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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 

许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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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明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和促进中发展的。在中世纪以前，人类文

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将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丝绸纺织和陶瓷制造技术等精湛的

工艺输送到西方，促进了西方科技的进步。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经过产业革命的欧洲和

科技进步的美国，又把先进科技和文化传到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

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推进和交流，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

发展的规，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文化的传播与积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通过文字记载的物体特别是图书加以传

播和保存，使其发生影响。诚然，人类语言的传授和世俗习惯的延续，对社会生产和文化

的传播与继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同以文字记载的图书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无

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难以比拟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文化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文化的传播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也不能

低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为适应经济

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文化也开辟了新的天地。为新社会

服务的出版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通过出版物同海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 

    下面我试概述1979年以来我国出版领域同海外进行交流的走向，以便观察20多年来这

方面工作的发展过程。 

一 

    推倒 “四人帮”以后，人们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出版工作重新走上正轨。虽然当

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对外交流一直没有放松。出版领域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书荒问题。

国家出版局为此组织一切力量出版群众急需的读物，最先考虑重印的除受欢迎的中国作品

以外，就是外国古典名著。为了打开思路，吸收新鲜空气，从1979年起组织大批人员到国

外访问，与同业联系并向他们学习；参加各地国际性书展和业务会议，与同业建立友谊；

邀请世界著名书商来华访问，举行座谈会，从中汲取经验。 

    从1979到1989年，这是“文革”以后我国出版界对外交流的起步阶段。虽然我国那时

还没有正式通过著作权法，也还未参加国际性著作权保护组织，但是我国出版界与海外交

流非常活跃。 

    （一）开展对外合作出版 

    这是当时最突出的工作，从领导到出版社都非常关注。这10年与海外合作出版方式

多，方法灵活。合作的范围很广泛，合作图书的选题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中国

古代文化与现代的研究成果。合作项目从学术著作到文学作品，从外语工具书到专业词

典。在中国参加国际性著作权公约以前，通过合作出版可利用国外出版公司的书号，对外

合作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版权保护。同时可利用海外出版公司的发行网络，把合作出版的

图书发行到世界各大书店。平时我国出版的图书，很难进入那些大书店。据统计，从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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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9的10年间，中国出版界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签订图书合作出版的协议有600多项,合作

出版的图书1 000多种。与中国出版社合作的海外公司有200多家，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合作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与海外出版公司商定选题，共同制订编辑计划，合作出版。图书的内容双方议

定，在经济上共同投资，所得利益双方平分。这是国际上典型的、普遍采用的方式，特别

是发达国家所惯用的合作方式。中国出版与海外合作，最早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例如1979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之旅》5卷，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与南斯拉夫评论社合作以世界多种语言出版的《中国》画册， 1986年中国对外出版贸

易总公司联合中国摄影出版社，与澳大利亚威尔顿－哈代公司合作出版介绍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中国—长征》，以及从空中观察自然风光和社会面貌的《俯瞰中国》，这些大型画

册都是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波折较多，特别是在经济上难以计算和监督，后

来中国出版社都不主 

张采用这种方式。 

    2．双方商定选题，由中方提供书稿与图片，对方负责出版发行。这种合作方式，对

方对稿件与图片根据海外读者的志趣和要求，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在编辑过程中可以商

量修改，但中方保持最后审定稿件的权利。这样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就能把住关口；在具体

问题，在艺术风格和文字笔法上，也可考虑到海外读者的兴趣与习惯；在经济上双方可以

协商，便于计算。例如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20卷，与日本讲

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博物馆》16卷等就是采用这种合作方式。中国出版社比较欢迎这种

方式。 

    3．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书稿内容由双方审定，书籍盈亏各自处理。例

如商务印书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其中英语部分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汉语部分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又如新华出版社与海外几家出版公

司合作出版的《国际钱币制造者》，由8个国家的银行联合编撰，分别以中、英、德三种

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发行。该书的中国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编撰，中文版由新华出

版社出版发行，经济盈亏由中国方面处理。 

    4．在对方原书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增删，在中国出版发行。采用这种合作方式，在书

籍内容上是选择那些比较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外国书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

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合作编译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经对方同意中国对

原书进行了增删，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条目，比原书增加20%。为在中国合作出版发行这部

书，1980年9月8日，邓小平同志还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总裁查尔斯·斯旺森和

该公司董事会代表团，中央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 

    （二）扩大中国出版物的对外传播 

    经受“文革”灾难的10年间，中国同海外的正常文化交流基本上已经停顿。图书的出

口，除毛主席著作以外，几乎全都是宣传极左思想内容的小册子，而且大多是赠送的。扩

大书刊的对外传播，关系到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国

的国际影响，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具有重要意义。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大力改善和发展对外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根据对外宣传的要求和对外政策，针对国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和兴趣，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

基本情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应当是出版发行对外书刊的重点。” 

    为了扩大中国图书在国外的影响，中国出版社直接参加国际性的图书展览。1979年以

前，大多由国际书店代表出版社在国外参加书展，这当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中国出版社

对国外情况还是比较隔膜。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许多出版社积极

开展对外业务，派出代表直接参加许多国际书展，如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莱比锡、莫斯

科、开罗、新加坡等地的国际性书展，以及意大利波罗尼亚的儿童图书展览会等，在会场

设立展台，将中国图书展示在外国读者面前。除积极参加国际书展外，还在世界上许多国

家和地区先后举办了中国书展。 

    1979年以后，我国对外发行图书，不但品种数量增加，而且改变了过去品种单调、内

容贫乏的情况。图书对外发行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学术、传

统医药、语言工具书等读物品种繁多，引起海外读者极大的兴趣。据统计，1988年中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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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外文图书，出口达1 100多种， 比1978年出口的243种增长了3.5倍。中文图书的出口

品种增加得更多，1988年中文图书出口3万种，比1978年对外出口的1 500种增长了19倍。

中外文报刊的出口也大量增加。 

    图书的对外发行，其特点不但是图书品种大量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海外的发行网络扩

大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图书主要发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发展中国

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就扩展到西方。在西欧和美国、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我国的发行网点大大增加，这些发达国家的大书店也与我国出版发行机

构建立了联系。 (ID: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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