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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政治领域，借着助产士约瑟夫·奈之手，“软实力”呱呱坠地。
历经近20年的砥砺，“软实力”遍地开花，不仅成为热门词汇，而且“国家软实力”、“区域软实力
”、“城市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各色各样的衍生符号令观者目不暇接。
　　那么，“软实力”到底为何物？
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一般地讲，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诱来达到目标的能力”，或
者“让他人想要你希望他要的东西的能力”——后一种定义比较拗口，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对
于有耐心的读者而言，它可能更切中要害。
对照而言，“硬实力”也就是通过强制或利诱来达到目标的能力了。
在国家层面上，软实力主要寓于政治价值观、制度、文化、外交和国民素质之中；在区域层面上，软
实力主要寓于公共管理、区域文化、人口素质和宜居环境之中；在商业领域，软实力主要寓于组织与
制度、企业文化、品牌与服务、全员素质和社会责任之中；而在个人层次上，软实力则主要寓于性格
、涵养、品德和志趣之中。
　　面对前文所描述的那种场景，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一种疑问：所谓“区域软实力”、“城市
软实力”、“企业软实力”⋯⋯有多少现实意义？
对于当下的区域、城市、企业而言，“软实力”真有那么重要吗？
会不会仅仅是理论界和实践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时尚、前卫而故作姿态，而实际上遵循另一套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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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分析了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定位、基本原则，剖析了文化软实力的要素构
成、精神结构和动力结构，并挑选了科学、经济、政治、公民、伦理、教育等六个维度的文化软实力
，逐一从结构、精神动力和发展战略等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以此为基础，《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地探讨了文化软实力综合开发战略，分析了文
化软实力发展的反馈一激励体系的目标与原则，借以为文化软实力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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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成员。
30年来一直围绕“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存在发展？
”而展开追问，初步创建起一种当代新哲学，即生态理性哲学体系蓝图。
发表生态理性新哲学（包括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论文100余篇；出版《作家哲学论》
（1990）、《人类书写论》（1991）、《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当代语义美
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2001）、《利益伦理》（2002）、《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2003）
、《优良道德体系论》（2004）、《生态理性哲学导论》（2005）、《宪政的伦理基础和道德维度》
（2008）等12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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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发展科学文化软实力·促进当代科技全面进步　　2007年12月10日上午，在“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院士96岁华诞来临之际，在京召开了“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研讨会。
钱学森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向与会的多位两院院士以及科技、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转达了钱学森
的意见：“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件大事”、“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
，要办好。
”涂元季说，96岁高龄的钱老，“成天思考”、“念念不忘”、“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
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钱老的忧虑，确实是“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科学上不去，不仅国家软实力上不去，而且国家
的硬实力也上不去。
然而，钱老所忧虑的事实为何会产生？
进一步讲，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一个把科学技术置于“第一生产力”位置的国家，为何
恰恰缺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才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科学发展不是搞政治，科学发展也不能用搞政治的方式，因为科学发展不是
用口号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相反，科学发展需要一种良好的政治，需要在一个良好的政治平台上，创建起能够使科学得以发展和
繁荣的文化土壤。
换句话讲，科学领军人才的培养、造就与不断涌现出来，有赖于科学的发展与繁荣；科学的发展与繁
荣，又有赖于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钱老所指出的中国科学的现实：缺乏领军人才，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科学从根本上缺乏一种能够
孕育和促进科学健康发展的科学文化土壤。
因而，建设健康活泼的科学文化，就构成了科学发展的真正前提和最强劲的推动力。
　　第一节 科学文化的构成　　1.发展科学文化的前提　　钱学森先生关于中国科学无领军人才的忧
虑，表明科学文化是科学的基础，要发展科学，则必创构健康活泼的科学文化。
发展健康活泼的科学文化，其前提是必须清理科学主义文化观。
因为，科学文化建设就是使科学回归自身的活动，而科学主义，恰恰是把科学引向歧途的一种反科学
的社会运动。
　　什么叫科学主义？
　　《韦伯斯特百科词典》解释此一概念为：“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
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
”哒个定义告诉了我们三个要点：第一，科学主义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个事实，因而，科学主义是
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第二，科学主义是物理主义和生物主义的普遍化，抽象地讲，科学主义是把
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研究方法普遍化，使之指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从而使之构成一种人类社会
精神探索的普遍模式、普遍原则、普遍方法；第三，科学主义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的普遍化
，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须如此的。
因而，科学主义获得了一种强权主义的价值指涉。
由于后者，科学主义被无限地扩张成为可能和现实，即科学主义被顺理成章地运用于经济市场、政治
市场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使之构成为绝对真理、普遍公理、终极价值标准。
　　简言之，科学主义就是对科学予以过度处置所形成的傲慢而偏执的认知论和方法论。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过度处置”，就是违背科学的本性而对科学予以超科学范围的处理。
这种处理的直接结果，是把科学奉上了大大超出其本分的“科学万能”的神性位置，使本来严谨、客
观的科学，变成了主观的、任意的、夸夸其谈和高视阔步于人间的另一种神学。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神性化，就在于它把科学主观地定格为唯一正确的知识体系、绝对真理、终极真理
；科学主义鼓吹科学万能论，是在于它主观地认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解决一切人类问题。
　　科学的本来作用、功能是有限的；但科学主义却人为地予以科学万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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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科学主义是人的主观意愿、主观意志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的客观实际，并且是违背科学的客观
实际的。
　　科学是追求客观规律，张扬理性有限性；但科学主义者却把自己的强力意志强加在科学身上，使
科学变成一种无视客观性，不讲理性有限性的东西，成为一种为强权者随心所欲挥舞的实利主义工具
。
　　科学主义的工具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末颠倒，形成科学是主人，人是工具，科学是主
体，人是对象，这种本末倒置的经典表述是：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生存的一切问题，并且人类生存
中的一切问题都需要且只能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相比之下，人显得不重要，也不根本，所以
，在科学主义那里，人只能是对象，是科学技术的试验对象和运用工具。
二是科学技术是生产的原动力，继而延伸为科学技术是-切领域的原动力，是第一生产力。
在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面前，人不能说是第二原动力、第二生产力，也不说是原动力的原动力、
第一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只能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这一原动力或者说第一生产力的工具。
即只有人这个动物作为工具来使用科学技术时，科学技术的原动力作用或第一生产力功能，才会得到
完全的发挥。
　　正是因为科学主义持有如上的文化观，才形成科学主义的文化本质，只能是蒙昧和专制。
前者表现为一种泛智主义，即把科学这种智性活动和智性活动成果无限扩大，使之达向无所不包的领
域，使其有限的功能与作用达向无所不能的论域。
所以，科学主义所体现出来的蒙昧特点，不是野蛮的蒙昧，而是泛智性的蒙昧。
由于科学主义具有泛智性蒙昧主义的价值取向，所以，它往往为特权、专制所喜爱。
以蒙昧和专制为本质规定的科学主义，对人类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有如下巨大负面作用：　　首先，
科学主义把科学等同于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严重地束缚和奴役了人的思维、认知、思想，把人变成
了唯科学主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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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神的巨大威权是在柔和的微风里，而不在狂风暴雨之中。
　　——泰戈尔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老子　　没有什么比骄傲和自大更能让人们疏远，同时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互相了解和尊重对
方更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冯·魏茨泽克（德国前总统）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
常人意料。
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
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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