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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文化视野

【作者】常聪

    

    作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中国图书国际版权贸易正经历着由被动到主

动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文学图书的版权输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受到关注。版权输出的终极意义是输

出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促进“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的文化开放格局”[1]的形成。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评析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价值，需要我们以深

沉的文化责任感正视其窘迫的现状，需要从文化运作的过程中探索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良策。 

    一、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现实窘境 

    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文学图书强大的文化外交功能并未得到现实的发挥。必须看

到，中国文学图书正处于输出乏力、效果甚微的窘境当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输出数量看，中国文学图书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数量的总体格局中居于劣势 

    衡量输出数量的两个必要参照系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出口的品种格局以及文学类图书版权进口与

出口的比例。调查表明，中国图书贸易出口的品种结构长期失衡，中医、养生、中餐、武术、中国旅

游和汉语学习方面的图书是版权输出的主体，文学类图书所占份额持续偏低。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

数据，2005年，中国图书输出版权总计1434种，其中，文学图书的版权只有162种，约为总量的11%。

2006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出版代表团分别取得版权输出合同820项和

1096项的历史超高成绩，但输出类型以传统文化读本和汉语工具书为主，文学图书特别是当代文学作

品的比重依然微弱。输出比重的低下还不足以说明输出数量的大小，如果把出口品种相对单一的结构

同中国书业长期的版权贸易赤字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文学类图书版权输出与引入之间的逆差比图书

版权贸易总体上的逆差更为悬殊，在这样的对比中，中国文学图书输出的数量之少就显而易见了。 

    2.从市场表现看，中国文学图书的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 

    在覆盖面上，中国对外输出的文学图书大部分流向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

而对于欧美图书市场来说，中国文学图书几乎没有存在感可言。对此，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先生这样

描述他的直观感受：在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纽约和莫斯科等等大城市的大书店中，中国作家的

译本通常被“竖列插放”甚至“干脆就找不到”，而“日本的文学作品却享受着平摆陈列的待遇”，

并且拥有醒目的“M”标识作为招牌[2]。 

    在单品销量上，无论国内的原创型畅销文学还是长销文学，都存在国际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即使

是在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集中地，文学图书也并未达到理想的单品销量。畅销书作家余华先生曾经坦

言，“自己最好的销量是在韩国，《许三观卖血记》印量有20万册。‘但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韩国

的严肃作家也能达到这个印数。’”至于英语和西班牙语文学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市场，中国文学图书

若有超过万册的销量已经算是非常难得的业绩了。 

    3.从影响力上看，中国文学图书处于全球文化视野的边缘 

    目前，中国文学图书的海外读者集中于两类：一类是海外华人群体，他们本身即为中华文化的母

体所孕育，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文学图书的文化外交意义在他们身上并不能得到实质体现；另一类

是汉学研究者，主要为一些大学里东亚文化系的教授和学生，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经常是为学术

界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料，而这些印数很少的图书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发挥文化传播的作用。也就是

说，真正来自异质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的普通读者少之又少，国外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

仍然普遍缺乏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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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于巴金先生辞世表现出的冷漠。根据《国际先驱导报》的

消息，在英国《卫报》和 BBC，美国《纽约时报》、CNN以及“今日美国”的网站上，关于这一事件的

报道踪迹难寻，至多只是小角落里的一则简讯而已[3]。曾经为世界文坛贡献不朽杰作，并且受到中国

人民无限敬重和热爱的一代文学巨匠，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却成了“陌生人”。我们不得不发出感

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缺位已经达到令人痛惜的程度。 

    二、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文化运作 

    推动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政策的鼓励、资金的支持、市场的运作和文化的运作四者缺一不

可。这其中，文化运作的恰当、顺畅与否，必然对图书的输出能力和输出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要改变中国文学图书版权输出的窘迫处境，使中国的文学资源真正在全球范围内释放文化能量，必须

在文化运作的过程中寻找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涉及文化的运作，势必应当加快图书版权

贸易专项人才尤其是文学代理人的培养，加强国际图书市场以及细分市场的调查研究，加大中国文学

图书海外推介的力度。[4]事实上，中国政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的教育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

在为此做着努力。在这里，笔者想要重点探讨的是对于文学图书而言最具针对性、“文化”色彩最为

浓厚的两个突出问题，即选题的缺失和翻译的障碍。 

    1.选题拓展：着眼于时代感和全球意识 

    对于选题拓展的强调，源于中国文学图书的输出内容过于贫乏的现状。首先是古典文学与当代文

学的比例严重失调，以《论语》、《道德经》和《西游记》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读物占据多半。其次，

输出的当代文学作品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大多局限于中国历史和民俗的题材。显然，这并不是中

国文学的全部内涵，也远远达不到国外出版商对中国文学图书的期许。这种单调局面不但造成中国文

学图书内在的文化竞争力的不足，更与其肩负的文化外交的使命不相称。输出内容的贫乏，暴露出我

们在策划外向型选题时存在的盲目性，对于国际市场需求的把握远不够完整，对于选题空间的开掘远

不够到位。笔者以为，中国文学图书对外输出的选题在总体上至少缺乏以下两种元素。 

    一是时代感。古典的、历史的和民俗的情结构成输出选题的整体基调，导致选题的时代感遭到弱

化，意味着极少有展示当今中国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去。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丝毫不能体现在那些热衷于中国历

史或民俗符号的作品中。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正在使古老的民族呈

现全新的魅力。国外的读者希望通过图书了解中国人当下的思想状态和生存状况。不得不承认，他们

对当今中国的好奇已经大大超过对传统中国的兴趣。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作家徐星先生指出：“西方

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中国，但西方读者无法从过去已经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这就是中国

作家的非现实作品并不受西方读者看好的原因，他们更希望读到书写中国当下生活的作品。”事实

上，无论是从国际书展上归来的中国出版人，还是长期从事外向型选题策划的资深编辑，抑或那些关

注中国书业的国外出版商，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当下的中国”是国外读者最希望在中国文学图书中

读到的内容。国际市场阅读需求的变化，为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带来了新的契机，我们没有理由

不将那些与现实中国紧密贴合的优秀文学作品列入中国文学图书海外推介的书单。 

    二是全球意识。对于古典文学以及民俗题材的过分偏重，或多或少出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的极度推崇。然而，我们在刻意渲染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已经忽略了那些基于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全球

性选题。比如，对自由、尊严、福利的肯定，对人类想象力、创造力和情感力量的发掘，对生态灾难

的悲悯和反思，对正义与和平的祈愿……具备全球意识的中国文学图书，因为出自中国作家之手而散

发中国文化的个性气质，但又将中国式的抒写推上一个世界级的高度进行定位，从而突破了民族本位

的视觉桎梏，把握住了中外文化之间的重合之处和人类的共通之处，表现出极具文化穿透力的大人文

的情怀。全球性的选题集世界文化的共性与中国文化的个性于一身，它的文化个性能够吸引异域的读

者，而它的普适性既为这种吸引破除了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障碍，又为选题的吸引力加重了砝码。更

为重要的是，体现全球意识的优质作品可以引起异质文化的友好对话和情感共鸣，有益于中外文化的

深层交流与和平共处。 

    如上所述，选题的时代感和全球意识，既符合传播中国形象、输出中国文化的原理，又可以同世

界文化市场的需求形成对接，二者理应成为选题拓展的着眼点。需要指出的是，时代感以及全球意识

绝非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的万能通行证，如果不能切实掌握具体输出对象国的读者脉象，如果对各国图

书市场一概论之而不注重市场的细分，即便是具有时代感或者全球意识的选题也极可能遭遇文化差异

带来的阻力。因此，在走入异域读者的文化情境、认真做好国际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再去开发那些体

现时代感、全球意识或者其他蕴藏输出潜力的选题，才是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唯一选择。 

    2.语言转换：通过信息与选择的双向性开掘海外翻译资源 

    语言的转换并不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简单问题，而是如何将一种文化转换为另一种



文化表达的复杂过程。这种转换本身并非易事，对于文学图书而言，则是难上加难。文学作品的翻译

人员既要通晓两国的语言、了解两国的文化，又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以保证译稿的艺术特色。学

识、技巧以及阅历方面的高要求，使相应的翻译人才非常紧俏，也使翻译费用成为图书贸易中的最大

开销。而汉语又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语言之一，真正能够胜任中国文学图书翻译工作的人才十分匮

乏，至于那些可以将中文转换成漂亮的欧美国家语言的文学翻译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中国许多具备输出潜力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能同海外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见面，正是因为翻译人

才没有到位。中国许多本应获得世界瞩目的优秀作品之所以未能引起关注，正是因为翻译质量不高，

造成阅读的障碍，或者破坏了原作的美感和意蕴。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受活》，在分

别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签订了输出协议后却迟迟未能在四国出版，原因就在于找不到足以胜

任的翻译人员而使《受活》译本遭遇难产。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无字》，也是在经历

漫长的翻译难产之后方才盼来意大利版本的“出世”。中国文学图书有关翻译之“痛”的案例不胜枚

举。而最让中国文学感到痛心的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揭示的那个真实而残酷的道理：

“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

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 

    翻译障碍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图书对外输出过程中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为中

国文学图书找到最匹配的翻译人才，推动翻译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明确海外汉学界是中国文学图书最重要的翻译资源 

    早年间中国向外赠送的图书，包括现在一些准备输出的图书，都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大部分译

作语言不够地道，甚至不伦不类，外国人没法看懂，有的最终只能沦为废纸。事实证明，由中国人单

方担任翻译是最不明智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返工重译”甚至更大的损失。请海外汉学家来翻译中国

书的方式则不同，翻译中的目的语是海外汉学家的母语，同国内翻译人员相比，他们更熟悉自己国家

的语言习惯，可以有效避免阅读障碍，这个道理同引进版的图书通常由中国人来翻译是一样的。同

时，海外汉学家掌握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并且具备文学功底。因此，他们是翻译中国文学图书的最

佳人选。 

    当然，若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语言转换对作品原貌造成的破坏，更好地诠释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

还应该有中国翻译人员的介入，即所谓中外合译。无论如何，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将翻译

的主力确定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必须充分开掘海外汉学界这一中国文学图书最重要的翻译资源。 

    (2)建立同海外翻译界的信息双向流通机制与双向选择机制 

    国内出版界同海外翻译界的信息流通不畅是翻译问题的关键症结。在进行图书版权贸易洽谈时，

中方往往需要向国外出版商提供全部或部分译稿，由于缺乏信息资源，国内许多出版机构无力寻到合

适的海外翻译人员，使得一部好书和一位好的译者常常彼此错过，导致好书因为没有好的译本而被国

外出版商拒绝。与此相反的一种情形是：某位海外汉学家中意于某部中文版图书，主动联系各方促成

海外出版事宜，并承担翻译工作。由此，翻译方的自主选择性得到了突出，容易实现译者的喜好、风

格和能力同作品的契合，从而为翻译质量提供一道保障。然而在中国版贸机构采取主动的情况下，能

够找到一位懂得中国文化的文学翻译人才就已十分难得，至于这位翻译人员是否同作品自身的特点相

适合，则成了不可苛求的事情，这就为最终的翻译效果埋下了一定隐患。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

谈到，自己一部作品的法文译本，尽管“由中国翻译家和外国汉学家合译”，“结果仍然没有避免失

败的命运”，原因是“那位汉学家用的是上世纪 50年代的法语”，使“作品读起来老气横秋”[5]。

可见，即使海外汉学家也不能保证理想的翻译效果，唯有尽可能追求译者风格同作品的风格相接近，

才是保证翻译质量的稳妥办法。 

    基于上述分析，改善信息不畅的状况，应当强调“双向性”，确立信息流通的双向机制并由此引

入选择的双向机制，凸显后者的优势，降低作品与翻译人员不相适应的巨大风险。一方面，要建立并

且不断更新海外翻译人才信息库，整合海外翻译资源，为出版商提供翻译人才的信息指引，拓宽他们

的选择空间。这是一项长期且大型的工程，需要中国政府、各级翻译家协会及相关人士的通力合作。

另一方面，要使海外翻译人才接触更多中国文学图书的信息，比如通过网络、邮政等等一系列渠道，

向海外汉学家传递中国文学图书的推荐翻译书目，由此充分调动他们的自主选择性，让他们自己来判

断自己是否适合翻译某部图书。通过信息双向流通机制与双向选择机制的建立，我们可以为一部好书

与一位好译者的相遇创造更多的机会，为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赢取更大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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