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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软实力成为国际热点，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内容和研究对象，
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本书就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迅速复杂化的背景，站在中国立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
察近代以来中西方历史性角力背后的思想文化冲突，以期为中华复兴提供软实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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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彪，浙江金华人。
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员。
1968-1978年为沈阳知青、煤矿工人。
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1984年起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1989年获博士学位。
历任吉林大学经济系讲师、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理事（1985）、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副所长（1987）、
苏联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89-1990）；1992年起在京从事金融实务，历任中信集
团某中央级非银行金融机构襄理等职；2003年起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海
南省社科联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和代表性论文：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2008）；《中国软实力》（著作，2009）；《经济体制改革的基
本思路探讨》（1989）；《未来40年中国经济建设若干基本思路探讨》（2009）；《世界范围反新自
由主义浪潮》（2009）；《“文明冲突”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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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政治新时代  第一节 人类危机的文化根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库魏征先生说：“源不深
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  第二节 世界政治的文化视角    须用“主义
和文明”两只眼睛看世界，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节 世界政治的文化视角    当代世界危机的
根本出路在于文明转型，文明转型的根本在于文化创新第二章 中国道路和“文明冲突”  第一节“文
明冲突”的焦点    世界政治经济重心东移,中国日益成为“文明冲突”的焦点，机遇？
挑战？
  第二节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两种思路：    一是既要守住“中字诀”，又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
化,其当代政治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全盘西化,其现阶段的理论形态是或暗或明的新自由主
义,形形色色的西方所谓“普世主义”,等等  第三节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
背后,是中华文明对西方价值观的颠覆第三章 中国软实力的若干基本理论  第一节 软实力理论的若干基
本概念    就核心价值而言,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拥有难以比拟的道德优势  第二节 建立中国软实力理
论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建立中国软实力的理论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整合和创新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基本思路,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三节 传统文化和
马克思主义    中西文化关系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和现代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三是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第四章 惊涛拍岸  第一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思
想界    追根溯源, 儒家文化能够在20世纪与时俱进,推动东亚复兴，乃由于中华文明中有其不朽的学术
思想。
而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深系国家民族兴衰安危，表现为每到民族危难之际，既有爱国的政治人物涌现
，也有爱国的进步学者担纲，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第二节 近代若干中西文化冲突问题评论    鸦
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中英贸易逆差，其政治原因是英国妄图将中国变成“第二印度”。
联系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其中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  第三节 历史的启示    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放宽历史的
眼界。
透过历史可知从“以夷变夏“到“和平演变”，再到“颜色革命”,一脉相承。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思想引导社会，学风影响国运,今天仍是如此第五章 风云激荡（1919—1949）  第
一节 思想界的分化    经过历史的曲折,文明的冲突,思想的碰撞,实践的反复检验,全盘西化的思路再度碰
壁,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正在成为推动和引导中华复兴的主流思潮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
融合    在现代化过程中守望传统为世界各国各民族所共同尊重,具有永恒的价值。
随着现代化推进,中国文化须与时俱进,但只能“稀释”，不能西化。
如果因为实现现代化而失去传统文化,全民族成为香蕉人,改革开放就失败了,那样的现代化没有意义  第
三节 历史的启示    实现中华复兴要不要坚持反帝?许多人思想混乱,心存幻想。
事实上，无论历史条件如何改变,中国社会一个不变的道理仍然是：背叛祖国的汪精卫做不得第六章 
历史的飞跃和曲折  第一节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上）    学术引导政治,方法论特别重要，尤其是唯物
辩证法  第二节 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上）    回顾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以及建国6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教训,定会引起许多新的有益的思考 第七章 
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  第一节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下）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引入地缘政治方法, 
将20世纪以来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加以光谱式分析,联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不难看出
凯末尔道路的失败就在于全盘西化,而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凯末尔道路的现代版  第二节 若干理论问题探
讨（下）    当前，亟须加强现代思想库建设,而当务之急是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健康繁荣地发展第八章 “
我们是谁？
”  第一节 中华民族和文明的由来    中华民族的抟成, 中国政治制度的创建, 中国疆域版图的确立, 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奠定，对此，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应当有所了解  第二节 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
慧根再植    所谓中国人,主要是一种文化界定,包括与中国特有的学术思想相联系而形成的价值观、人生
观、道德伦理、处事方式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格风骨等等,表现为中国人特有的内心世界和气质
第九章 读懂西方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道德本质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缺失，在当前这场美国金融海啸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节 西方文化剖视    美国文化对于美国的迅速崛起，曾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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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与其历史相联系的与生俱来的道德缺失、贪婪和虚伪,对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渗透及其导致
的负面后果,也是相当惊人的  第三节 看透美国     无论爱还是很，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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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安全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要害，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文化扩张，创造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
摩根索说：“我们建议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的话，也
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
系的手段。
如果人们能够设想，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B
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
者和经济控制者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霸权地位。
A国将无须为达到其目的而进行军事威胁和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经济压力，因为使B国服从其意志
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优越文化和更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说服力而得以实现。
”这是对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化阐述，也是诠释苏联解体的“绝妙好词”。
请注意，摩根索在这里不仅是指文化，而且着重强调“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B国所有决策
人物”，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招确实厉害，其实，戳穿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战略也不过是顺势而为，
使得文化帝国主义一度成为当代世界精神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将西方地缘政治学引入文化扩张，由此产生了国家民族的文化空间的概念。
例如，西方文化随殖民者进入非洲、美洲，几百年来几乎完全摧毁了那里的传统文化，占领了他们的
文化空间，亚洲也不能幸免。
以菲律宾为例，连那里的华人都入乡随俗，信天主教。
现在1/3的韩国人，信奉基督教。
如果任凭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如此恣意渗透，中国会不会步菲律宾、韩国的后尘？
试想“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到处是教堂林立，牧师横行，礼拜耶稣而不拜炎黄、孔孟，那还
是中国吗？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名义下进行的以大规模破坏传统文化生态为代价的
大批判、大拆迁和许多不尽合理的建设，客观上都压缩了传统文化的信息空间，特别是一个时期以来
，为美国大量粗鄙庸俗的所谓大众文化、某些外国的不健康、甚至有文化杀伤力的卡通文化腾出空间
。
而文化空间被控制和侵占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被控制，而且是不知不觉地被控制，过去叫“软刀子割
头不觉死”，摩根索的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叫“最微妙”和“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近年来中国恢复传统文化，包括恢复传统节假日和传统习俗等等做法，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空间
。
　　世界格局的“三维棋局”　　约瑟夫?奈在几年前提出，现今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三维棋局，最上面
的棋盘是各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在这方面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中间的棋盘是各国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世界是多极的。
在贸易等领域，如果没有欧盟、中国、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合作，美国就无法心想事成。
在最底层的棋盘上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问题，如传染病、气候变化、毒品贸易和跨国恐怖主义，这
些领域的力量是混乱的，没人可以掌控。
现在“三维棋局”已经塌陷。
这场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实力。
因此在最上面的棋盘，美国面临战后以来空前的军事收缩。
美国将在多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地位，是一件可以预测而不能只听美国自己吆喝的事情。
“巧实力”的最新提法本身已经透露出有关信息。
在中间的棋盘，美国已经无法心想事成，其他国家早已经不像 20世纪90年代那样“配合”美国。
今后将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战国时期”，世界经济领域最是如此。
至于最底层的棋盘，由于反美成为世界潮流，恐怖主义将愈反愈“恐怖”，按照现在的思路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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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
在这种条件下，约瑟夫?奈说，奥巴马面临的是美国的困难时期，只能靠运用“巧实力”。
他说：“奥巴马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接任领导人的。
留给他的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和盟国部队都参与的两场战争、中东和南亚的危机，以及反恐斗
争。
他将不得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同时定下新的路线。
他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策，并培养出更大的使命感。
在这种使命感下，美国将输出希望而不是恐惧。
这将是对奥巴马领导才能的考验。
”（21）美国将如何“输出希望”？
自己先有希望，才可能“输出”希望。
奥巴马政府将不得不一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以外交为内政的做法，将大量精力用于处理内政，培养“
希望”。
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于是进入战略转折期。
　　美国是瓶颈 中国是关键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世界现存人类文明概括为七八种文明，
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列为前两位，将俄罗斯排在后面，显然是因为俄罗
斯新败，暂时相对出局。
原本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将矛头对准中国，却受到“9．11”突发事件的严重干扰。
而对于伊斯兰教世界，自从20世纪初西方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又将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土耳其，
通过自我阉割的凯末尔改革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摧毁以后，伊斯兰国家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只是由于伊斯兰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所以
搞得西方焦头烂额。
这是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且至今仍然是世界主要文化之一的根本原因，也是阿拉伯国
家与非洲国家的一个不同点。
“9．11”事件发生，美国反应极快，既是反“恐”，也是反华。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既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西方“文明冲突”的首要问
题。
在这个首要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毫不含糊；也从来不因对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包括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这一点，俄罗斯人是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以后才认识到的。
这就是西方在国际政治上搞战略欺骗、“和平演变”、包括大规模洗脑运动等意识形态斗争在内的“
文明冲突”的厉害之处。
　　世界文明转型的基本原因是近代以来支配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范式已经陈旧，必须以新的文明
建立新的原则和范式，作为新的世界体系的基础。
归根结蒂，是以弱肉强食的武力原则、战争模式决定国际政治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代条件，必须摒弃，
而代之以对话和协商的原则与和平模式，或称和谐世界的模式。
　　工业革命以后，西风压倒东风，进而通过鸦片战争将中国打成半殖民地，这是近100多年的事情。
西欧的强盛到19世纪末达到巅峰，以后便开始衰落。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重创，西欧衰败疲惫不堪，“西方的没落”深入人心。
如果没有欧洲资本主义的“预备队”——美国支撑和扶持，使西欧国家得以借战后科技革命的机遇恢
复元气，原本二战后直到60年代初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就可以定了20世纪世界政治的乾坤。
没想到美苏对抗这半个世纪，苏联福薄，盛极而衰，导致1991年解体的悲剧发生。
苏联解体，美国跃踞世界霸主，原本可以做一把摩西，造福人类。
殊不知美国文化没有高尚的理想，不做摩西，不负责任，偏要做恺撒和奥古斯都，要建立全球“罗马
帝国”，其实是做撒旦。
历史证明这是一招致命的臭棋。
美苏对抗，其实两败俱伤：苏联解体，美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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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无自知之明，没有持盈保泰的东方智慧，更不懂功成身退的道理，小布什总统无识而兼无畏，将单
边主义一口气折腾8年。
这一下不仅使美国号航空母舰搁浅在伊拉克，内外交困，而且引爆了美国金融海啸，殃及全球。
于是闯下奇祸，美国在四面楚歌中从巅峰跌落。
从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到2008年9月美国（金融）海啸，这17年中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相继跌落。
沧海横流，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为历史所不多见。
历史的报复如迅雷不及掩耳，后来者可不慎乎？
　　19世纪西风盛极，20世纪西转东风，进入21世纪已经是西风残照。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词《忆秦娥》）原本20世纪下半叶亚洲开始复兴，西转东风渐强，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
济危机，更加速了西退东进的历史趋势。
中美两国其实各是东西两个风眼。
西方的风眼，文化根基浅，500年来，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19世纪末随着西欧衰落，西方的风眼从西欧转移到了北美，美国也就吹了100年，现在能量衰竭；中国
这个风眼，东风吹了几千年，疲惫不堪，19世纪中叶被西方强盗乘虚而入，火烧圆明园，将各类财宝
兼兔首、鼠首尽收囊中以后，更推倒废墟，加以掩埋，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世界再无东风。
没想到中国文化有自强不息的强大基因，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百年之后风眼终于通透，卷土重来。
于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如今照我还”。
从大势看，彼岸无疑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奈何？
　　历史证明中国是一颗人类文明的福星，中华复兴实乃中华福星，现在是福星升起，未来将福星高
照。
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和解，决定21世纪的世界体系和人类命运，这是近年来国际上一个争议
很大的问题。
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在世纪之交相遇，一个是衰极而盛，一个是盛极而衰。
一盛一衰，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的关键所在。
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瓶颈，是中华复兴道路上一个正在突破的瓶颈，也是决定世界体系
新格局和世界文明转型的一个关键。
或者干脆说得更透彻：对于当代世界格局和文明转型来说，美国是瓶颈，中国是关键。
这样讲，不是中国自大，而是由于美国不负责任地折腾，为世界各国所患。
所以愈来愈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华复兴关系到世界政治的方向和人类的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奋斗30年，人均GDP刚刚3266美元，居世界100位开外，却引起西方聒噪不休和百般
封杀围堵。
到底是为什么？
是中国人命该受穷？
还是中国动了西方的“奶酪”？
还是中华文明潜在的软实力令加速衰落中的西方内心深处感到恐惧？
总之，中国成为西方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据揭露，里根当年对苏联体制有多少生命力根本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是将这种制度的生命力降低为零
，深层的目的是将俄罗斯民族和斯拉夫文化的生命力降低为零。
据彼得罗夫在《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中披露，这个目的是由撒切尔夫人表达出来
的，她说：世界上有1000万到1500万俄罗斯人从事采掘业就够了（其余的俄罗斯人如何“处置”？
不言自明）。
英国人与俄罗斯人都是基督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这又是中国文化的观念，西方文化不容异教。
由此可知西方主流政治家对待中华文明的态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应该有《对中国的秘密战略》，甚至有多个版本，与针对苏联的那本《秘密战略》相
比，思想大同小异，细节可能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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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越是能够读懂西方的国际政治，越是能够看透这一点。
所以，一国的外交是其固有文化的表现。
反之，不了解一种文化的产生、内容和历史演变，就不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和在信息时代的前途，也就
不能充分揭示其在当代条件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作用；不仅如此，还可能被一时的假象所迷惑。
所以，当代现实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研究现存各主要文明的地缘政治，以便更
深刻地阐述和揭示当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
这也是本书研究中西比较文化的原因。
　　在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和非西方文明复兴的条件下，夸大文明冲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反映了美国
的心理和需要。
站在霸主国地位，对多极化趋势的看法必然是暗淡的、悲观的。
亨廷顿说：“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
、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
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和悲观心理，亨廷顿作出如下概括和结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
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在微观层面上，
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居之间。
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
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
”经过几年观察以后，到2000年亨廷顿更断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各种文明之间的断层线—
—例如以西方为一方，以东亚儒教社会和穆斯林世界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断层线今后将变成战争线
．．．．．．”。
这次亨廷顿把“儒教社会”放在“穆斯林世界”前面，反映了美国思想界和政界对中国发展的看法，
也是进一步为鹰派提供理论依据。
亨廷顿还说：“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
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
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
方挑战的国家。
”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生前已经预见到美国软实力会加速衰落。
他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
之内，会显得可笑。
”尼克松看到，100多年来西方习惯于给中国当教师爷，该“下岗”了。
其实，西方的衰落和世界多极化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那是发展不平衡规律使然。
近代以来，荷兰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苏联崛起和美苏争霸；美国战
胜苏联，自己力量衰竭，与中国无关。
　　愈来愈多的国际人士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文明冲突已经没有出路，必须通过加强沟通对话，建立
“和谐世界”来解决。
这不仅是因为“其他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正在对西方，特别是在对超级大国美国进行顽强的抵抗”
，结成无形的反美统一战线，而且由于现存的八种（亨廷顿的划分法）文明中已经有多数掌握了核武
器，没有人能够赢得一场世界核大战。
事实上，人类所处的现实使得文明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全球经济、艾滋病和其它疾病的防治、禁止核扩散、信息和资源共享、文化交流、人
员往来、文明转型等文明之间的对话、互动、合作和融合是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和必然的发展趋势。
全人类都在同一条船上，没有第二条船；也不可能（事实上也做不到）把其他乘客都赶下船去，把位
子只留给“黄金十亿”，因为那样导致的“文明冲突”必然引起“核爆炸”，所有乘客同归于尽。
特别是核武器正在微型化、便携化。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是一种不具有侵略性而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正在迅速发展和复
兴的中国并不挑战现存秩序，希望与所有的文明妥善地处理相互的关系，友好相处，构建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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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极化所引起的世界体系重组，将建立起新的多极政治平衡，其中发生利益格局的变化，需要建
立新的国际政治范式和通过和平手段进行调节。
　　中国有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美国为了维持霸权，不仅是“有心栽花”，简直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不仅“花不开”，“
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且四面楚歌。
中国只追求复兴，韬光养晦，埋头发展，不争霸，不当头，原本无心插柳，却在世界上受到广泛欢迎
，不仅“柳成荫”，而且“似曾相似燕归来”。
亨廷顿在1997年预计：“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
重建其1842年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中国不追求霸权，但是追求民族复兴。
倘如此，岂不是“似曾相似燕归来”？
　　读懂西方　　由于历史原因，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取经”偏重理工，人文社会科学薄弱。
中间再被战争和政治运动耽误，被长期以来的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冲击困扰，以及被新自由主义思潮
误导，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其实相当薄弱。
薄弱就流于肤浅，就可能看不大清，更看不大透，看不大懂，容易犯迷糊；认识上犯迷糊，实践上就
不免误事。
那种认为全球化条件下，再谈“夷夏之辨”于今是明显“不合时宜”的观念，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迷
糊，非常危险。
苏东坡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　　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薄弱，是就学术界总体而言。
就个体而论，百年前，中国以深刻洞穿西方文化肺腑的一系列高论妙文惊倒（也是倾倒）西方文化界
的奇人辜鸿铭先生，表现出学贯中西的强大软实力。
20世纪初，当西方思潮排山倒海地袭来的时候，辜鸿铭站在儒学的道德高度，以中西文化比较的独特
视角，深刻、尖锐地指出了西方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根本缺陷，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其
实是“机关枪文化”，而且明确地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趋势，正确地预见和断言了儒家文化复兴的历
史趋势。
辜鸿铭在20世纪初对中西文化比较的一系列结论，实际上到世纪末为亨廷顿所公开承认。
更可贵的是，他的结论和预见并非仅仅基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强大的学术基础上
，是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比较得出的。
而且，这位文化奇才的预见不仅为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且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20世纪中国再度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当代新儒家的长期苦撑，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左
派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追求，其中都充满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
然而，社会发展是由历史的合力决定的。
当潮流涌来的时候，真理有时候会被历史海啸的巨浪所淹没。
只有当历史退潮的时候，特别是当中华复兴开始为历史所证实的时候，对西方文化的全面科学认识才
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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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软实力理论的基本架构和思路，“文明冲突”的国际“光谱”分析。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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