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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明互鉴”是指世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21世纪主要的中国

图书外译项目取得不俗成绩，但是也有值得提高和改进的地方，本文在梳理这些外译项目的成就与不足

时，也从文明互鉴角度阐释了中国图书外译的出路：完善对外“走出去”的项目建设，加强与国际权威

出版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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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 which means exchange and mutual reference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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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civilization, plays a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In the 21st century, great achieve-
ments have been made in some major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But there’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And based o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 we explore the outlet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including the im-
provement of projects about “going ou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publishing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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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明互鉴，作为 2019 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是指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该说法源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内容：“文明应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2019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提

出了四点“主张”，为加强文明互鉴递交了“中国方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世界不同文明如

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创造出各自的丰富成果。文明多样性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源源动力，而文明相互

借鉴交流是人类共同进步繁荣的重要桥梁。从文明互鉴视角看，中国图书外译项目为世界搭建了一个了

解中国学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好平台。本文梳理近些年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与不足，并

从阐释对外推介图书的出路。 

2.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成果 

21 世纪国家和地方政府启动了各级各类外译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向世界推介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原创

图书，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种、

五中全会精神的重大选题图书、聚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作品，聚焦厉建

设小康社会的图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等名家名作和现当代优秀图书。 
这些图书外译项目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社科办层面，主要的外译项目

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 年启动，以推介学术著作为主，译为外文在国外主流渠道发行，至今已经立

项 1222 个(吴碧宇 2019) [1]，资助 25 种语种，重点资助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文 5 种。中宣部层

面，启动的外译项目主要有八个，选题以非学术著作为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于 2009 年启动，主

要资助中国优秀外向型图书翻译并向世界发达国家与主要地区推广，至今已立项 1634 个，资助 42 种语

种；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主要资助中国图书翻译并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版，至今已立项 2226 个，资助 56 种语种；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下组织实施的，

旨在让优秀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向海外介绍中国，至今已资助 70 部作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与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两个项目俗称“两个工程”：前者起源于 2004 年中法文化年，正式启动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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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翻译费用，2009 至 2019 年间立项 3459 个，资助超过 50 个语

种，后者为前者的加强版，于 2009 年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至 2017 年立项 105 个，资助 16 个语

种，两个项目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无相关的官方数据；2013 年中宣部授权中国作

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主要资助 1978 年以来正

是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前者在 2014 至 2016 年

间共立项 59 个，结项出版 26 个，后者至 2019 年共立项 130 个，出版结项 97 个，资助 26 种语种，且于

2019 年成为专项并入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地方启动的外译项目其选题更侧重于宣传地方经济发展和

地方文化特色的图书，以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例：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于 2013 年启动，资助上海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在海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计划资助英，法，西班牙，俄，德，日，韩，阿

拉伯文 8 种语种，但于 2014 年终止，因此共资助图书仅 6 本；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于 2015 年启动，

支持优秀外籍译者译介中国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至 2019 年共资助 24 本图书，资助 9 种语种。

这些外译项目所取得的成绩见表 1。 
 
Table 1.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表 1. 21 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立项成果 

部门单位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立项成果数 资助语种数 备注 

国家社科办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0 1222 25 / 

中宣部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2009 1634 42 /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2014 2226 56 /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2016 70  / 

“两个工程” 

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 

2006 3459 50+ 2009~2019 

中国文化著 
作翻译工程 

2009 105 16 2009~2017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不详 不详 不详 / 

中国作家协会 
外译项目 

中国当代作 
品翻译工程 

2013 

59 (结项 26)  2014~2016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工程 
130 (结项 97) 26 

2019 年并入 
中国当代 

作品翻译工程 

地方政府 
上海市中华学术外译精品 2013 6 8 2014 年终止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2015 24 9 2015~2019 

 

由表 1 可知，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的数据缺失最严重，可见此项目的关注度不高，为确保研究的完

整性与严谨性，本文再对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相关新闻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由中宣部组织实施，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该项目

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出版项目(多为文学作品翻译为外文在海外出版推广)，对外展览项目(多为画册

等展示类作品)。对外出版项目又是由两个板块构成：对外任务类出版与对外采购类出版，见图 1。对

外推广项目申报的作品需要能传播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及中国价值。全国各地皆可填报申报表申报，

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并报中宣部领导批准后，通过的项目得以在海外推广。(信息来源：河南大学

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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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exhibition 
图 1. 对外出版与展览项目构架图 

 

根据网络信息，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有不俗成绩。2019 年 959 个项目申报，其中 46 个入选对外任

务类出版项目(数据来源：女性之声百家号)；2020 年受理项目共 1268 个，其中对外出版项目申报 1071
个，展览项目申报 197 个，经过审核，最后立项 147 个对外出版项目(51 个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96 个

对外采购类出版项目)，8 个展览项目。(数据来源：河南大学新闻网)可见表 2： 
 
Table 2. The declaration and selection data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exhibition in 2019, 2020 
表 2. 2019, 2020 年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申报及入选数据表 

年份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申报数目 入选数目 申报数目 入选数目 

对外出版项目 
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 

959 

46 
1071 

51 

对外采购类项目出版 / 96 

对外展览项目 / 197 8 

 
Table 3. The selected books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in 2019 
表 3. 2019 年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图书数据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 数目 入选图书(部分) 出版社 

对外出版项目 

对外任务类出版项目 7 

“‘一带一路’这五年的故事”系列 外文出版社 

《南海的历史与主权》 新星出版社 

《绿色传奇·塞罕坝》 中国画报出版社 

《外宣参考》 北京周报社 

《新中国 70 年》大型画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对外采购类出版项目 6 

《世界听我说》 外文出版社 

《外国记者写中国》 华语教学出版社 

《骑龙游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关键词”之治国理政篇，新时代外交 

篇，改革开放篇，“一带一路”篇(第二版) 新世界出版社 

对外展览项目 对外展览项目 1 《中外 5000 年文明互鉴》 中国画报出版社 

 

以中国外文局出版发行事业局，2019 年有 14 个项目入选，其中对外出版项目 13 个(对外任务类项目

7 个，对外采购类项目 6 个)，展览项目 1 个，可见表 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版发行事业局入选的图

书中，入选对外出版项目的图书远远多于入选对外展览项目的图书；此外，部分入选的图书中多数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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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层面谈中国历史与中国建设，由此进一步证实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设立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各外译项目自实施以来成果丰硕，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

工程，“两个工程”中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中的对外出版项目立项数目十分庞大，可见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交流中

不可或缺的地位。 

3.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困顿 

文明互鉴要求外国文化“请进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而对外推介中国优秀图书是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主要途径之一。不过，从“文明互鉴”视角研究“外译”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在知网上选择“学

术期刊”，在“文献分类”中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设置“关键词：文明互鉴”AND“关键词：外译”，

时间范围设为“2019~2021”，“来源类别”设为 CSSCI，点击“检索”，检索结果为 0。 
由此不免产生疑问，近几年“文明互鉴”究竟是从哪些领域得到阐释？这些领域又是如何占据学界

研究的主流而中国图书外译却无法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图书外译又是否能借鉴这些领域的经验？ 
本文再次借助知网，上述搜索条件仅去除“关键词：外译”，其余保持不变，再次检索，得出 29 篇

文献(时间：2021-01-12 晚)，逐一解读后可根据研究视角将这 29 篇文献分为四类：政治角度(13 篇)，艺

术角度(8 篇)，宗教角度(6 篇)以及文学角度(2 篇)。所占比重可见图 2。 
 

 
Figure 2. Proportion of fields in 
research results  
图 2. 检索结果各领域比重图 

 

以下是对这 29 篇文献的具体解读： 
政治角度(13 篇)： 
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刘泓(2019)，刘晓婷(2019)以及柴尚金(2019) 5 篇的研究都涉及

文明互鉴与推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其中张耀军，邱鸣(2019)，张小平(2019)
主张“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文明相互理解，交流和互鉴[2] [3]。刘泓(2019)，刘晓婷(2019)，柴尚金

(2019)主张文明互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力量[4] [5] [6]。 
陈立生(2019)，尹锡南(2019)，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 3 篇从具体实例分析文明互鉴。陈立生

(2019)基于广西文化“走东盟”的实践与成果探讨其中的优势与短板，提出创新路径：精准目标，打造文

化品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7]；尹锡南(2019)基于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中的负面因素制约提出对

策，旨在完善中印交流机制，促进中印文明交流互鉴[8]；杜江，于海凤，王海燕(2019)以中巴经济走廊

为背景探索中巴文化产业合作的新路径：以文明互鉴为基础，坚持文化认同与文化创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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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5 篇研究虽都为政治层面研究，但不尽相同。范鹏，李新潮(2020)认为蕴含在“文明互鉴论”中

的中国文化立场主要是“和而不同”，“交通成和”，“并育不害”和“通而不统”，文明互鉴有利于

中华文明“走出去”，也有利于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10]；孙英，杨扬，田祥茂(2019)从动理论角

度分析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外生动力，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地位[11]；曹顺庆(2019)指
出西方中心文明观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应当以史为鉴，让世界文明平等交流互鉴[12]；沈甜玲(2019)提议

我们要尊重不同文明，深化文化交流，实现文明共同繁荣与发展[13]；向云驹(2019)指出中华民族改革开

放 40 年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互鉴，我们将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努力创造光耀的中华文化[14]。 
艺术角度(8 篇)： 
项仕中(2020)认为西方写实油画对于表现丝路题材与精神，具有一定的独特意义[15]；方汉文，张荣

兴，张龙龙(2020)基于清代石刻《琉球国书》铭文引用的日本汉诗，琉球语拼读解读出清代东亚三种文化

的交流互鉴[16]；黄露，刘俊玲(2019)指出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加强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需要积极参与

当地活动，寻求政府支持，培育新生力量，加强受众与效果研究，以及融合东南亚媒体互动[17]；马卓娅

(2019)从美学角度看各国，各地的自然，社会，艺术文明，从而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平台有助于推动人类文

明繁荣发展[18]；李琪，孙瑜(2019)通过研究中亚细密画讨论了各时代中亚不同族群间的文明交流与融合

[19]；艺术设计研究(2019)上一篇关于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的报道指出该展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平

台[20]；谢欣然(2019)研究丝路审美文化融通的空间策略，包括以传染，等级，刺激，迁移为导向文化扩

散，实体与虚拟空间中审美文化的开放性与活态性[21]；王才勇(2019)将东亚美术对西方绘画创造界的影

响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近代，现代，后现代阶段，由此看出西方近现代美术和中华传统美术的交融[22]。 
宗教角度(6 篇)： 
马晓琴(2020)与杨桂萍(2019)都着眼于伊儒会通，这文明互鉴史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

以及伊斯兰教的积极适应，为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与经验[23] [24]；曹顺庆，王熙靓(2020)与浙江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9)都有涉及佛教，但前者通过研究隋唐佛学“他国化”催发新的文化这一现象

论证“他国化”能解决中国文学实现“中国化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以及创新[25]，后者浙江

省将积极支持佛教道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佛教道教对外文化交流[26]；郑云艳(2019)以明末

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为例，指出中西文化交流中三种知识汇通模式：中学为本，西学为本和“中西学并举”，

可以为当下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27]；王治军(2019)比较了儒家与基督教道德修养论，得出二者显性层

面的三点区别：理论前提，修养方法和人格目标，但在隐性层面二者又有相同之处[28]。 
文学角度(2 篇)： 
李世武(2020)通过研究彝族创世史诗，其中对于中华古帝王的叙述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文明互鉴的

重要体现[29]；杨一(2019)通过研究海外汉学五四运动研究路径变化，重温相关著作，认为这可以帮助我

们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30]。 
通过上述文献的解读后发现，“外译”似乎与“文明互鉴”这一重要时代思想难以沾边，外译的时

代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学界的研究往往反应时代潮流所向，学界相关研究不足也体现外译在

文明互鉴中的地位未得到充分认同，这也是中国图书外译如今所面临的一个困顿。 
不过结合中国图书外译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图书外译处于该困境主要有两个原因：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未能充分把握时代方向，至少未将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上述文献中接近一般的研

究都是围绕“文明互鉴”的政治意义，但是反观这些外译项目却未能充分体现“文明互鉴”或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宗旨。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通过解读其 2014~2020 年的申报通知书发

现：2014~2015 年以及 2017 年的申报书相对简单，对于项目宗旨只字未提；2016 年以及 2018~2020 年都

有阐释项目宗旨——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精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 4 年间项目宗旨的阐述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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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没有因为“文明互鉴”成为时代热词而出现明显变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未得到彰显，容易使

项目落入俗套。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译介的图书尚未完全进入世界主流渠道传播。上述文献中，艺术领域的《琉球国

书》，粤剧，宗教领域的儒家，隋唐佛学，文学领域的彝族创世史诗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因此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贡献显而易见。相较而言，中国图书外译译介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知名

度方面就有些逊色，原因在于大部分外译项目对国外出版社接近“零要求”，可见表 4，因此不少作品

缺少在世界主流渠道传播的机会，受众少，因此贡献常被忽视。 
 
Table 4. Requirements for publication and publisher of Chinese book translation projects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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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图书外译项目的出路 

基于中国图书外译的成效与不足，本文认为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有以下两个出路： 
完善对外“走出去”的项目建设。在作品申报通知层面，由于中国图书外译项目总体而言宗旨都是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因此同一年不同项目的宗旨阐述可以保持一致，但对于每年的政治文化热词，

政治导向，相关部门需及时洞悉，并对申报书做出及时修改，体现外译项目的与时俱进与时代地位。在

外译项目多样性层面，文明互鉴对于学术外译的依赖度会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渐上升，所涉及的领

域也会有所增加，除了文学，还有音乐，影视等诸多方面，因此可以在不同领域设立独立的外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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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各领域的外译人才。在外译项目质量层面，可以适当提升资助标准，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外译团队，

共同实现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已经终止的项目如上海市学术精品外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对外翻译工程可以重新启动，增加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途径与机会。 
加强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与权威机构的合作实际上也是对于译介作品质量的保证，权威出版社

对于译者资质以及译文质量都有着较高要求，因此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粗制滥造”的现象，而译作质量

的提升更能促进与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已经与国际权威出版社签订合作出版合约

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而言，拓宽译介途径，增加合作的出版机构，帮助

译介的作品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受众，让世界人民知晓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对文明互鉴的贡献；而对于尚未

与国际权威出版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注重译

作质量而非单纯注重译者资质，争取与国际主流出版社达成长期协议，提升项目的地位与价值。 

5. 结语 

本文受近年来时代热词“文明互鉴”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启发，因而从文明互鉴角度探讨中国图

书外译。首先，根据近年来成立的中国图书外译项目讨论中华学术外译的成果，深入研究了受关注较少

的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得出外译成果丰硕且外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地位之高，同时也填补了大众对这些

项目认识的空白；之后根据知网文献，发现学界从外译角度对文明互鉴的研究少之又少，这是外译目前

的困境，同时通过与其他占据学界研究主流的领域进行对比总结中国图书外译的不足；最后基于成果与

不足，提出中国图书研究图书外译的出路，能为项目建设与学界研究提供方向。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 2020 年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JGS01201001)，华东理工大学

2019-2020 年研究生教学用书项目《翻译与对外传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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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1823105)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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