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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路径探析*

滕明政

（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 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在大力增

强中国硬实力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既要有宏观战略思考，也要有微观

策略设计。在宏观战略上，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家硬实力、积极打造“主流引导、商业渗透”的文

化运营模式、高度重视阵地建设尤其是网络阵地建设、努力培育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多元主体等

基础性安排，不断夯实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微观策略上，借鉴“推拉理论”，一方面要通

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对策，

增强文化内向凝聚的“拉力”，以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吸引其他文化，使人们愿意主动学习和接受

中国文化，从而避免强行嫁接文化造成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要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开展

文化外交、创新外宣模式等对策，增强文化外向发展的“推力”，以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性影响

其他文化，使人们能够轻易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从而破解“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难题。新时代

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坚决驳斥“新文化殖民主义”等虚妄之

言，努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为有利的舆论氛围，更为强大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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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是衡量国家发展的重要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

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

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

力提高的进程。”[1](P198)但文化软实力作为上层

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

与硬实力同步发展，甚至可能一段时间内硬实

力增强了，但软实力却相对薄弱，出现“有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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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的尴尬局面。因此，文化软实力需要主动

建构、积极提升。

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一个
重大问题

自20 世纪9 0 年代约瑟夫·奈（Joseph S . 

Nye）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各国倾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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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间、精力、人员、金钱等从事“软实力”①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对政

府的实际 政 策 运行产生 重 大 影响。例如，奥

巴马政府上台后，一改小布什政府频频“秀肌

肉”“挥大棒”的强硬做法，采用约瑟夫·奈提

出的“软实力”“巧实力”等思想。这种综合运

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做法，相当程度上缓和了

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改善了美国的国家形象。而

特朗普上台后，过分强调美国利益至上，退出巴

黎协定、教科文组织，颁布穆斯林禁令，修筑美

墨边境隔离墙，敦促北约成员提高军费开支等

一系列举措，不仅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大规模抗

议，也让美国的盟国感到寒心。正反两方面的案

例充分表明，能否有效和巧妙地运用文化软实

力，关乎一国的声誉，关乎一国政策和主张在国

内外的实现程度。

由于“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

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

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1](P198)这也就决定了“文

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

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

逐”[2](P4)，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之争已

经悄然兴起。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先发优势

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鼓吹消费主义、拜金主

义，日趋严重地侵蚀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

朴素的传统美德；以所谓“学术研究”“还原历

史”“重新评价”为幌子，诋毁革命领袖人物，

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对立；

鼓吹“告别革命论”，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斗争精神，消解英雄人物带给人们的精

神激励和鼓舞[3]。而国内总有一些“贾桂式”的

人物以西方的立场、价值观念、评价体系来剪

裁我国文化实践，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

我们做错了，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

的成就，甘愿让中国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跑

马场”。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原本

东西方正常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应当予以肯定

的，事实上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我国开启民智、

推动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

而放松警惕，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

的战争无处不在”[4](P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

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 P 72)。但这

一过 程 并非坦 途，相反充满 艰辛。一 些西方

国家 利用“西 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和传播格

局[5](P120)，经常制造舆论事端，恶意歪曲、扭曲、

造谣和抹黑中国，企图消泯中国崛起的正当性，

遏制中国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

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

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

问题。”[1](P211)由此，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必要，而且也将成为一

种必然趋势。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路有很多，其中“推

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0世纪60

年代，英国学者埃弗雷特·李（Everett S. Lee）

在研究人口迁移规律时，提出了“推拉理论”，

在他看来，能否改善生活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

的核心因素，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

吸引人口迁入的拉力，而不利于改善生活条件

的因素则成为促使人口流出的推力，人口迁移

主要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6]。借助这

一理论模型，我们得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

两大策略：一是增强拉力，即通过创设各种有

利条件，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

感召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愿意主动学

习和接受中国文化，从而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

强行推广美国文化和对外嫁接美式民主政治所

造成的“水土不服”；二是增强推力，即通过开

①就概念而言，约瑟夫·奈在1990年《外交政策》杂志上首先提出并使用了“软实力”（SoftPower）这一概念。但就学

理层面而言，奈受到了20世纪30年英国实用主义者卡尔的启发。卡尔在其1964年出版的《二十年来的危机：国际关系

简介（1919—1939）》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权力：一是军事权力，不服从就消灭；二是经济权力，不听话就收买；三是文

化权力，不同意就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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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项文化走出去活动，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

传播力、推广力和影响力，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人们能够轻易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从而破解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难题。需要注意的是，人

口迁移理论中的“推力”是单向度的，是由流出

地的不利条件所造成的被动的排斥力；而我们

这里所讲的推力则是“回飞镖”式的，即它不仅

把中国文化推出去，更要把认同感带回来，它是

基于中国文化先进性的主动的推力；因此这种

主动的推力包含了改变不利条件的排斥力，防

止原来认同中国文化群体的流失。当然，我们也

应认识到，两大策略的实施有赖于一定的基础

性条件的支撑，这些基础性条件至少应包含物

质方面、制度方面、阵地方面以及人员方面等。

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思考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它需要与之相配套的

设施、平台和环境。概言之，至少有赖于物质保

障、体制改革、阵地建设和“新人塑造”等四大

支柱的建构。

（一）物质保障

大力发展国家硬实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军事、科技等

硬实力的强大会显著提升该国家和地区文化和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即是说，软实力是以硬实

力为基础的，没有硬实力作基础，软实力就是

虚的。“弱国无外交”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

子，不是弱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主张有什么问

题，而是弱国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别人，

让别人来倾听自己的政策和主张罢了。之前叙

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Bashar Al-

jafari）的一张照片曾刷屏社交网络。在大会上，

他本想怒斥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借 谎言发动战

争，努力阻止美英法对自己国家的军事打击。但

当他发言的时候，美英法驻联合国代表早就转

身退场了。他临窗而坐、低头沉默不语的照片让

人看后唏嘘不已，当国家贫弱时，你的任何雄辩

都显得苍白无力。

近年来，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综合

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有了较大的话语权，有了

广泛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了相对平

等的谈判条件与相互磋商的议价能力。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

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

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

钱。”[1](P208)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软实力在作用形式上表现为“软”，但不

代表它的内核也是软的，它亦有硬的成分，即表

征一种文化是它自己而不是它者的特质。这种特

质就是这种文化的底线，是不容被突破的，是

具有刚的规定性的。第二，软实力离开硬实力

一定会出丑，正如马克思所讲的：“‘思想’一旦

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P286)所

以，中央始终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任务，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社会

生产力，不断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打好物质

基础。

（二）体制改革

形成“主流引导，商业渗透”的文化运营模

式。“主流引导”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是主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文化是主

流，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文化是主流。“商

业渗透”就是运用市场逻辑发展中国文化，推

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以实现

中国文化资源的商业化传播。主流引导强调的

是方向，商业渗透强调的是动力，前者是坚持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后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一

般规律。主流引导发展文化事业，商业渗透拓展

文化产业，两者结合，共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统一。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究竟是推动社会进

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还是单纯

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国际霸权，区分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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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贯穿其中的社会制度和指导思想[8]。软实力只

能说明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的社会属性则回答

了软实力为谁服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

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并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文化。随着我国市场

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生活

方式多样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价

值冲突日益激烈。只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真正科

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吸收优

秀的外来文化，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来抵御

西方腐朽文化的渗透，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和错

误思潮的侵袭，才能确保中国文化建设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发展文化产业无疑是文化传播

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夸张地讲，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只有通过产业化的

运作与大众化的传播，才能广泛提升社会的认

知程度，有效提升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

此，我们必须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自

身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内容；同时遵循市场

规律，实现中国文化资源的商业化传播。我们必

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票房”就意味着

没有消费者，而没有消费者则意味着这种文化

的影响力有限。那种单纯为了“票房”，一味庸

俗、低俗、媚俗甚至恶俗的做法当然不可取，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

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9](P15)但过分追求所谓

的“高雅”，脱离人民群众、“曲高和寡”也不值

得提倡。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创造要坚守人民

立场，“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

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9](P9)。

因此，通过文化产业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一定

要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我们一定

要消除“正能量作品获得不了高票房”的认识

误区，打破“正能量都是小众的事情”的认识

束缚，近期热播的《觉醒年代》《山海情》《长

津湖》，以及之前大卖的正能量电影《湄公河

行动》《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很好地证明了

“高票房与正能量”可以一并实现。

此外，在当下文化的商业化传播，一定要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大数据

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一套日趋精细化、定

制化、科学化的生产模式。美国奈飞（Netflix）

公司推出的《纸牌屋》收视火爆，其秘密就在

于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实现了对观众需

求的“精确打击”[10](P19)。曾席卷亚洲的韩国偶

像剧《来自星星的你》，其成功的原因不仅在

于韩剧完备的产业链以及隐藏在这个产业链

背后成熟的商业逻辑，更在于韩国SBS电视台、

HB Entertainment等运用高科技手段调查观众

的“兴奋点”，从而跳出了韩剧“车祸、绝症和

失忆”的老套路，增加了“大长腿”、“超能力”

等新元素，再次掀起韩流。美韩等国家正是通

过这种成熟的文化产业运作模式，不仅成功占

领了我们的票房和收视率，而且也在悄然地占

领我们的头脑。对此，我们也应“让文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借助现代科技力量，精准地把握国

外大众文化需求的热点和痛点，加快中国优秀

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

化交流新格局，增强中华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

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三）阵地建设①

掌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人在哪里，开展话

语权斗争的工作前线就在哪里。当下“新闻客

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

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5](P353)，网络技术和自

媒体平台的应用和发展，为人们实时分享见闻、

发表见解提供了快捷有效的途径，实现了全球

信息的互联互动，大大降低了信息发布和传播

的门槛，从而将人类社会导向“全民麦克风时

①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阵地有很多，就主体而言，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团组织等；就场所而言，有图书馆、文化

站、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就媒介而言，有报刊、书籍、电视、广播等。本文着重分析网络阵地建设对于提升文化软

实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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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1]，各种非主流、反主流的思想信息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扩张趋势，从而严重挤压了主流意

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势，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互联网已经

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P28)的判断。就国际

来看，以美国“棱镜”“X—关键得分”等为代表

的监控计划，清楚地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对互联网阵地的极端重视以及运用互联网的庞

大规模和强大能力；就国内来看，必须正视“很

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

信息都从网上获取”[1](P29)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

缺少“懂网”领导干部、存在“本领恐慌”的问

题，强化互联网阵地建设迫在眉睫。

加强网络阵地建设，不仅要纠正各种非国

家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更要防范西方国家行

为体的肆意攻击。事实上，网络社会并不是超现

实的存在，其背后代表着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加之网民身份的隐秘性，信息资源的共享开放

性，导致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更为复杂。

西方反华势力曾毫不掩饰地宣称“有了互联网，

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12](P51)，借助网络高效、

公开、匿名的特点，散布各种虚假言论，利用社

会热点和敏感问题挑起事端，煽动社会负面情

绪，攻击丑化我们党和国家形象。例如，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竟然公开

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以此来掩盖美国抗

疫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空前加强了互联网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互联网工作发表重

要讲话，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后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

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必

须“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

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

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1](P35)只有

切实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才能在海量、互动、流

变的网络舆论中赢得主动权，才能保证国家文

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确保党和政府的声音

有更广的辐射面、更强的穿透力和更大的影响

力。进入新时代以来，主流媒体纷纷建立官网、

官微、官方APP和官方公众账号，特别是入驻抖

音、快手、B站，成功吸引了广大网民尤其是青

少年的关注，收到极好的效果。

（四）新人塑造

培育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多元主体。“新人”

之“新”，不仅指原有主体能力之新，即通过有

计划的教育培训、实践养成等措施，使原有主

体具备新的更高超的技能，特别是大幅度提升

发展文化软实力的能力。更是指主体成员之新，

即通过大规模的筑巢行动、引智工程，吸引新

的“外来人士”加入，不断壮大提升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主体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文化发展尤其是

文化产业 发展的主体，从“企业”拓展为“全

民族”，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13](P32)。这一变化充分反映了党对文化发展

多元主体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

化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

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让14亿人的“每一分子

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P138)，

汇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

磅礴伟力。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单位和个人都是

世界观察和评价中国的“窗口”，我们不仅代表

我们自己，更代表整个中国。所以，在对外交往

时，我们每个人不仅要以良好的形象示人，当好

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广告牌”，更要积极为

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当

好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播种机”。

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新人加入并不意味

着要将原来的主体闲置起来。实践一再表明，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提升中国文化软实

力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一方面，中

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能够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指引方向、校正

目标，确保中国文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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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凭借执政党强大的组织优势，能够有效地动员

各种资源和各种社会力量，在制定文化软实力

发展战略、组织落实文化软实力发展规划等方

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路径

“四大支柱”侧重战略思考，讲的是前提条

件，没有它，“两大对策”根本就无从施展；“两

大对策”侧重策略设计，讲的是基本做法，有了

它，就可以将“四大支柱”系统整合，从而加速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体来说，“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1](P199)。“形

于中”，就是要增强文化的“拉力”，即内强素

质，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发于外”，就

是要增强文化的“推力”，即外树形象，提升中

华文化的传播力、推广力和影响力，努力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

（一）增强拉力

增强文化内向凝聚的“拉力”，以不断提升

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关键在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以整合多元文化，

挖掘传统文化精华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什么？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核心价值

观，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 要

素。”[1](P203-204)因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题中

之义。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形

势依然严峻，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

锋，既解放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也带来了空前

的冲击和挑战。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沉渣

泛起，不断挑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侵蚀中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如何有效凝聚发展

共识、汇聚发展力量、增进发展信心，成为我国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建设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只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此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价

值追求，才能自觉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扩

张和渗透，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提供坚强

的“主心骨”；才能有效化解社会主义发展过程

中各种矛盾，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明确什么

是该追求的、什么是该摒弃的，什么是光荣的、

什么是耻辱的，在利益冲突面前，坚决维护党和

人民的利益；才能增强人们维护和巩固社会主

义国家政权的自觉性，树立科学的家国观念，明

确有国才有家，每个人自由发展有赖于国家文明

昌盛，每个人都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用组织来执行、用文化来

涵养、用教育来内化[14]。既要充分发挥法律法

规等“宏观制度”在营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良好法治环境方面的作用，也要充

分发挥好机制流程等“微观制度”在推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方

面的功效。既要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通过管理党员、组织群众来促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要重视中央党组

织的“火车头”作用，通过顶层设计、率先垂范

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既

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利用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也要汲取世界

文明、时代精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谱系。既要发

挥学校教育理论高地、关键渠道、强大师资等

优势，及早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也要重视

社会教育广泛性、持续性、复杂性等特点，一

刻也不放松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巩固

和拓展红色阵地，争取灰色阵地，改造黑色阵

地[14]。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

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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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民群众的

价值认同。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

断的文明，中国作为一个曾领先世界千年之久

的大国，辉煌灿烂的中国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资源①，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早在70多年前，

毛泽东就曾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

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P5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活动中反复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通过考察

山东曲阜孔府、贵州贵阳孔学堂，了解《儒藏》

编纂等活动，释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信号；更通过专门印

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等国家公共政策的方式，为传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

供系统规划和可靠抓手。

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尤其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态

度上，要坚定文化自信。要相信中华传统文化

是有其先进内容的，做不到这一点根本就枉谈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

别提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了。一些人谈及中国

传统文化时，总是扭扭捏捏，谈着谈着就跑到

西方的道路上了——我们的服饰不如人、建筑

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

方。这种心理上的自我矮化是致命的，因为它从

根本上剔除了中国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既然我们事事皆不如

人，那么那些传统的东西又凭什么能够走向现

代，又有什么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是格外需要

警惕的。我们绝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把自己的

历史说成一团漆黑。当然，我们也不能做文化复

古主义者，以为搬出老祖宗就能解决现在和未

来的全部问题[16]。二是方法上，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要接地气，顺应现实需要、解决现实问

题、服务现实发展，不能在书斋里玩弄文字游

戏。这就需要按照当今时代特点、现实社会标

准、当代群众需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转换，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

中实现文化自身的传承、发展与超越，为传统文

化续写新的篇章。从故宫国潮到敦煌文创的热

销，从《国家宝藏》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

无不体现立足现实、服务现实这一特点。三是

措施上，要完善体制机制。要按照工程思维的

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环路：“理论—政策—落

实—反馈”。要加强学术研究，通过集体攻关，

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调研现实需要，

提出理论的构想。要加强政策支持，认真把理

论转化为政策，出台相关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文件，配套相关的人员、

资金、技术等。要抓好落实，以钉钉子的精神把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落实到位。

要做好评估反馈，及时发现执行中的问题，以

问题为导向，开展新的学术研究，形成新的理论

成果，指导新的实践活动。

此外，增强中国文化的拉力，还必须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再

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武装夺权等

思想，仅靠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思

想是难以解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等

重大问题的；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正是运用马克

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层关系的基本理论，逐渐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

①《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概

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强调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

理念，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

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可参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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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7](P13)

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的扬弃，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道

德教化的哲学智慧和人生伦理智慧，和对中华

民族特性塑造的文化功能；清洗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过分强调等级制度合理性、维护既定社会

秩序的因素[18]，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

（二）增强推力

增强文化外向发展的“推力”，以不断增强

中华文化的传播力、推广力和影响力，关键在于

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消除误解、赢得信赖，

不断深化文化外交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国家意

图，创新对外传播形式以实现有理说得出、说了

传得开、传开叫得响。

塑造当代中国的良好形象。国家形象是指

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的基本印象与总体评价，

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伯

特·杰维斯在《国际关系的形象逻辑》中提出：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补充其他力量形式，而

且也是达到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19](P3-8)。“在国

际舞台上，权力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国家自身形

象设计的能力，用于表达自身军事、经济、政治

和文化水平”[20](P100)。因此，全面、准确、系统地

阐述我国的国家形象，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

位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 形态、社会 制度、政

治主张、国家利益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某些西

方国家凭借其国际话语霸权，肆意诋毁中国的

国家形象，把中国描绘成“威胁邻国”“一党专

政”“侵犯人权”等“恶龙”形象，各种形式的

话语标签，如“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债

务陷阱”“战狼外交”等甚嚣尘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

‘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

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

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

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P2128)不

少国际公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只停留在“四大

发明”“丝绸之路”“瓷器”“文化大革命”“绿

军装”上，从而形成刻板的印象。因此，我们必

须深入挖掘建构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打破被

动局面，主动争夺话语权，有力回击西方国家刻

意编造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

债务论”等各种污蔑之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

姿态，努力向世界阐明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切

实维护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注重塑造我国“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

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

象”[1](P202)。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系统表

达，为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目

标导向。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不仅官方拍

摄了高水平的国际形象宣传片，而且民间也在

积极行动。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国际

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女士领衔成立了“看中

国·海外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

与中国各地高校师生合作，拍摄中国纪录片，以

外国人的视角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取得

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事实上，这些外国青年真

正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后，他们镜头下的中国形

象多是温暖与可爱的，片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

认同与友好。中国故事十分丰富多彩，有“生命

至上”的抗疫故事，有“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

故事，还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故

事、“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故事等等。

我们要用好这些故事素材，经常讲、反复讲，努

力消除国内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外界呈现一

个真实鲜活、生动立体的中国。

有效利用文化外交手段。当今时代，文化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因此，

要高度重视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文化因素，大胆

而富有建设性地提出“文化外交”的概念，并将

其作为继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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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外交”。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

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

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

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21](P6-8)。把文化作

为谋求对国际事务更大发言权的有力工具，已

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借助文化

交往，向其他民族国家推广本民族文化价值观

念、政治制度，以保持或增强自身战略优势。如

美国承接各种赴美文化交流考察团、新世界哈

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及以基金会名义资助各

种公共文化外交活动，无一不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其他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基本认知。

对此，我们也必须有效利用文化外交手段，

有效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传播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让更多的人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渗透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把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推向

世界，成为国际公众认知中国文化的“国家名

片”，这是我国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外交取得

的重要成果。通过这种“长流水、不断线”的文

化外交活动，不断增进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

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臆想以及被媒体和

政客误导的片面形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不

仅积极承办各种公共文化外交活动，例如，中国

成功承办被称为哲学界奥林匹克的世界哲学大

会，一改自1900年以来一直由西方哲学唱独角

戏的局面；而且也在各种公共文化外交活动中

主动设置议题，例如，由中联部主办的“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大会的主题和

议程都由中国独立来设定，研讨的是中国提出

的新概念、新主张，改变了西方主流政党要么

不参加，要么参加但议题由西方设定的尴尬局

面，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家话语权，提升中

国文化软实力的有益尝试。

创新对外 传播形式。美国公共 外交学者

南希·斯诺（Nancy Snow）等人在《公共外交手

册》提出，国家软实力由三个维度来衡量：一是

该国文化和观念是否符合全球流行标准；二是

该国是否有能力运用全球传播渠道影响新闻的

报道框架；三是该国是否通过其国内和国际行

为赢得公信力[22](P4)。可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

时代，谁的传播实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

值观念就有可能被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文化

传播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维度。其实，早在

上世纪90年代，王沪宁就曾明确指出：“软权力

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

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23]西方国家

和媒体正是利用他们在大众传媒和信息网络技

术方面的巨大优势，强力宣传其思想文化、价值

观念和制度规则，不断地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打造成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从而扩大其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传

媒格局中，欧美媒体垄断了全世界90%的新闻

信息[24]。与之相比，中国主流媒体向国际“观念

市场”提供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少且吸引力较

为有限，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

的有效认知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的阐释技巧、传播力度还不够，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还不高，有时处于有

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1](P199-200)

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

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唯有

此，才更有利于良好国家形象在国际的营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善用新媒体，不仅很

多主流媒体纷纷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上建立公众账号，精准推送；而且开发了抖音海

外版——Tik Tok，吸引了众多粉丝尤其是青年

粉丝，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善用社会

及市场资源，大力推动中医、武术、饮食等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走向世界，央视《舌尖

上的中国》《武林大会》等作品在海外市场引起

热烈反响；以UP主李子柒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在

海外爆红，多条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都是

1000万+，李子柒等短视频不但没有出现所谓的

“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甚至还实现

了文化增值（Culture Value-added）[25]。善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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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湖南电广传媒影业与美国狮门影业共

同出品的《爱乐之城》，实现了中国出品方在奥

斯卡主要奖项上零的突破，成为“合作传播”的

成功案例[26]。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开展舆论

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例如，面对美国抗

疫“甩锅”行为，除了中国外交部正面驳斥外，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国

际电视台）在海外平台上发布了《美国的民主与

虚伪》等短视频，有理有据地进行批驳，揭穿他

们的谎言。视频一经发布，立刻获得了全球网友

的转发、点赞和热评。再如，新华社、央视新闻

在“新疆棉花事件”后迅速“打脸”BCI（瑞士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和H&M等，同样取得很好

的效果。

四、结语

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信仰和生存根基，在

国家软实力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当前，中国

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各种复杂利益格局的

重组和博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无论是在

凝聚改革共识、保证改革正确方向等方面，还是

在赢得国际话语权、抵制敌对思想文化渗透、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我们要努力建构和传

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增强中国人应有的骨气和底气。新时

代提升中国文化的“拉力”，要始终坚持中国道

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做好中国内

功。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自信，应该自信的时

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要

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

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7](P348)一定要认真研究并

坚定信仰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种

信仰能百倍地增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有了

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就能创造出新的人

间奇迹来[28]。近代以来，西方建立了一套现代社

会（西方国家）与非现代社会（所谓‘他者’世

界）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必须要

“超越西方世界的‘他者’设限，以中华文化为

本位，从一个被西方‘表述’的‘客体角色’转变

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立主体，重建民族文化

自信”[29]，当下要审慎地对待“接轨”，特别是

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再单方面以美国主流教科书

为师，要改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建立中

国学派，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

体系，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时代提升

中国文化的“推力”，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并

不是搞新殖民主义，让世界都学汉语、吃中餐、

用中医、唱京剧、练武术，更不是企图消灭他国

文化自主性，消泯他国民族自尊心。中国大力提

升文化软实力是为了谋求与自己经济政治实力

相匹配的文化实力，是解决“挨打”“挨饿”之

后，解决“挨骂”的重要举措。中国大力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丰富世

界文化大家园，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一

种新的文化、新的选择。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

底气和充分的理由去回应那些攻击、丑化、妖

魔中国的“新文化殖民主义”“中华帝国主义”

等虚妄之言，坚定不移地、始终和平地提升中国

文化软实力，建设主义文化强国，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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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w to Enhanc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in a New Era
TENG Mingzheng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a state or a nation is always supported by cultural prosperity.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must vigorously strengthen China’s hard power, while continuing 
to enhance China’s cultural-soft power. It requires both strategic thinking and strategic design to enhance 
cultural-soft power. At the strategic level, we should strengthen basic strategic arrangements through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country’s hard power, actively creating a cultural operation model of “mainstream 
guidance and commercial penetratio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ons,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ositions, and striving to cultivate multiple subjects that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soft power constantly. We should attract 
other cultures with the advanced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so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actively learn and 
accept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avoid “acclimatization” caused by forcibly grafting culture. We should 
enhance the “repulsion” by shaping national image, utilizing the cultural diplomacy, innovating the mode of 
publicity. We should influence other cultures with the wid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o that people 
can easily contact and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strengthen our cultural self-
confidence, righteously enhance China’s cultural-soft power, resolutely refute the false words such as “new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strive to provide a more favorable atmosphe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stronger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Keywords: cultural soft power; a theory of push and pull; method;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strategic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