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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主要文明大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至于经常被国内和国外学者称为“文化
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开始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也相应发生了逐渐的和巨大的变化。
经济活动永远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需要非经济的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支撑。
因此，文化研究几度掀起争辩高潮，也就不难理解了。
　　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争辩集中讨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什么关系。
有的人认为本土的“黄色文明”是封闭的、落后的，外来的“蓝色文明”是开放的、先进的，结论是
“全盘西化”。
不仅中国大多数研究工作者不同意“全盘西化论”，而且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它的谬误。
　　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激起了中国第二次文化争辩的高
潮。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风暴，引发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又一波热烈争论。
虽然中国官方从未公开支持“亚洲价值观”，然而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如此紧密相连，对于“亚洲价
值观”的反思必定拨动中国人的心弦。
　　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令人震惊。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实施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改造政体的新战略，遭到了伊斯兰国家和世
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批评，美国“软力量”受到了一定挫折。
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目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外交政策获得各国肯定，“软力量”有
所上升。
第三次文化争辩正方兴未艾，不仅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而且涉及中国发展的前景和在世界舞台
上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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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从两个层次上研究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
。
第一个层次是国际体系的层面。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实力和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国际文化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文化观念，特
别是文化价值观。
当文化观念得到国际集体认同时，就会对国际体系发生作用。
如果国际社会认同先进的文化观念，就能促进国际体系的进步；相反，某些国家、组织和群体认同错
误的观念，就会对中国际体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文化对国际关系作的用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外交的层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而且受到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文化对于外交决策者的认识、决策目标和决策程序，都有超乎想象的作用。
文化对于广大民众的认识即民意也是至关重要的。
 　　《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集中探讨当代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20
世纪年代以来，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对于建设国际文化理论做了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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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经验性全球最低限度道德论。
　　这一观点认为，并非只有特定文化内的价值才宝贵，经验证明存在着全球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
不少文化人类学家观察到，绝大部分文化都否定欺骗、偷盗、暴力或乱伦，没有一种文化将痛苦作为
价值目的，没有一种文化不尊重生命和纪念死亡。
即使在把复仇视为合法的地方，也严格限制了死亡的人数。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有人提出了生物学的论据，即道德来自于道德基因，基因相同就不存在相对主义
，基因不同则文化也不同。
也有人提出了社会学的论证，即普遍的社会化历程导致了道德意识的普遍性。
比如，所有的婴儿都要求别人关心他，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获得了某种共同的特征。
然而，这些证明的说服力还不够，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论据究竟培养了人的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
无从解释。
仅仅从经验出发证明最低限度价值的存在，也还有问题。
例如保全生命是全球最普遍最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又经常与背叛信仰、违反法律和庇护家族部落成
员相联系。
而且，这一立论以全球赞同为前提，似乎多数人支持的道德，比只有少数人或少数文化赞同的更好。
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所有的社会都歧视妇女（或移民、残疾人、某一集团），能否证明这种偏见是
合理的？
这种观点在中国学者中比较少见，但是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展，也已逐渐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尤其
是青年研究工作者。
 4.“普遍价值论”。
“普遍价值论”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其核心是承认任何人都有存在的权利，或日人权。
原先其内容仅限于公民权和政治自由，近年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应，有些学者又增加了基本经济权
和其他权利。
阿米泰·埃兹奥尼认为，倡导人权是对一切国家、一切社会提出的要求，并非针对某一国家。
人权的概念尽管在历史上产生于西方，但并非只反映西方的价值观，而是对一切人提出的要求。
他也观察到，近年来亚洲国家开始注意人权的改善，不再把人权视为外国压制的工具，而是看做提高
亚洲特性的手段。
他引用新加坡外交官比拉哈里·考西康的话说：“人权已成为各国关系中合法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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