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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掩卷沉思

甫讀完天下文化出版的《贏在軟實力》一書，我的思緒不禁又回

到了多年前加拿大之旅的回憶。加國地處北疆，氣候嚴寒，或許正因

為如此，它所雕塑出來的山水景緻，更具雄渾奇偉的態勢。

加拿大一如其名，在這裡什麼都大，一間大學圍住了一座半島，

兩處公園佔據了半片城市；在溫格華市內你彷彿隨時置身於森林之

中，每家的門庭院落，都有幾株多人才能合抱的衫木，絲毫不顯突兀

地融入了這座城市之中。

儘管加拿大的山水筆墨難描，然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此地

人民的整體素養。加拿大人缺乏南國人物的熱情，不會隨時給你一個

熱情的擁抱，但卻時常露出真誠有禮的微笑，這個有禮並非出於工作

需要，而是發自內心對於人的一種友善問候。這裡的公車宛如捷運般

精準，一切都按時刻表進行；開車者既無任何焦躁之情，候車的人也

不顯出絲毫的不奈，一切都在寧靜平穩、彬彬有禮中進行。

某天早上我到溫哥華著名的 UBC 大學參觀，當我進入圖書館

時，正逢一位工人更換大理石磁磚，地板面積並不大，我在他身旁來

來去去，並未見他有任何的偷空休息。兩個小時後我將離去時，卻見

那位工人仍在那裡細心整修，似乎想讓新鋪瓷磚完美無暇地融入原來

地方，使每一個間距，各一個色澤，都呈現出最適合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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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頓時明白這個地方為何會這麼動人，致使多年之後仍讓我魂牽

夢縈、眷戀不已。北國的山水固然造化神工，但是能讓這項資源生生

不息的，則是仰賴國民整體的素質。即使是一個工人，加拿大人是如

此努力維繫這塊土地的美麗，每一株種下的花木，每一棟搭建起來的

房屋，都在「美」的心靈設計下，讓它與自然合諧一體。

 而「人」所追求的，不就是一個身、心都能安住的環境嗎？這

種能夠吸引他人依附親近的力量，即是今日所謂的「soft power」，也

是一個國家蘊藏的最珍貴資產。

「soft power」譯為柔性權力或軟實力，係指一種吸引別人注意，

從而遂行自己意志的特質。它揚棄了傳統以武力宰制他人的方式，轉

而透過文化優勢，實現自己的利益。

以加拿大為例，她既缺乏強大的軍事力量，而龐大的稅賦與社會

福利支出，普遍來說加拿大人也不甚有錢。但是我們卻願意付出大量

時間金錢，不辭萬里之遙飛到地球另一端，為她注入豐富的外匯。事

實上吸引我們的不僅是那裡的大山大水，更包括了加拿大社會整體的

包容、優雅與有禮。這個特質讓世界各地的人競相移民置產，使這個

生產力不高的地方，依然能夠成為一個具有優良福利制度的國家，這

就是柔性權力「吸納力量」的最佳表現。

而儘管「柔性權力」的概念看似平常，然而這個領悟卻來得異常

緩慢。從大歷史的角度來看， 1 很長一段時間，西方文明曾經向虎狼一

樣，認為唯有透過「侵略」才能壯大自己。所幸因為歷史慘痛教訓，

世人逐漸理解到「武力」並非決定國家強弱的要件，而我們也不一定

要依循「物競天擇」的演化規則生存。外擴的競爭觀念於是轉為內斂

的吸納思想，柔性權力也就逐漸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所認同的價值。

1    參閱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書。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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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柔性權力的口號非常新穎，它的內涵卻十分古老且東方，

事實上遠在兩千五百年前，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就已提出柔性權力的

概念，他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2 意即如果遠方的人不順

服我們，我們就應該整修自己的禮樂教化，透過文化與道德的力量感

化他們。

這個觀點成為到後來 知識分子的普遍信念，也從這裡劃分出東

西文明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西方文化剛強、外擴，強調征服的力

量；東方文化柔軟、內斂，強調懷柔的胸襟。遺憾的是因為故步自封

以及國力衰朽的緣故，當西方挾帶強大科技與武力入侵，儒家文明於

是為人所質疑，連帶的許多不朽的義理也在其中蒙塵而隱晦不見。

如今走過百年的衰頹，時間放大了我們的觀察視野，也讓東西

文化能夠更加客觀地被評價。人們逐漸發現儒家文明深厚的內涵，不

僅有助彌補西方文明的不足，也能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發展的重要指

南。

對此，在這篇閱讀心得中，我們將從三個面向進行考察：

首先要問的是，柔性權力的概念究竟源起為何，它又指涉了什

麼內涵，而與軟實力一詞是否有所區別？其次、中國文化對於柔性權

力作出了何種論述？我們是否可以透過東西文明發展的對比參照，證

成這樣的觀察。最後、承繼傳統文化遺產以及透過《贏在軟實力》一

書啟發，臺灣又該如何擬定未來的走向？一方面持續發揮自己的影響

力，同時更讓整個人類文明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貳、�必也正名：關於「柔性權力」與「軟
實力」的概念釐清

2    《論語．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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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履霜堅冰至：美國的危機與奈伊的呼籲

2001 年 9 月 11 號，回教激進組織蓋達針對紐約市發動恐怖攻

擊，透過脅持民航噴射客機的方式衝撞雙子星大樓，造成 2993 人死

亡、6291 人受傷。此舉不僅重創紐約市，更打敗了美國本土不受威

脅的神話，開啟美國人的恐怖意識。

正如《易經》所說「履霜堅冰至」， 3 這些衝突並非偶發案例，而

是美國與中東國家長期於文化、政治、經濟各領域糾葛所造成。在此

之前其實早有許多學者對此提出警告，遺憾的是在自身利益考量下，

美國仍然延續以自身利益為最高目的的政策，彷彿一塊往下翻滾的巨

石，雖然人人都已預知到危險，但是誰也沒有能力讓它停下來。

九一一的悲劇釋放出了兩股力量：一方面在民氣可用情形下，美

國政府採取更強硬的軍力手段，大量擴張軍事與國安力量，乃至發動

舉世反對的伊拉克戰爭；另一派相反意見則認為，美國不應該再採取

單邊主義，而須與國際社會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如此才能保有大國不

墜的地位。其中又以約瑟夫．奈伊（ Joseph S Nye Jr ）柔性權力之說

更引人注目。

奈伊乃哈佛大學教授，曾於柯林頓主政時期擔任國家情報會議主

席以及國防部助理部長。早在 1990 年，奈伊即於《責無旁貸的領導：

變遷中的美國權力本質》一書中提出「柔性力量」的概念。後更以此

為基調於 2001 年出版《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2004 年正式出版

《柔性權力》一書。什麼是柔性力量呢？奈伊說道：

我所謂的柔性力量究竟何指呢？可以用來說服其他國家改變行

為的軍事或經濟力量，都是屬於硬實力的例證，它們同時有賴

3   《周易．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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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誘因（胡蘿蔔）」與威脅（棒子）的組合。

然而，權力的運用其實還有另一條間接路線；亦即某個國家若

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致其所欲結果的話，也可能是由於其他國

家願意追隨它，欽慕其價值觀，學習其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

與其相同之繁榮與開放程度的緣故。……

這種使他人與你目標一致的能力，也就是我所謂的柔性力量。

其重點在於籠絡，而非強制。

然而在今天，權力的基礎已不再側重於軍事力量，正如奈伊自我

調侃的，美國人或許感到遺憾，同樣屬於世界第一武力強權，蒙古帝

國可以為所欲為，然而在資訊革命與全球化的影響下，致使美國很難

獨立指揮國際事務的進行。因而在領導之外，美國更需要學習如何去

分享，  4 也因此國家在伸展意志的同時，必須轉向重視柔性力量。

二、王霸並用論：柔性權力與王道思想的比較

儘管在今日美國獨強的年代，奈伊的主張別具反省意義，但是從

其思想根源流露出來的，仍是某種強權論的思維。原因在於奈伊所以

提倡柔性權力，並非柔性權力本質是道德的，而是因為柔性權力乃目

前社會型態中，美國能夠獲取利益的最佳模式。

這點無疑讓柔性權力更像是一種工具論主張，因而減損原本的謙

卑美意。著名的評論家南方朔先生也注意到這點，他在《柔性權力》

一書導讀中說：

「柔性國力」作為一個互補性的概念，當然比動輒訴諸武力的

窮兵黷武好了太多。只是當我們在肯定『柔性國力』這樣的概

念時，必須警覺地體會到，它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策略性的、手

4    約瑟夫．奈伊：《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2
年出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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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的概念。它仍是一種支配性的手段，只是手段上變得溫和

而已。但以美國為中心的支配性仍是它的核心。……無論美國

或中國，當他們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皆明言或不明言的，有著

自我中心的色彩。奈伊的「柔性國力」仍是一種支配的手段，

中國古代所謂的「王道」不也相同嗎？5  

南方朔先生這段分析極具深刻性，也點出了西方文明的根深蒂固

的功利價值取向思維。然而他在文章後面將柔性權力與王道思想歸於

同類，這點我們卻有不同的意見。

不可否認在文化心態與政治手段上，中國歷來的確有著強烈的自

我中心色彩，這是任何一個文化體不可避免的現象，甚至是歷史發展

的必然。但是回歸本質面，則儒家「王道論」乃立基於道德之上，這

點實是它與柔性權力根本的差別所在。

道德乃以自我實踐為目的，拒絕成為任何利益的考量的手段，

是以就個人而言，孔子宣稱「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6 就國家利益來看，則孟子認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皆不為也」。7 換句話說一個行為即使結果是好的，但如果手段不

正義，仍然應該被捨棄。這個堅持使得王道論必然排斥霸道思想，乃

至反對妥協式的「王霸並用」論。

表面看來，孟子的王道思想似乎不切實際，甚至頗為迂腐，甚

至孟子本身不可避免也有強烈的文化中心思想，例如在許多些辯論場

合，他也會視他人為蠻夷戎狄，以中原禮樂文化為最高標竿。8 

5    參閱《柔性權力》導讀，南方朔〈從「柔性權力」到「寧靜權力」〉一文。

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年出版。
6    《論語．衛靈公》。
7    《孟子．公孫丑上》。
8    如《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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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我們常說的「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

下」，放寬歷史的視界，王道思想隱隱然發揮它對權力的制約作用，

在「道德」的牽制下，使得這種文化優越感不致步向社會達爾文主義

之途。乃至與西方文明相比，中國文化顯得更少侵略性，而展現出更

大的包容。

關於這點稍後我們會有詳細的說明，我比較好奇的是，如果因為

奉行柔性權力會讓美國成為一個讓人喜愛，但卻退位為非強權國家，

那麼奈伊是否仍然堅持這個主張？就「殺一不辜而王天下不為」的王

道論而言，毫無疑問我們仍應該這麼做，只因為它是對的。但是從工

具論的角度來看，既然柔性權力已經無法達成它要完成的目的，自然

應該被捨棄。

我們無意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個迂腐的道學先生，但假如不能放

棄利益計算的根本立場，回歸道德優位的考量，那麼柔性權力的口號

無論多麼美好動聽，都會顯得脆弱不堪。它更像是酒足飯飽者對於路

邊乞者的施捨，在行有餘力時，人們也許還會不吝隨手的捐獻；但只

要遇到困難，類似的高貴行為很快就會中斷，而一切關於柔性權力的

論述，終究會墮回到硬實力的層面考量。

三、立名以盡實：關於「柔性權力」以及「軟實力」譯名的思考

通過對於柔性權力內涵的剖析，一個關於譯名的問題也就越發

顯得有趣。蓋奈伊在英文中所使用的原文是「soft power」，根據英文

的直譯，應當譯為「柔性權力」或「柔性力量」，事實上這也是臺灣

中譯本所採用的譯名。然而天下文化卻使用了新加坡的「軟實力」譯

法，兩者看似沒有差別，但若仔細分析，則可發現其中微妙的地方。

與「實力」相比，「權力」一詞無疑更具某種主動性與積極性。權

力意味對於他人具有某種掌控能力，古人以「勢」一詞稱之，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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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謂「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子制矣。」 9 君

主所以能夠指揮臣下，並非個人特別的優異，而是在於他具備了「君

位」之勢，因而享有主宰他人行為的正當性。也因此權力關係存在兩

個具有上下、強弱位階的個體，至於在平行關係中，則無權力掌控的

問題。

然而實力則不然，實力是一種內蘊的、無侵略性的狀態，它是自

己勝出他人的條件，但卻不意味我有掌控他人的權力。它至多積極表

現出自己的優點，但卻無法取得掌控的正當性。是以實力存在平行的

個體間，例如甲、乙兩人同時爭取某一職務，如果甲具有更完整的經

歷與能力，我們會稱甲具有獲得職位的實力，卻不會稱甲具有獲得這

個職位的權力。

無論是從英文直譯或者奈伊的立意來看，「柔性權力」都是對於

「soft power」比較貼切的譯名。奈伊不僅要求美國「被看到」、「被選

擇」，更要求美國「去影響」、「去改造」。

有如空氣的冷熱對流一樣，柔性權力是種由上而下的對流活動，

而美國無疑就扮演了輸出的角色。這點正是奈伊所以將其著作命名為

《責無旁貸的領導：變遷中的美國權力本質》原因所在，在他看來維

持美國的霸權領導，乃是一項「責無旁貸」、「當仁不讓」的任務。

相形之下，天下文化採取新加坡「軟實力」的譯法，雖然無法表

現「soft power」的神韻，也卻讓柔性權力的概念更加柔軟，同時也

更貼近多數國家的處境。

我們既無主宰抗衡世界的軍力，也缺乏了強勢文化能夠吸引他人

學習，臺灣只能努力呈現自己的長處，期待被世界看見。這種狀態是

內蘊的、無侵略性，因而更加適合軟實力一詞。

9    《管子．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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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這個緣故，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同時採用了兩個譯法，

在討論王道思想部份，我們使用「柔性權力」一詞，凸顯其主動性與

文化中心色彩；而在討論臺灣擁有哪些優勢可以吸引世界注目時，則

是順著《贏在軟實力》一書脈絡，呈現軟實力「居易以俟」 10 的特質。

參、�自家寶藏：中國文化對於柔性權力的
論述

一、孔子：國家應當透過文化與道德，吸引遠人的歸附

魯哀公時期，季康子專擅魯國政權，顓臾乃當時忠於魯君的附

庸國，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季康子於是計畫攻打顓臾。孔子學生冉

有、季路為季氏家臣，某日他們拜訪孔子，並將此事告訴孔子，其中

談到季氏所以要攻打顓臾，原因在於顓臾的城牆非常險固，而且與季

氏領地費邑非常接近，如果不儘早攻取，將來必定會成為子孫的後

患。

孔子於是告訴冉有：一個國家不怕資源稀少，而怕資源分配不

均；不怕貧窮，而怕社會不安定。只要資源分配平均，社會安定和

睦，國家哪裡會有傾覆的危機。假如做到這樣的地步，而遠方的人仍

然不順服自己，我們就應修整文化與道德以感召他們，使他們主動親

附，如此才是治國的正道。今天你們兩人輔佐季氏，既不能讓遠方的

人歸降順服，還打算在邦國之內發動爭，我恐怕季孫氏的憂患不在顓

臾身上，而在自己的家門之中。11 

這是《論語》少數的長篇，一方面它點出了春秋時期權力者相互

10  《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11  本段翻譯參照高政一註譯《四書讀本》改寫而成，參閱該書頁 318。臺南：

大孚書局，民國 78 年元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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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吞的情形；一方面孔子也指出君子立身政治中，所應承擔的責任與

分際。至於其中「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主張，則可能是世

界上最早關於「柔性權力」的宣言。

什麼是「文」呢？在孔子的理念中，文即是文化，也就是周公創

建的「周禮」，一種以「道德實現」與「人文化成」為依歸的價值體

系。

孔子並非一個拘泥禮制之人，他清楚理解到，禮儀的重點不在

古今之別，而是禮的形式是否能夠正確有效激發內在道德情操，讓自

己在儀式中得到精神的昇華。因此過分而矯情，鋪張而浪費之禮固然

應當被捨棄；12 但是單純放任本性，缺乏外在客觀規範的引導，也會

讓人成為一個「質勝文則野」的粗鄙之人。13 這兩種都不是健康的型

態，我們應當採取文質彬彬的中庸之道。

至於執政者的任務，即是透過風行草偃的優勢示範作用，對內教

化人民，對外吸引他國親附，造就一個和諧而有秩序的社會結構。

什麼是「德」？西周早期所謂的德，乃指一種擁有土地與人民，

同時能夠加以安撫照顧的政治概念。14 其後「德」的概念逐漸擴大，

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準則。是以「德」的意義很廣，它既是

國家施政目的，同時也是個人行為的依歸。

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它代表了忠、恕、孝、敬等價值；表現在

國家層面，則是教化臣民，和睦邦國，發揚禮樂、寬厚薄刑等政治主

張。轉換成今天的術語，則「德」不僅指稱上位者個人的道德修養，

12   《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又《論語．子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13   《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14   林啟屏〈古代文獻中的「德」及其分化—以先秦儒學為討論中心〉。參閱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大陸雜誌》第 65 卷第 2 期。



壹

��

同時更是一國的「立國精神」。

當然，因為時代背景的差異，孔子對於「立國精神」的認知必然

與我們大不相同。孔子理解的立國精神乃是禮樂教化，仁恕寬厚的民

本思想；而憲政體制下的立國精神，則是人權、自由、平等的民主理

念，這是時空環境影響下的必然，既不足為奇，也無須比附。

重點在於孔子與我們顯然都同意：一個國家的成立，必須具備

一種內在而又超越的價值，它讓一個國家偉大，也讓人民的犧牲變得

有價值。這是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一語所要表達的真

諦，直到今天仍有不朽的價值。

二、孟子：國家應當推行社會福利與救濟制度，吸引天下的親附

以孔子思想承繼者自許的孟子，同樣也承繼了孔子不遇的命運。

他風塵僕僕於各國之間，宣揚仁心仁政與王道主張。孟子見梁惠王並

非他遊說諸侯的第一站，卻被編排在《孟子》首章，因為孟子政治思

想的精華，幾乎都包含在他見梁王的幾次對話中。

如在某次會面時，梁惠王不禁感嘆，認為自己對於國家治理已經

盡到最大努力，「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他忍不住向孟子抱怨原因究竟何在。

善於辯論的孟子於是利用這個機會，以「五十步笑百步」之喻告

訴惠王，想要稱王天下非常容易，只要愛護百姓（仁心），同時做好

社會福利與救濟工作（仁政），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如此就是王道

的開始。

王天下與霸天下不同，它放棄以武力擴張自己的方式，轉由強

化社會福利與道德認同，使自己成為國際的領導者。在孟子的政治藍

圖裡，王道係以仁政為基礎，仁政又以仁心為前提。孟子肯定每個人

都四端的本善之心，只因後天權力物欲影響，遮蔽我們本然的良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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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處於虎狼相爭，爾虞我詐的戰國時代，孟子之說相對迂腐高遠，

可想而知孟子很難受到諸侯重用。但是孟子個人的不遇，卻絲毫無損

於王道思想表現出來的理性光芒。

孟子再三強調君王想要王天下必須重視三件事：一是以仁心治

國，讓國家具有超越性的理念在其中，一如美國標榜民主自由；二是

廣行仁政，建立良好社會福利救濟制度，使天下之人樂於依附，一如

加拿大完備的社會政策。第三則是實施教育，建立人民普遍道德意

識，讓禮樂教化深入於人心。

孟子所提的這三項作為，都是今日歐美先進國家發展的主流，也

正如孟子所說：「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

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15

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做到讓天下的商人都來自己這裡投資做生意，

乃至尋求政治庇護或進行國際仲裁，那麼它的柔性權力實已發揮到淋

漓盡致的地步，可想而知其意志也將無遠弗屆地推展出去。

三、孫子：國家應該利用謀略及外交，達成戰略目的與需求

如果將柔性權力理解為一種軟性但卻希望積極影響他人的力量，

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考慮，處於對立關係的雙方，是否還有避免使用武

力，卻能施展自己意志的可能。在這方面，春秋末期軍事家也是世界

第一位戰爭理論大師孫武，在其所著《孫子兵法》中，無疑提供了我

們極佳的解答。

在孫子看來，能夠避免使用軍事手段而達到軍事目的，才是真

15   參閱《贏在軟實力》林垂宙〈軟實力是珠三角未來發展的關鍵〉一文。臺

北，天下遠見，2009 年出版，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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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用兵上策。他在《孫子兵法．謀攻篇》中開宗明義說道「用兵之

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又云「是故百戰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那麼什麼方式才是延伸意志，展現力量的最好策略？孫子提出了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主張，認為上等用

兵之法乃是以謀略屈服敵人，其次則為透過外交途徑壓制對方，至於

動用武力征服，已屬最下等的策略。

處於春秋無義戰的混亂年代，這種貶抑武力的言論，實可視為

另類消極的反戰思想。孫子保持理性頭腦，要求我們即使處於敵對狀

態，仍應透過戰略、外交達成政治目的，這點實與奈伊主張以「外交

手段」展現柔性權力，有著跨時空的英雄所見略同。

四、柔性權力的歷史實踐

從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到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柔

性權力的觀念深深滲入中國文化血液，成為不可磨滅的思想印記。

許多人批評儒家為泛道德主義者，甚至是僵化禮教的守屍人，然

而這種批判無疑太過浮泛。在儒家思想的薰化下，固然有人淪為滿口

仁義道德的偽君子，但也不乏「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

典範人物。16 

更積極來看，受到儒家德化教育的影響，每個朝代都會出現一批

良臣循吏，他們對內維繫社會安定，對外則牽制了帝國的擴張，「聖

君賢相」的口號將掌權者封限在道德框架內，維持政局的平衡發展。

是以自漢代儒家成為中國文化主流後，孔孟思想鼓舞了無數知識

16   《後漢書．范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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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當時代喪亂、君王無道，他們前仆後繼維護這些理念；而在政

治穩定、君主開明時，儒家教義也就落實成為政治作為。

可以想像，如果全天下的學子都在「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  17 以及「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18 的琅琅讀聲

中長大，一旦他們長大進入政府，執掌帝國的運作，那麼這些曾被認

為「子之迂也」 19 的言論，就會從形上層面轉為實際力量。

假如忽略儒家思想的積極作用，我們又要如何解釋，中國史上儘

管多有昏君，但比起羅馬帝王的荒誕，暴君比例卻是相對為低。別忘

了，這個帝國曾經常強於世界，而她的皇帝也曾是世上最有權力與威

嚴之人。

這就是王道思想的歷史實踐，它讓君主不致因為擁有無限權力而

瘋狂，也限縮了國家機器的膨脹。「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20 的緊箍咒

雖然沒有完全發揮作用，但卻能夠有效緩解專制帝國的失控。

我們並不否認中國過去也曾因為皇帝私欲，或國家利益而對外發

動戰爭。但更多時候，她只要求各國進貢，滿足萬邦來朝的心理，至

於這些藩國的內政外交，則多半讓她維持原來型態。甚至因為自身文

明的強盛，她也成功吸引鄰近國家主動的學習，日本漢化就是一個極

佳的例子。

我們無意沈緬在這些天寶遺事之中，但是日本漢化的歷史，不僅

證明柔性權力的影響遠比軍事力量更加深遠廣泛，同時也證明了孔子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並非只是夫子自道。所謂「桃李無言，

17   《論語．為政篇》。
18   《孟子．公孫丑上》。
19   《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20   《尚書．蔡仲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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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成蹊」，  21 無須拿著彎刀或槍砲，只要擁有優勢進步的文化，它就

能夠產生強大的磁吸力，讓自己的意志流布四方。

遺憾的是由於近代中國的衰弱，這些價值一度被認為過時迂腐。

幸運的是隨著文明理性的成熟，以及經歷近代帝國殖民主義、兩次世

界大戰、東西德、南北韓、美蘇冷戰、乃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九一一事

件，人們逐漸領悟到單憑「軍事」、「經濟」力量，仍然無法創造一個

富強康樂的國家。

我們仍舊不得不同意，任何的強大與繁榮，終究要以「人」為

本，創造一個符合人類理性與道德的社會。因此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思

考的是：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又該如何利用傳統文化思想優勢，開拓屬

於自己的未來。

肆、�未來展望：從《贏在軟實力》看臺灣
的未來

在回顧「柔性權力」發展的歷史後，現在我們要將眼光重新投回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也從這裡開始，本文要將柔性權力將轉為軟實力

一詞，原因正如前面所說，權力關係存在上下位階之中，它具有一種

積極、主動掌控別人的意欲，適合已居霸權地位的國家。實力則是表

現在平行個體之中，透過展現自己美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在讀完《贏在軟實力》這本書後，我們提出下列五個方向，作為

臺灣未來發展的參考。

一、以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作為防衛的軟性力量

由於特殊的歷史情境，臺灣近年來已經取得高度的民主成就，同

21   《史記．李將軍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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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持續朝著法治社會前進。

2008 年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美國布希總統曾經致電，稱道臺

灣乃是亞洲跟世界的民主燈塔，  22 儘管這是外交辭令的溢美之詞，但

卻某個程度代表我們受到世人高度的關注。民主法治乃是今日普世認

可的價值，也是我們能夠獲得世界認同的最佳資源。

處於目前兩岸緊張對峙的時代，如果臺灣能夠繼續向世界展現她

的民主成果，甚至在亞洲華人世界形成一定的示範作用，它就會讓意

圖侵犯臺灣者有所忌憚，形成一道軟性的保護膜。

此外，儘管目前臺灣的法治文化未臻成熟，但是因為過去深耕耘

植的結果，臺灣擁有極佳的法治教育人才，經過百年的吸收反芻，我

們已經具備向外推銷的能力。

尤其是對今日的中國大陸。為了跟世界接軌，大陸近年來逐漸

制定各種法規，有意步入法治社會之林。許多人可能不知道，現在大

陸制定的各種民、刑法典，其實都是以臺灣為範本，甚至是全套的複

製。

也不止於法典，他們更聘請了許多優秀學者演講教學，藉以彌補

過去的斷層。只要擁有發言權，我們就擁有了影響力。臺灣應該努力

把握這種優勢，將民主法治經驗一點一滴注入到對岸，產生潛移默化

的影響。

因為現在坐在臺下的青年，日後即有可能成為法官，司法院長乃

至國家領袖。當大陸複製臺灣的法學理念時，無形之中他們也在複製

臺灣的價值觀，包括自由人權等。這是兩岸彌合對立的重要機制，也

是臺灣法治軟實力的真正表現。

22   《贏在軟實力》，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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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優質人力，持續創新臺灣未來經濟

除了持續發展中的民主法治外，臺灣的經濟軟實力更是不容小

覷。這裡所說的經濟實力，並非以往我們標榜的豐厚外匯存底，也不

全然是今天被視為主流的電子科技業。

這些成就固然可貴，但它僅是經濟軟實力展現的「成果」，而非

原因。真正產生這些結果的，還是源自掌握經濟的「人」，包括具有

遠見與社會責任的企業家，以及優質的員工與人力素質，彼此缺一不

可，共同組成強大的經濟體系，為臺灣建構了堅強的軟實力。

就像《贏在軟實力》一書中談到的，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僅是

因為具備優越的位置而發達，然卻忽略人才的培養，或者缺乏一種優

質的企業文化，那麼一旦時移境遷，優勢不再，很快就會面臨衰退的

危機。

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因為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它曾經是中國工

業、經濟、外貿發展最早的地區，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

但是近十年來光輝已經慢慢褪色，林垂宙先生認為原因即是源自長期

忽略軟實力所造成。23

反觀臺灣過去所以能夠締造經濟奇績，除了她在亞洲地區擁有一

定地理之便外，更重要的是臺灣擁有高素質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僅受

過良好訓練，也能掌握獨特創意技術，跟上現代科技的需求，讓臺灣

企業能夠隨時靈活調整體質，以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此外臺灣更有許多優秀企業家，這是她能贏得世界重視的重要因

素。商人與企業家的差別在於，商人以獲利為目標，企業家則不僅具

有市場遠見，同時更具備了高度的社會關懷，在獲利之外同樣重視人

23   《贏在軟實力》，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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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及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

以九二一大地震及四川大地震為例，這段期間我們見識到了臺

灣企業熱心公益的精神，以及強大的捐款能力。正如嚴長壽先生在

本書中所說的：「照理說，企業家總是以獲利為最終依歸的，但他們

知道，生命中有另外一個力量需要詮釋。大家最終發現，一個快速成

長的社會，是不安定的」  24。

當然我們無須將過度推崇企業家，讓人誤以為財富乃是為道德與

成功的指標。但是有這麼多企業家願意負起社會發展責任，無疑是件

可喜的事情，也是臺灣經濟非常重要的特質。我們應當持續擴大這樣

的力量，如此不僅能夠締造一個富而有禮的社會，更能成為其他發展

中國家的典範。

三、以傳統文化為柢基，建立屬於自己風格的文化實力

二○○九年十二月《商業週刊》  25 刊載了一篇王文靜先生寫的

〈艾森豪年會〉，這是半世紀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卸任後成立的一個基金

會，目的在於贊助各個開發中國家未來領袖赴美研習。在臺灣的獲獎

者後來成立了一個「艾森豪獎金中華民國協會」，這個協會有三多，

即董事長多，院長多，部長更多，是以每年聚會之時往往冠蓋雲集，

政要齊聚。

身為協會的一員，作者在這篇文章中發表了他的一些想法，也隱

隱然透露出某種自豪。然而其中更吸引我的，則是它不經意地點出了

美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龍頭，絕非僅是因為科技進步與國家強大，而

是透過這種無孔不入的滲透吸納方式，將美式價值逐步貫注到其他國

家之 中，進而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24  《贏在軟實力》，頁 91。
25  《商業週刊》第 11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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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每個人都會同意散播軟實力最好的方式，即是透過教育將

理念傳播出去，但問題的重點在於，我們要傳播什麼？對流的前提，

必須在於一方擁有另外一方缺乏的元素，不可否認臺灣在科技與民主

成就方面，與西方進步國家顯然還有一段距離，如果要在這方面成為

世界學習的典範，恐怕是個遙遠的夢想。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是，我

們具有哪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能夠吸引世人的注意與學習，答案

是「傳統文化」！

由於歷史因緣聚會的安排，臺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保存的重要據

點。與大陸近年來功利性地提倡儒家文化相比，臺灣過去幾十年來的

教育耕耘，無疑更加全面與紮實。

首先，臺灣乃是少數仍然使用正體字的國家之一，透過正體字我

們能夠毫無障礙地閱讀過去兩千年，最重要的歷史、文學、哲學各種

典籍原文，這是西方許多學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其次，大陸過去因為無神論信仰大肆破壞傳統文化，進行文化大

革命，我們則是發起文化復興運動。這個運動開始或許帶有若干的政

治目的，但是它的影響卻是深遠而全面的，這點可從《贏在軟實力》

中，許多人都引用孔孟之語得到證明。

仔細閱讀《贏在軟實力》這本書中，處處可以發現傳統文化的影

響，每個人都能順手從傳統典籍中得到啟發或印證，例如：

( 一 ) 王建煊院長在〈以愛為主軸，培育人類新希望〉一文中，  以《史

記》陸賈答漢高祖「馬上可以得天下，馬上不可以治天下」開

頭，強調價值作為軟實力的重要性。26

( 二 ) 陳啟宗董事長在〈臺、港、大陸間人才、資金、貿易的合作〉

文章中，也指出「人類歷史，最早運用軟實力，可能是最大

26  《贏在軟實力》，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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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最成功使用軟實力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中國

幾千年來就是用軟實力來維持大國的地位，而且中國歷史上的

戰亂比歐洲少，原因何在？現在西方社會用的主要是硬實力，

而中國幾千年來以軟實力為主。今天，中華文化重新在國際上

崛起，相信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中國人的軟實力。」  27

( 三 ) 劉宇環董事長〈浸透的力量〉一文認為：「軟實力就像中國的老

子所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軟實力看似

軟，其實它的浸透力量才是最堅實、最持久的，像水能穿山成

谷，透石為穴。」  28。

( 四 ) 林垂宙院長〈軟實力是珠三角未來發展的關鍵〉亦云「孟子講

究愛國治民，再三強調要從『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做

起，這是政府培養人才，端正社會風氣和企業環境的根本，也

就是軟實力的建設。」  29

( 五 ) 設計師姚仁祿先生〈剛柔之間見實力〉一文則大幅援引《周

易．繫辭傳》「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一段，闡述他從《易經》之中體悟到的剛柔並濟共生思

想，如何以堅定力量求知，柔軟力量執行，藉以達成「易知，

易從，可久，可大」的力量。乃至透過《淮南子》「聖人之道，

寬而栗」一段，體會軟實力的精隨。30 

這些人士都非學院出身的文史學者，然而卻都不約而同引用了

《老子》、《孟子》、《周易》、《淮南子》等典籍，作為自己立論思考的

基礎，顯見傳統文化並未受到時間淘汰，反而是我們可以向西方逆向

27  《贏在軟實力》，頁 129。
28  《贏在軟實力》，頁 154。
29  《贏在軟實力》，頁 167。
30  《贏在軟實力》，頁 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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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的東西。

只要善加利用我們擁有的文化元素，同時結合臺灣特色與現代社

會所需，落實在藝術、哲學、企業管理、政治組織各方面，必然能夠

發展出極具一套具有價值與特色的機制，讓世界見到臺灣雖小，卻不

容忽視的文化軟實力。

四、以普世價值的人道關懷，成為締造世界希望的據點

以「奉獻」以及「利他」為主的人道關懷，乃是人類最可貴的美

德之一，它不僅能夠平衡人性自私的一面，也讓我們從競爭的狀態中

抽離，轉成一個互利共生的群體。

善良實是一種最佳的軟實力，沒有人可以明正言順拒絕善良，也

沒有人能抵抗它所散發出來的魅力。人道關懷的魅力甚至超越文化，

優質的文化讓人「喜愛」，善良則是讓人「敬愛」。喜愛或許會因時空

變化而改變，敬愛則是恆久存在於人心之中。

從九二一大地震、南亞海嘯以及四川大地震幾次重大天災，可以

見到臺灣豐沛的愛心，每個人無私地奉獻自己心力，並非為了名利，

而是源自那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道德情操。在臺灣這個不大的小

島卻能集結如此滿溢的愛心，這點實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

人道關懷除了是一種善，一種道德表現外，它更能夠有效化解

對立雙方的敵意，創造彼此的雙贏。例如王建煊院長在書中一再強調

「愛」是最重要的軟實力，他認為以目前兩岸的關係來說，雙方如果

要和解，要和平發展，甚至有一天必須統一，那麼必然不可倚賴於戰

爭，而須以愛為主軸的軟實力。31 

因為「愛」的信念，王建煊院長在大陸推行了一項撿珍珠計畫，

31  《贏在軟實力》，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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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善心人士的捐款，提供優秀但卻沒有錢受教育的小孩讀書。珍珠

班在意的不是功課，而是小孩子的品德，教育他們必須懂得感恩、惜

福、回饋與幫助。

所以教導他們這些道理，並非希望日後他們要報答自己，而是如

果將來有一天，他們成為了國家領導人或重要骨幹，那麼由他們來領

導十三億人，則對於中國這個國家，我們就能擁有許多美好的期待，

正如王建煊院長所說：

將軟實力的愛，注入大陸一批有優秀體質的學生身上，讓他們

成為極有愛心的人，透過他們對大陸的領導，促進全世界的和

平，造福全人類。請問世界上還有什麼樣的硬實力能促進世界

和平、造福人類呢？32  

事實上臺灣這個移民社會曾經承受許多歷史苦難與文化對抗，然

而她卻能夠化解這些負面能量，不僅沒讓自己成為一塊憤怒、對抗的

土地，反而孕育出眾多的慈善團體。這點真教人感到不可思議，直到

今天我們都還不是很確定它是如何辦到的。除了歸因臺灣人原本具備

的淳樸善良本性外，我們只能說臺灣非常幸運，能夠擁有許多如證嚴

法師般傑出偉大的人，讓彼此的力量找到凝聚的方向。

如果證嚴法師、王建煊院長的地位太過遙遠，目標太過遠大，讓

人覺得神聖而難以親近實踐。那麼近來陳樹菊女士獲選成為百大具有

影響力人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像每天在市場擦身而過的人一樣，陳樹菊女士乃是一位在屏東

賣菜的平凡婦人，每天生活費不過幾百塊，然而幾十年來她卻省吃儉

用，陸續捐出幾千萬元，用以幫助貧困失學的孩童。因為特殊機緣，

她登上了美國《時代雜誌》2010 年的百大名人錄中，瞬時間所有鎂

32  《贏在軟實力》，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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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燈都聚集在她身上，世人也再次注意到臺灣。

在臺灣實有許多類似陳樹菊女士這樣，默默行善卻不喜為人所知

的人士。出名並非他們的目的，但是一旦被報導，她們就會成為臺灣

的形象。正如慈濟一樣，人們會說「啊！我知道，她們來自臺灣，那

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地方」。一次、兩次，如果國際見到臺灣的名字，

都與愛及善良相連，這個特質就會成為我們的標誌，從而築成一道遠

勝槍砲的防衛力量。

沒有人可以冒著被天下人指責的風險，將飛彈射向這塊土地。而

一旦臺灣起而推行公益，全世界也會因為長久的信任，願意呼應我們

的號召。這就是柔性權力，一種吸引他人學習效法乃致追隨的力量。

前人在此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何發揚光大，則有賴於我們日後

持續努力了。

伍、結語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緊密的程度遠超乎一般人想

像，再也沒有一行為可以損人而不害己；同樣的假如想要利己，必然

的我們也需要利人。

在此共同體的社會中，全世界緊緊纏縛在一起，使它成為一種

極為敏感脆弱的結構，任何一端的失衡，都有可能帶來無法逆料的危

險。33 我們必須更加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呵護現有的文明

成就，否則盛極而衰往往僅存隔一線，而大禍臨門也往往只在一瞬

間。

33   飛利浦．科特勒、約翰．卡斯林合著《科特勒混沌學—大崩壞之後的爭

雄法則》序言云；「這個世界的各個成員，比以前更加相互牽連，也相互

依賴，全球化和科技化是促成世界經濟產生『連鎖的脆弱』（interlocking 
fragility）的兩股主要勢力。」臺北：三采文化出版事業，2009.6 初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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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權力以及軟實力乃是「國家發展」與「世界和平」的最佳支

點，它讓「擴張」與「合諧」得到平衡。臺灣因緣際會地繼承了大量

傳統文化遺產，同時也在經濟方面取得了極佳的成果。如何善用這些

資源，乃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而向對岸乃至世人展現這種成功經

驗，更是臺灣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二十一世紀新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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