，自己够美的话别人自然会注意。因此，我觉得大家其
实不用太着急，只要我们的硬实力实质性的提高，我们的文化自然也就能出去了。四.  中国的软实力
已经随着硬实力的增加大大的增加了写了上面的内容，可能有人认为我是要全面否定软实力。当然不
是，软实力在增强後，它依然是一种力量，别的国家我不敢说，但是中国确实存在着不少的美国粉丝
，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离不开美国硬实力的强大，不过软实力也是起作用的。我只是说软实力可以起
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这几年，大家经常感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软实力的强劲
，中国软实力的弱小。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软实力已经跟着硬实力大大的增加了。这体现在中
国不同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已经增强了。外国通讯社以及媒体有关中国的报导增加了不少，比如我看到
路透社的英文网站大量出现有关中国的新闻和分析。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也层出不穷，涉及中国
的方方面面，如“饥饿之国的崛起”、“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西方”、
“打工妹”等等。甚至美国文艺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以前西方的影视作品
及书中，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相当的负面，而现在却趋於多元化了，也有了不少的正面形象。另外，
影视中有关中国的场景也大大的增加了。比如电影《2012》中，中国人制造了拯救人类的大船；《神
奇四侠》续集中，最後的决战就使用了中国的场景，《碟中谍》续集也跑到了上海拍摄。好莱坞影视
当然不能太当真，不过它是美国人潜意识的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潜美国人意识里的看法。还有一些小
说，如我订阅的《译林》杂志2010年第一期上的美国长篇小说《深海风暴》中，就有一个正面的华裔
女科学家形象，以前美国给人的感觉似乎华裔科学家都是中国间谍似的。以上这些其实暗示了中国软
实力的增加。记得中国的一对主持人夫妻吵架，女主持人说中国只有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才能真正
成为一个大国。这句话一些中国人如获至宝，用来论证中国如何的不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
国硬实力的增强，一些西方学者主动来帮你输出价值观了，如《中国大趋势》总结中国的成功，《当
中国统治世界》总结中国文明，当然也就包括价值观了。这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五.  对外传播途
径的改善是有益的尝试我上文说了，软实力完全靠硬实力支持，但软实力可以给硬实力锦上添花，反
过来增强硬实力。比如美国文化虽然不能让我去追随美国，但是的确让我掏了不少的钞票，这当然会
增强美国的硬实力。今天的中国在与西方出现利益冲突时，我们希望让西方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解
自己的想法。因此，成立了新华社的电视台，网络上也成立了国家的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发行量很
大的《环球时报》也出了英文版，这些都是希望把中国自己的声音传递给西方民众。我认为，这是非
常有益的尝试。不过首先，我们先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你抱有成见，你说的再好
他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就不是一个传播声音的问题了，这要想改变就只能慢慢来，慢慢的影响
他。眼下这些传播渠道的拓展主要针对那些愿意听到不同声音，愿意了解来自不同新闻源的新闻的西
方人。这些做好了，对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是有帮助的。当然中国的一些人会用种种的理由来说你搞
这些不行，比如体制不行，中国人素质不够，不了解外国受众等等。我以为这些人的话听听就可以，
不要当回事。因为多年来他们什麽时候说中国行了？而且中国的每一种“不行”的原因几乎都是那几
种，都成了标准答案了，听的人耳朵都出茧子了，可以说完全八股化了。这其实恰恰说明他们的脑子
不行了，不能进行良好的思维了，被某种东西完全禁锢住了。因此他们的意见即使不说，我都能猜到
他们会说什麽了。因此，我说他们的意见不要当真。关键是行动，在行动中依据具体情况改善，进而
取得进步，这才是发展之道。以前看到一则新闻，欧盟女外长在开会期间，忙里偷闲，阅读一本叫《
中国怎麽想》的书，这本书表述了中国的思想界怎麽看中国，怎样看世界以及中国思想界自身的分歧
。这说明一些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以前形成的对中国的定见，希望认真的了解中国人的观点与看法。
中国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崔永元采访时说，他在德国访问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他说，
你来给我介绍几种有关中国的图书，哪一本最能够真实地介绍当代的中国。柳斌杰给她介绍了《中国
大趋势》。默克尔说，不，不，我的意思是让您给我推荐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书。这件事说明一些西
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西方人那里了解中国了，他们希望直接从中国人那里了解中国。看到了吧，
这些就是中国拓展传播渠道意义所在，至少让那些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的人有渠道听到。现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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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西方的媒体援引新华社甚至《人民日报》的消息都越来越多，这其实也是中国声音的传播。所以，
对外传播要有信心，要知道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不能一想到困难，就吓得
什麽都不敢做了。六.  思想的危机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它在中国的火爆其
实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处於思想危机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想要崛起的国家，如何崛起？如何
应对崛起中碰到的问题？我看中国的思想界一片茫然，缺乏创新的能力和愿望，就只能从外部寻找现
成的答案，要麽从西方寻找，要麽从中国古人那里寻找，唯独自己拿不出一点新东西。软实力就是从
西方那里寻找的一个典型，拿过来也不做认真的思辨，就吵吵嚷嚷的争论如何提高。这些年，我们的
思想界总是跟着西方的话题和概念走，什麽中美国，低碳，金砖四国，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连所谓
的“中国模式”（前身叫北京共识）都是西方先提出来的，这麽多年，你什麽时候见过中国思想界提
出自己的东西？总是这样，中国的思想界能长大吗？中国要崛起，思想界是软肋之一。以我的观察，
中国的思想界充斥着一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明明思维匮乏却还好讲什麽逻辑，理性，独
立思考。其实，不客气的说，这些教条主义者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已经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了。另外，听说约瑟夫·奈又提出了一个什麽“巧实力”的概念，看了它的说明，我几乎要认定约瑟
夫·奈是一个江湖骗子了。我想不用多说，明白人一眼就看出，这一个完全没有必要提出的概念，软
硬实力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发挥作用的，我甚至怀疑一些西方学者是不是用提出概念来混生活的。
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学者不是整日里玩味这些概念混日子。七.  总结软实力的作用在中国被夸大了，关
键还是硬实力。如果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强，比美国差得远，那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比美国差得远
。软实力本质上还是一种力量，可以给硬实力锦上添花，但它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所以既不
要去夸大它，也不要不管不顾。软实力在中国被过度重视了，这其实说明了中国思想界独立创新能力
的匮乏，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短板。中国的思想界需要成熟，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打破那些
各种主义的条条框框，站在更高的视野去平等的看待不同的思潮和主义，吸取各种主义的精华，去其
糟粕，融会贯通。其次在上面说的基础上要建立自信，直面问题，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为中国社会
的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提出一条真正的金光大道。问题在於，中国的思想界做得到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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