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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从文化互鉴论看，国外出版社在中国图书外译过程

中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创造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社会效应；赢得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经济效益；呈现了“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化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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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leads to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of cultur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foreign publish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books are as follows: creating the social effect of “beauty of 
beauty, beauty and harmony”; winn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it shows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power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nnovating an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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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机构先后启动各级各类图书外译项目，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包括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重点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项目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作品翻译工程、对外出版项目、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上海市中华学术精品外译项目、北京市提

升出版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项目库、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外译项目。这些项目都要求以外文形式

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目的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可以看出，国外出版社也是中国图书外译项目中重要的一环，发挥着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因此，本文

将从文明互鉴理论，阐释国外出版社在中国图书外译出版中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2. 文明互鉴论的内核思想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理念。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在

2019 年 5 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他进一步阐明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及其中国范式，“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

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2]。文明互鉴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四点： 

一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是非凡智慧

和精神追求的结晶。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我们应该秉

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谐共生。”文明无高低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民族将其长期发展所得的精

神财富累积成自身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上博大精深的人类文明。因而面对各种文明形

态，我们应该以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来欣赏和学习，摒弃傲慢无知的轻视，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

与发展。 
二是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

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

群芳竞艳。”哲学、科学、音乐、影视剧等都体现着文明之美，在如今世界各地百花齐放的大环境下，

我们应当不仅为本国的文明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怀着欣赏他国文明之美的心情来让人们更

好地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我国也先后启动各级各类图书外译项目如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516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谢雨童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5163 1206 社会科学前沿 
 

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重点工程等来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提供一个更好

的传播平台。 
三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的

保鲜剂，习近平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

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文明发展需要不断地与他

国文明进行交流才能更好发展，长期闭塞、不通往来会让文明逐渐衰落。而文明的交流互鉴需要以人为

载体来从人文角度促近各国文明的合作往来。我们要以博大的胸怀和谦虚的态度来兼容并蓄地汲取他国

文明的养分，让世界各地的文明在互相交流中共同进步。 
四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

推陈出新。习近平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

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每一种文明都是在时代中不断传承与进步的，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文明

之美持续散发魅力。人们的出境旅游就是促近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有力方式，能实地了解文化、欣赏风

景、享受美食，从而发现不同文明之美，激发对自身文明的创造活力与激情。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来让

文明之火延续在世界各地。 
总之，文明互鉴论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关系理论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要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与更加

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心态，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与互鉴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在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

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3]。 

3.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对国外出版社的要求 

21 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启动了各级各类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外译项目主要资助代表中国学术

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及资助蕴含中国精神，彰显中国特色、展

示中国发展途径，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外向型图书。要求图书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旨在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深化

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本文通过解读这些项目的申报书研究这些项目的出版要求以及对出版社的要求，最后根据各项目最

新的申报书得到以下结果，可见表 1。 
从表 1 可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出版机构有着具体的限定，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与丝路书香

出版工程对出版社的地域有着具体限定，上海市中华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于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外译

项目仅要求为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其余项目未写明对出版社的要求。因此本文再着重研究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指定的出版机构。 
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2020 年的申报通知书可知：2010~2014 年间该项目也仅是要求权威出

版社；2015~2016 年要求国外出版机构应来自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暂定的国外出版机构，两年使用的是同

一份名录，涉及 17 个国家，93 个出版社；2017~2020 年间有正式的指定国外出版机构，涉及的国家与出

版社每年略有不同，分布情况可见表 2，图 1，具体出版社情况可见附录。 
2015~2016 暂定的国外出版机构指导意义不强，不做过多阐释。由表 2 和图 1 可知，2017 至 2020 年

采用正式的指定出版机构后，项目指定国外出版社数量整体呈逐年递增趋势，且 4 年来，美国的出版社

数量一直稳居第一，可见美国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重要出版国，此外，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

法国、荷兰与印度也相对重要，其余国家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海外的出版影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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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ub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publishing hous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books translation projects 
表 1.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出版要求及出版社要求 

部门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项目出版要求 出版社要求 备注 

国家 
社科 
办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 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 
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 

国外出版机构应来自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 
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 

2020 

中 
宣 
部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2009 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或非华语 
地区的出版单位合作出版 

非华语地区主 
流出版机构 

2020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2014 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版发行 
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版机构 
2020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2016 一经立项，需在 2 年之内通过合作出版等 不限出版社 2019 

两个 
工程 

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 

2006 
中外出版机构以版权合作方式对外译介 不限出版社 

2020 

中国文化著作 
翻译出版工程 

2009 2018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2017? 不详 

中国 
作家 
协会 

中国当代作 
品翻译工程 

2013 与国外出版社达成翻译合同后翻译出版 不限出版社 

2020 

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工程 

2019 年并入 
中国当代作 
品翻译工程 

地方 
项目 

上海市中华学术 
精品外译项目 

2013 
以外文或中文外文对照形式由国外权威 
出版机构单独出版或中外出版机构联合 
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权威出版机构 2014 年终止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2015 出版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不限出版机构 2020 

北京市提升出版业国际 
传播力奖励扶持项目库 

2016 获得资助资金后两年内完成 不限出版机构 2020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外译项目 

 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 
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国外权威出版机构 2015 

 
Table 2. The number of publishing houses designa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2015~2020 Chinese Academic Translation 
Program 
表 2. 2015~2020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同国家指定出版社数量表 

年份 
国家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美国 25 18 20 19 18 

英国 16 7 7 6 6 

法国 3 2 2 6 7 

德国 6 4 4 4 5 

荷兰 4 3 3 4 4 

意大利 1 1 1 1 1 

俄罗斯 7 6 6 6 6 

日本 16 4 4 4 4 

韩国 4 2 2 2 3 

新加坡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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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印度 3 2 2 2 3 

越南 1 1 1 1 2 

西班牙 2 1 1 1 1 

黎巴嫩 1 1 1 2 2 

墨西哥 1 1 1 1 1 

土耳其 1 0 0 0 1 

古巴 1 0 0 0 0 

埃及 0 0 0 1 1 

总计 93 54 56 61 66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designated publishing hou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the 
2015~2020 Chinese Academic Translation Program 
图 1. 2015~2020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同国家指定出版社分布图 

4. 国外出版社在中国图书外译过程中的贡献 

毫无疑问，国外出版社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学界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却不多，我们在 CNKI 上输入主题“图书外译”，找到 18 篇 CSSCI 检索论文，内容涉及外译策

略[4] [5] [6]、图书外译传播路径[7]-[13]、外译评价与分析[14] [15] [16] [17]、外译出版[18] [19] [20] [21]。
外译项目关乎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全球语境下是否拥有话语权，国际地位及国际形象，和文化安全及文

化发展。 
外译策略可从译介、精细与传播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要选取有影响力的译介方式及机构。其次，

要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密细致，严格要求，比如文章命名、出版单位及译者的选

择、图书主题及内容的选择、翻译原著的选择等。最后，在传播过程中要求真务实、着重细节，借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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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驻外机构进行实地调研，找到外译图书输出对象对图书的实际需求；并根据不同地区人们对外译图

书的需求，因地制宜，分类策划，来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与认可度；也要注重提高内容的质量，提高

对译者的翻译能力、对文化的感悟能力等方面的标准；同时，回顾我国历史上图书对外传播的案例，探

索规律积累经验，为今天的中国图书“走出去”打下良好的基础[5]。并且，从外文社的英译四大名著这

个经典案例可以发现，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是一种优化方案。中外合作翻译可以实现中国文学出版走进

西方读者这一目标，来更好地提高译介效果、减少外译的阻碍。合作翻译不仅要考虑双方的文学修养，

而且最好契合合作翻译的应用模型，这不仅能有利于中国文学图书的对外传播，并且译者也能在合作过

程中提高水平、积累经验[4]。 
图书外译传播是公共外交中一种能够影响民众看法与形势舆论的方式。以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

例，其图书外译传播的公共外交实践包括行动纲领、运作机制和翻译策略这三个方面。当然，不同于美

国使用图书外译传播来开展对目的国际的文化侵略与渗透，企图说服当地民众接受其文化内涵和价值观

念，我国一直以图书为载体，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及中国形象，其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包括实施“垂直化”

和“网络化”并存的二元外交模式。而提升传播效果可以从典籍数字化、多语言媒介传播和多种形式跨

媒介传播这三个方面入手[12]。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典籍数字化和互动型传播通过“语料库”来降低受众获

取信息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有利于传播效率的提高；采用多语言版本和多学科交叉可以扩大传播范

围、满足受众需求并增加受众可能的受益；多种形式跨媒介传播可以加强传播效果，比如语言上的跨媒

介如汉语到外语、技术上的跨媒介如书本到电子版本以及电影、音乐等不同方式[9]。 
综上，尽管学者对外译策略和传播路径做了深入研究，但几乎没有探讨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图书“走

出去”的研究文献。鉴于此领域研究的重要性，本文从文明互鉴论，探讨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图书外译的

贡献。国外出版社在促进中国图书“走出去”，促进文明互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包括三点： 
其一，创造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社会效应。社会效应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

与规律，是某一个人或事物的行为或作用，引起其他人物或事情产生相应变化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

国外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外译图书，彰显出各国人民对文明差异性的尊重与认同，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

应。习近平指出：文明互鉴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国外出版社具有国际化的运营经验和能力，在图书销售上宣传和发行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企鹅

出版社、兰登书屋等都是大型的图书出版和发行企业，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国际化的出版发行人

才众多，具有成熟的海外市场分销模式，经验丰富，渠道通畅，市场运营能力很强。出版社发行中国外

译图，提升了中国外译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应。 
其二，赢得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通过商品和劳动的对外交换所取

得的社会劳动节约，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或者以同等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的

经营成果。所谓经济效益好，就是资金占用少，成本支出少，有用成果多。在国外出版中国外译图书，

正是秉承资源占用少，成本支出少的原则。国内出版社对海外图书市场及其环境相对陌生，没有稳定的

销售市场，发行渠道，不能有效地推广宣传中国图书。国外出版社具有较高的本地读者的认可度，就如

同我们在选择图书时会倾向于优先选择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样，考虑到知名度和影响力等因素，海

外读者会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本土出版社。因此，由国外出版社来承担出版和发行工作，在推

介中国图书的过程中也收获了经济效益。 
其三，呈现了“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化传播力。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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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国外出版

社在外译图书方面起到了促近了文明互鉴中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国外出版社与国内学术

界的密切合作，能够做到及时且准确地将现阶段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高质量内容传播出去，搭建世界范围

内不同文明互相交流与沟通的桥梁。 
对国外读者而言，中国外译图书是了解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国外出

版社出版中国外译图书，对传播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

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也带动了国外出版社的经济效益。

在开放包容的思想下，国外出版社坚持以宽广的胸怀，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

文明共同进步。 

5. 结语 

国外出版社在中国图书外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渠道积极推介

中国外译图书。事实上，一本图书成功地“走出去”，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需要有国内编辑的慧眼识

珠、版权经理人的大力协助、译者对作品的精彩再现、国外编辑的认可、营销渠道的推广以及全方位的

资金支持等。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推介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精髓的图书进行外译，给世界读者呈现一个全新而立体的中国

形象。其次，确保翻译质量，译文能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从而保证中国图书得到更

多读者的喜爱。最后，加大国内外出版社的联动机制，共同承担外译图书的宣传发行工作，保证外译图

书在主流渠道发现和销售。 

基金项目 

2020 年大学生创业训练类项目“花梨孔苑坊创业团队”(编号 X20365)的阶段性成果；2020 年大学生

创新训练类项目“21 世纪中国图书外译的国家实践”(编号 X20300)的阶段性成果；2018 年华东理工大学

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队建设项目”(编号 ZP182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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