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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

徐宏勋,周  晖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46)

摘要: 西方国家的恶性文化扩张和渗透入侵渠道表现为: 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宣传颠覆 ,媒体控制下的

诋毁与挤压, 文化交流日益蜕化为文化倾销。我国需要树立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完善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

机制, 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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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从早期理论预测变成了今天的社会现实
[ 1]

,世界日新月异, 给每个国家都带来巨大的冲击。

积极方面看,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交往,人们共享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

同时, 如罗伯特#塞缪尔逊所说: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

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

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 ,全球化的发展,,又因各种文化之间碰撞、冲突和矛盾而使文

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0
[ 2]
这些碰撞、冲突和矛盾的爆发必然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欧美国家意识形态的 /假想敌 0, 他们把瓦

解中国的社会制度作为其战略目标,从民族、经济、政治等方面利用制定 /规则0的优势进行瓦解, 中国

始终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恶性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压力, 始终面临着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艰巨任务。

现代民族国家确立的前提之一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安全与独立, 如何应对挑战, 规划和构筑 21世纪文

化发展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战略,不仅是文化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更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重大职责。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特点

文化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自

主自愿消化和吸收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 维护和创新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化安

全关切的就是国家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

对应的 /个性文化 0是否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 是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现实的平等地位。文化

安全是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安全。文化安全是与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

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背景下, 维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应当成为我国政治

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文化安全与传统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突出的表现在:

其一,从安全防卫的范围而言,传统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疆域的保卫和防范侵略, 它守护的是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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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是有形的国土,有着明确的疆域界限。而文化安全守护的却是文化的空间,是无形的思想领域,

一个无形、无法划界和不易感知的精神空间,守护掌控的难度显然更大。

其二,从安全防卫的组织动员而言,传统的军事侵略是在打破生活的常态下进行的,破坏性显著,因

而组织防范易于动员。而文化侵略是在生活的常态中进行的,威胁性隐蔽, 其后果并非瞬间产生,而是

具有积聚性的时间展开。因此,不易引起全社会广大民众的自觉防卫, 组织动员,无疑难度更大。

其三,从安全防卫的目标而言,传统的国家安全面对的威胁源是明晰的,侵略者是谁一目了然,安全

防范易于锁定目标。而文化安全所面对的是文化侵略, 侵略者常常具有不明确性与隐蔽性,通过文化产

品的大量输入来传播其文化意识形态,隐蔽性导致防范不易锁定目标, 难以进行有效打击。

其四,从安全防卫的实施而言,传统的侵犯国家疆土的军事侵略的手段是明确、直接的,是可以观察

到的, 因而可以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防卫。而侵犯国家文化空间的文化侵略所采用的方式并非传统的

军事暴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可以借用互联网信息在世界范围的传递, 借用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输出方式

将其意识形态与信仰、价值观等传递与渗透,因而具有隐蔽性。

其五,从安全防卫的时间长短而言,传统的军事侵略一般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

国际舆论、民心所向等各种因素都使军事侵略难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相反,文化却是日常生活不可缺

少的, 人就生活在文化之中,因而文化侵略具有日积月累的侵蚀同化特点,文化安全的防卫也因此具有

长期性与非应时性,只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强弱程度不同而已。

二、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渠道

尽管难于防范,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恶性文化扩张和恶性文化渗透还是有显性的文化入侵渠道的,

其表现为:

第一,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宣传颠覆。文化安全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安全。美

国等西方国家从未停止敌视和侵扰社会主义国家, 试图消灭社会主义, 使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随着

金融危机的深入,中国在政治上感受到的外在压力又在重新增加。西方试图利用类似藏独、疆独、台独

这样的机会来促动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他们运用各种手段, 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推销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试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信息网络时代促进形成了一种新的网络信息文化。微软总裁比尔 #盖茨认为: /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
国界, 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0 [ 3 ]

对此, 有

学者明确提出: /美国大力倡导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决不仅仅是为了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宁可停了 -星球

大战 .而重点来搞信息高速公路,醉翁之意不在酒; 因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 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

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文化色彩。0 [ 4]
国际互联网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发展,使全球更加

紧密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美国是国际互联网的中心, 每天将渗透着美国文化的无数信息发

往世界各地,这也使得利用互联网进行 /文化战争 0成为某些人扩大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显而易见,

因特网的快速便捷、无国界性等特点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传播提供了又一快捷途径。

美国通过政府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 把不要干扰

/美国之音0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在美国国会通过的 / 1995年中国政策法 0中, 将开办 /自由亚洲电台 0

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进行贸易谈判时, 美国贸易代表在涉及有关文化产品输出入的知识产权谈

判时态度相当强硬,要价很高, 几乎是寸土不让,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在 /贸易自由化 0的掩盖

下,实施对他国的文化渗透战略,推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 5]
。

第二,媒体控制下的诋毁与挤压,使文化交流日益蜕化为文化倾销。从理论上讲,文化交流应该是

双向的,但在目前条件下, 双向的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文化倾销。一方面, 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

信息技术手段,如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将西方文化长驱直入地渗透到世界各国,使得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和信仰发生动摇和肢解;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阻

止有悖于它的价值观念的异质文化的传播,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

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开始越出原有的学理层面,快速进入日常生活,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巨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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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美国文化 /全球化 0被形象地概括为 /三片 0,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 /薯片0,代表美国电影

文化的好莱坞 /大片0,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 /芯片 0。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为

了能在全球畅销,一改过去那种对不发达国家赤裸裸的讽刺和霸权,代替的是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褒扬与

推展, 文化的霸权性通过文化产品动人的故事、恢弘的气势、美妙的音乐隐性包装起来。这种西方文化

的传播,不仅深刻地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费

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 /硬力量0, 文

化是一种 /软力量 0,但是它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 [ 6]
。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价

值观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直言不讳地说: /文

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妙的, 并且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

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 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改变两国的权力关系。0 [ 7]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我国面临的形势与以往相比有了极大不同。自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对外

开放上升到全新水平。在此时代背景下,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愈显突出。在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中国文化安全应如何发展, 如何制定正确的文化安

全战略以更好地为各项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三、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途径

诚然,文化安全已经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单靠任何一个领域或者部门都无法支撑整个国家

的文化安全,必须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对现有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资金、策略、手段进行整合,共同

构建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创造中华新文化。面对挑战, 中国共产党强调: /当今时代, 文

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0 [ 8]
要求我们应当努

力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

保护, 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

成果, 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努力繁荣中华新文化。

第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固文化安全的根基。文化安全的基础最终建立在国民

文化素质之上,中华文化最终摆脱弱势文化地位依赖于科教兴国。为了确实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的安全,就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使中国由 13亿人口大国上升为 13亿人才大国的必由之路, 发展全面普及和高水

准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真正基石
[ 9]
。只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昌盛发达, 文化产业全

面发展,才能真正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

第三,加快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利用广电、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大力宣传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华

民族自有源远流长、雍容博大的文化精神,这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和人类文明独有部分。它历尽几千

年而不衰,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多种媒体开放覆盖的当今世界, 多种文化产品相互

激荡竞争、相互影响浸润,我国文化产业也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与考验
[ 10 ]
。国家宣传文化等机构,必须

精心集合各种资源渠道,以中华新文化为重点,对包括文化产业人才、文化产业技术、产业资源、核心价

值观等现有各领域、层面的策略、资金、手段加快进行整合, 共同构建强势文化产业体系,使文化产业较

快上升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第四,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文化安全的最大特征是人与文化信息的结合。因为组织管理、决策、实

施的核心是人,人的因素贯穿在所有关系中。所以,强化国人的文化安全意识是防止文化危机的前提。

由于经济腾飞,中国已经迅速融入互联网, 尤其是随着 /政府上网工程 0的实施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军队和金融等重要部门联入互联网。互联网越来越产生着空前巨大的

影响力量。因此,网络安全的警惕不容半点放松,网络安全更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在提高全民网络安

全和信息防范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构筑信息安全战略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紧要迫切的问题
[ 11]
。

第五,建立健全文化安全法律法规, 解决文化安全管理的执法基础
[ 12]
。文化安全作为一个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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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涉及面广, 包含内容多,无论采用何种加密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预防措施,都只能给西方强势文化侵

蚀、网络渗透增加一些困难,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单纯从技术角度只能被动地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 不

能长远、全面地规范和保障文化安全。通过加强文化安全的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利用法律的规范性、稳

定性、普遍性、强制性,才能有效地保护文化安全利益,增强对文化侵蚀破坏者的防范和打击力度。

第六,建立文化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为社会提供文化安全服务和保障
[ 13 ]
。为了确保文化安

全,防范和处置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信息网络安全等重大事件和重大威胁, 我国政府应当建立文

化安全通报和应急处置体系。通过文化安全通报工作, 实现信息共享,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安全应急

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消除有害信息传播、计算机病毒感染和网络攻击、网络恐怖活动以及网

络紧急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国家基础信息系统和文化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

第七,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促进文化安全国际机制的建立。文化安全是一个高于一般社会管理层面

和技术保护的问题,是全球社会化的综合集成体系。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管理、技

术等各种手段,但由于文化传播和信息网络的全球性、互联互通性、开放性,国际合作对解决文化安全

(包括信息安全 )问题必不可少, 而且随着文化信息安全问题跨国性日益突出, 如何推动各国信息共享、

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更为突出。因此,国与国只有建立互信,寻求共同安全利益,才能保障文

化安全。为此,我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文化安全及信息技术国际

标准的制定,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一起推动有关涵盖整体文化安全的国际法的制定。

文化看似无形,实则是民族国家的灵魂所系;文化安全对抗看似无声无息,实则惊心动魄。全球化

时代, 中国只有胸怀远大, 发展创新中华新文化,系统实施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战略,才能全面保障中国和

平发展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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