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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实力”与“文化力”的概念一经出现，便广为流传，并衍生出“区域软实力”、“企业软实
力”和“文化安全”等概念，也引发了对中国文化的再审视。
　　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并搜集了不少资料；然而当我读到王超逸先生主编的《软
实力与文化力管理》这部书稿时，便有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感觉：书中不仅有对古今中外有关资
料的旁征博引，有对“软实力”、“文化力”的独到见解，还有源于自身实践的经典案例。
　　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教授不久前又提出了“妙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即软实
力与硬实力巧妙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更具有威力的实力。
这说明学界对软实力的研究正在深化。
　　希望本书作者锲而不舍，在软实力、文化力研究，尤其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再审视上领军天下。
　　是为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软实力与文化力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第一编 软实力管理；第二编 文化力与文化安全；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馈赠与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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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超逸，著名企业文化专家、管理学家、国联鼎盛（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中国文化研
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构筑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加强
国家软实力建设”等一系列原创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新观点、新视角。
被誉为“中国‘软实力’和‘企业文化安全’研究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学习考察东亚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探讨东方式
企业文化建设模式，致力于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可操作性。

    主要著作有《企业文化教程》《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当代企业文化与知识管理教程》《比较企
业文化学原理教程》《现代礼仪教程》《中外企业文化理念大全》《竞争大未来——21世纪企业文化
制胜战略》《中国卓越企业文化实战与人力资源开发》《对国际品牌战略的比较考察》《中国近代商
史的一面镜子》等，参与编著《中国企业文化年鉴》。
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曾为近百家中外现代企业集团提供咨询服务。
主要研究方向：软实力与企业文化力，企业文化的科学策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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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软实力的定义　　“软实力”（Soft Power）是一个外来词汇，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
瑟夫·奈（Joseph S.Nye）最早提出。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1990年，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
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
1992年，他出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正式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
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
的事情。
　　“软实力”概念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成为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
它在国际政治界是一个新概念，但就其思想和内容来讲其实并不新鲜。
西方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曾向意大利王子献策：“为君之道，让人对你
心存畏惧比让人对你满怀热忱更为重要。
”　　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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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也讲“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推行“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柔道。
儒家主张重“王”道、轻“霸”道。
历代明君贤臣在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上，主张“和为贵”，反对以强凌弱；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
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穷兵黩武。
即使是在硬实力直接对决的战争中，也强调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软实力的探讨、研究和贡献。
古代中国的文化对周边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同化力”。
日本从唐朝直至明治维新长期师法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常可见孔庙和汉文，甚至欧洲的一些启
蒙思想家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在中西文化中都有一定的萌发和
积淀。
因此，在奈提出这个概念并且得到众多国家和人群的广泛使用之后，我们在讨论奈的真实意思的同时
，需要讨论和关注“软实力”这个概念在整个语言和文化中的内涵和意义。
为此，本书决定从软实力的中译以及结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来理解和把握软实力的真正意涵。
　　第一节　软实力的中译探析　　“软实力”（Soft Power）有多个中文译名。
最早的中文出版物把“Soft Power”译为“软力量”。
后来，更多的人采用“软实力”或者“软权力”的译法，也有一些人把它译为“软国力”或者“柔性
国力”。
关于“Soft Power”的中文翻译问题，本书认为需要客观、理性地分析它从提出到传入中国、并在中国
延伸发展的过程。
对此，本书作出如下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1.将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译为“软权力”更为准确。
首先，约瑟夫·奈主要是就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别国的能力而言的，更强调“Soft Power”在国际关
系和国家战略中的制衡力，译成“软权力”更忠实于他的本义和思想。
其次，在已有的中文著述中，“Power”一般也被译为“权力”，这样更符合翻译的约定俗成原则和
使用习惯。
　　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也将对软力量的探讨开始于力量的讨论。
他认为，“英文字典上对力量的解释就是做事的能力。
泛泛而言，力量意味着获得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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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上的另一种解释是，力量即通过影响他人的行为将事情办成的能力。
具体而言，力量是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但影响他人行为可有多种方式：威逼、利诱，或通过吸引和拉拢使对方想你所想。
”　　这本书的译者试图淡化“权力”的性质和意思，用“力量”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汇，但是实际上
如果结合奈的强调国家的实力及吸引、制衡能力的观点和其国际关系的背景，那么其实翻译成“力量
”并不合理，不能准确表达奈的观点。
此外，奈反对将力量定义为“简单解释为所拥有的可影响结果的能力和资源”，认为仅仅将力量和产
生力量的资源画等号时，会产生诸如“最好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产出”的悖论。
这也可以从侧面佐证了我们关于将奈提出的“Soft Power。
”译为“软权力”的意见。
　　2.相较于“软权力”，中国人更倾向于用“软实力”，主要原因是“软权力”不符合中国人崇尚
中庸、和谐、平衡、内敛，不事张扬的文化品性。
在中国人的理解和文化中，“软权力”用“权力”一词，过于张扬，甚至有些极端。
而“软实力”用的“实力”一词是中性词，不偏不倚，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庸”传统。
　　3.近年来，“软实力”在中国已不仅仅用于国际关系和国家博弈之中，而且广泛地用于区域软实
力、企业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的讨论、解释和研究中，其范畴有了很大的拓展和延伸，仅仅用“软权
力”已经无法概括这些新的主题和发展。
　　4.“软实力”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已经产生了很多新的含义和范畴，仅仅用“软权力”也已经
不便于理解和研究。
　　综上，本文认为，约瑟夫·奈所谓的“Soft Power”译成“软权力”更为准确恰当，但是考虑
“Soft Power”在中文世界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其含义有了很大的扩展，用“软实力”进行翻译、概
括和表达更准确，也更贴切。
　　第二节　汉语视野中的软实力　　在古汉语中，“力”是一个象形字。
它的甲骨文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
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在古汉语中“力”的本义就是体力、力气。
“力”因为其广泛的应用，逐渐成为汉字的部首之一。
《说文》：“力，筋也。
像人筋之形。
”“筋下日：肉之力也。
二篆为转注。
筋者其体，力者其用也。
”从《说文》的解释中更可以看出“力”在汉语中的本义就是体力的意思。
此后，又沿着“力量”这个线索逐渐演变出力量、能力、威力、权力等意思。
　　现代汉语中的“力”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人和动物筋肉的效能，比如力气、力量；第二
，一切事物的效能，比如视力、生产力、控制力；第三，物理学上指物体之间相互作用，引起运动加
速或形变，比如力学、作用力、保守力；第四，用极大的力量，比如尽力、力挽狂澜。
　　物理学中的力是指物体对物体的推、拉、提、压的作用，也就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我们对力的概念的理解还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力是由物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2）物
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它们同时产生并相互作用于对方；（3）物体间发生相互作用不一定要直接
接触，即不接触的物体间也可以有力的作用。
从酝酿、聚集、爆发、释放、衰减、消失是力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然而，软实力在汉语言和中国文化中有长期的积淀，人们对于它曾有不同的的认识和表达，这些
积淀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解释产生了影响。
所以，我们有必要解析和梳理这些与软实力相关的力，简称“力论”，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种。
　　一、文力　　“文力”是相对于“武力”而言的。
“武力”原指“勇力”或“使用暴力”，指军事力量和实力，比如军队的战斗力或人员的多少。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力的国家，历史上的匈奴、蒙古、大金等以及曾入侵我国的日本都是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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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即使在战争中，中国人也重视文力的作用。
所谓“德行天下，武卫四方”。
比如三国时期，袁绍要打曹操，便让陈琳写一篇檄文去骂曹操，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文力的内涵便是文化力。
文化，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力，它是向心力、是凝聚力、也是生产力。
我们把文化所蕴涵的这种巨大的吸引力、渗透力、推动力，称为“文化力”。
这种力量是无穷的，它不同于物理学上的力。
因而，人们通常将文化力与软实力等同起来。
高占祥在《文化力》一书中把文化力归结为包括文化思维力、微调力、孵化力、安全力、钝感力等在
内的32种力，提出“传统文化是文化力的核心，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
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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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力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泛指一般知识或文字语言能力，包括学习文化的状况及文化水平状
态。
文化力与人们的思想与社会交织在一起，与当下文化现象密切关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作为承载历史传统和在当下需要弘扬的文明价值，其本质都是文化的一
种具体体现，所不同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体现文明过程。
文化史和文明史是同时存在的，文化力则是用来说明文化发展的脉络的。
文化在人类文明演进及个人的成长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它早已渗透于生活、生产的各个
领域，因而，文化力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经济腾飞、企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二、历史力、现实力与未来力　　“历史”一词出现于清末。
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是指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
从又持中。
中，正也。
”由此可见，真相只有一个，历史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作为人类社会一切物体前进的根基，历史的流传和记载、及其研究往往对后世有着最直接和最重要的
影响。
　　历史力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1）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
个人的履历、经历；（2）过去的事实，过时的事物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对形成未来的
进程有影响的事件；（3）征服者美化自己的工具；（4）历史力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变。
冯友兰提出评价历史当以世纪为单位，其实以世纪为时间长度还嫌不足，有人提出当以千年为时间长
度，距离太近往往看不清楚。
　　现实就是当前存在的客观事物。
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事实，当前存在着的客·观实际；二是真实，符合实际情况。
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说：“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
”沈从文在《王谢子弟》中写道：“七爷虽说很想作件侠义事，倒也不能不从现实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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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花面杂剧）题记》中说：“今观摹刻本，刻绘人物，极为现实。
”这都反映出现实的客观实际性。
　　现实力就是由现实状况决定的，可能产生一切影响的能力。
“历史力决定现实力”，并非历史中的某个或某些事实决定了今天的某些事实，而是所有历史力因素
和整个历史轨迹决定了现实力的状况。
　　未来是相对于过去和现在提出的，是一个时间概念。
指从现在往后的时间，没有到来、尚未发生，或即将到来的将来的光景。
任何事物都有未来。
有人对未来进行如下思考：未来会怎样？
谁也没一个准确的答复，即使是现在最权威的科学家。
对未来的思考和创造带给了我们生命非凡的意义。
未来的意义在于不曾被过去所经历，在于不断地被更新。
人类从过去走来，向未来走去，经历的是一条不曾重复的奇迹之路。
相对于走过的历史，未来是大家从未发现的地带，而在今天的现实中却透露着一些未来可能的信息。
正因为这样，未来对人类的行为具有新奇力、诱惑力、吸引力，为人类向未知领域的探索、创造提供
了时间和空间的机会资源。
　　未来力就是通过现实状况可以预测和把握的力量。
一个人的心智、才能、志向都属于未来力的范畴。
未来力的最终归宿取决于能力，而能力则是取决于此时此刻付出的努力。
正所谓“现实力决定未来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努力决定了未来10年、20年、30年后的成就，决定我们未来对社会的影响，决定我们未来
在社会上的地位。
　　历史力、现实力和未来力不是毫无联系，单独存在的。
正如昨天、今天、明天之间，是互为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历史力决定现实力，未来力
取决于现实力。
我们不可能抛开历史看现实，也不能脱离现实谈未来。
今天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
而今天的现实会变成明天的历史，现实又影响着未来。
历史力——现实力——未来力是形而上的力的链条。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
”它往往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次出现。
也因此，历史就有了它最重要的功用——经世致用。
所谓经世，是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所谓致用，是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
“以史为鉴”、“读史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都在强调着历史力的现实指导作用。
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对个人、对
民族、对人类都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如何从过往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
⋯⋯答案是，把握历史力、抓住现实力，推导、发挥未来力。
　　正因为历史是过去的，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对历史耿耿于怀，也不是想着未来会
怎样，而是从现实出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借助历史力，志存高远，关注未来，站在宏观的角度来
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用知识来丰富、武装自己，用知识改变命运。
做到了历史力、现实力和未来力的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三者合而为一的功效，这就是三个力作用的最
大实现。
　　三、理论力　　理论通常是指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理论力是指对事实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而得出的（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现象的性质、作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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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起源的）评价、看法、提法或程式的能力。
理论力是相对于实践力而言的。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客观物质活动。
　　实践力以认识为根源，以改造为目的和动力，包括：（1）改变自然，迫使自然满足人们物质生
活需要的生产活动；（2）调整和改变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能力；（3）用行动使成为事实；履行或
实现诺言的情况；（4）探索客观世界奥秘或寻觅有效实践活动方式的科学试验活动。
除以上四种基本形式外，教育、管理、艺术等一切同客观世界相接触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进行的程度
，都是实践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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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什么是软力量？
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
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美）约瑟夫·奈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梁漱溟　　我们要超越各种狭隘的限制我们思维的结构，但是要对这
些结构给予充分的认识。
可以这样说，儒家为己之学的发展，就是怎么样把限制我们思维的力量转化为使我们能够发展的资源
。
　　——文化学家杜维明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
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哲学家汤一介　　文化从何而来？
由人化文；文化是做什么的？
以文化人。
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就是了解当代的中国人。
　　——文化学家孙家正　　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
，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美）塞缪尔·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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