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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是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它们可以分为意识
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层次。
国家的文化利益与主权就表现在对这种个性文化的发展和维护上。
国家文化安全所关切的就是国家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这种个性文
化是否得到独立自主地健康发展，是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许多学者对冷战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军事上长期处于战略守势的美国，却最终战胜了在军事上咄
咄逼人的苏联，这并非美国的硬实力过于强大，而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软件、电视、麦当劳等文化
产品夹带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冲毁了苏联东欧的防线，最终主导了对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东欧冷战的胜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的胜利。
冷战的胜利让人们第一次真切看到了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而在以“文化
论输赢”的时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更是日趋激烈，这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正在日益从“硬实力
”的竞争转向“软实力”的竞争，从而凸显出文化安全的重要地位。
同时，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经济侵略与科技封锁等表面化的、对抗性的竞争方式相比，不同文
化间的交流除了受到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是不设防的，或者无法有效地设
防，这就使得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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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
理精英，进而改变其制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出台了“水滴石穿”计划，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
敌人意志”。
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
援助、支持苏联东欧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宗教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
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战争的胜利，是一种文化安全
战略的胜利。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重视其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如前所述，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亨廷顿等，作为美国利益的维护者，面对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格
局，他们仍然在思考美国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这当然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是一种从“美国信念”
和美国价值观出发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安全战略，尽管他们在有意回避意识形态这个字眼
，但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战略。
而他们为美国政府所设计和描述的对中国的战略思想更是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战略。
中国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
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和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其终极目的无非是保护美国自身文化和价值的生存与
发展。
亨廷顿之所以写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仍是一种美国传统思维的表现，要给美国设定一个对立面，一个
敌人，以维护美国的“美国信念”。
纵观近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始终采取遏制和接触两手策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
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特别是适应中国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中国
推进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产权理论为核心，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指向，服务西
方垄断资本利益为依归的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