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从
“

走出去
”

到
“

走进去
”

的若干思考
◎ 张丽莉 ／上海海关学院

摘 要 在 中 国 文 化
“

走 出 去
”

的 背 景 下 ，
大量 中 国 传统译 著被 出 版推介 。

为 使
“

走 出 去
”

的 译作有 效
“

走进去
”

，让 更 多 外 国 读者 能够 理解和 接受 ， 笔者

参考译林 出 版社 多 年从事 翻 译 出 版 的 经验 ， 以 及 当 前对外输 出 的现状 ， 就 图 书

从
“

走 出 去
”

到
“

走进去
”

这一过程 的 内 容选择 、 交 易途径 等 问题进行探讨 。

关键词
“

走 出 去
”

与
“

走 进去
”

翻 译 出 版 译著 经 典 与 通俗

推动 中华文化
“

走 出去
”

， 是当前我 国实施的 重要文化战略 。 推行
“

走 出

去
”

， 不仅要重视作 品 内容 、翻译 出版 、 传播方式 、 对外营销等环节的不断优化 ，

还要关注输 出后收到的效果 ， 即输入国受众对输入作品 的接受程度 。 要尽量

完全有条件和 能力在 中 国 出 版
“

走 出 去
”

的

实践 中建立 自信和威信 。 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 、

传递先进科技信 息和 成果 、 传达中 国精神 ， 是

中 国 出版界的 目 标和使命 ， 中 国 出版人将不

辱使命 ， 为提高 中 国 出 版的 国 际竞争力 和国

家文化软实力竭诚奉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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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外国读者 ， 让他们肯买 、感兴趣 、读了有

收获 。 中 国文化切实走进外国读者心中才能

达到有效传播 中 国文化的 目 的 。

一

、

“

走 出 去
”

作品的选择

以往很多人认为 走 出去
”

要将最具有

中 国 元素 的 东西译介 出去 ， 多把注意力放在

传统 的国 粹 上 ，

一

度竞相输 出 诸如京剧 、 功

夫 、 刺绣 、 中 医 、 民俗 等 。 但时 间 久 了 ， 受众

的新鲜感就淡 了 。 由 于 以往
“

走 出 去
”

， 存在

品种单调 ， 内容 重复 ， 缺乏新意等缺 陷 ， 中 国

文 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 份额较低 。 据 《文

化软实 力蓝皮书 ： 中 国文化软实力研宄报告

（ ２０ １０ ） 》 指 出 ，
在世 界文化市场格局 中 ， 美

国 占 ４３％
， 欧盟 占 ３ ７％

， 日 本 占 １ ０％
， 韩国 占 ５％

，

我国 只 占 ４％ 。

Ｗ 这说 明 ， 我们现在输出 的作

品 ， 尽管数量上升 ， 也 自 认为是好 的 东西 ， 但

译入国受众却不了解 ， 作 品吸 引力不强 ， 以至

没有在市场 中发挥预期影响 。 究其 原因 ， 首

先还是 内 容 的选择 问 题 。 以 亚洲 国 家为例 ，

曰 本 以往是 通过动漫 、 游戏 、 碟片等声像 产

品 ， 先吸引 外国 人对 日本文化 的关注 ， 提高他

们 的兴趣 ， 从而激发他们进
一

步 了解 日 本文

化 的兴趣 。 韩国 也是这样 ， 韩剧 、韩式歌舞的

流行 ， 带动 了韩 国 文学 、 美容 、体育等一批文

化产品的输出 。

一

曲 《江南 ｓ ｔ

ｙ
ｌ ｅ》 ， 几个动作 ，

一

下红遍全世界 ， 无需太多 成本 ， 既不是 国

粹 ， 也不算经典 ，但它有
一

个适应受众需要的

节点 ， 因此大大提高 了吸 引力 。 这
一

点值 得

我们重视 。

在跨 文化时代 ， 首先要培养对 方读者对

中 国文化的兴趣 ， 推 出有 感染力 的中 国文化

元素 。 据译林出 版社首任社长李景端先生介

绍 ， 他们在与国外 出版商谈版权时 ，对方对反

映现实 的作品很感兴趣 ， 很关心 中 国 如何解

决 目前 的
一

些社会问题 ， 比如东西部城乡差

别 、 留守儿童 、污染治理等 。 的确 ，这类问 题

不仅中 国 存在 ， 其他国家可能也有 ，他们希望

了 解中 国 处理的办法和成效 。 如果把现实中

存在的某些问 题 ， 以及解决 的方式介绍出 去 ，

那也是文化交流 。 有些人在推介现实作 品时

较谨慎 ，认为介绍这类发展 中 出现的 问题 ， 没

展现我们的 强项 ， 其实 ， 正 因为我们过去落

后 ， 才有今天的大发展 。 我们对某些 问题 ， 如

果能够 如实 、 科学 、 理性地加 以分析与介绍 ，

就证明我们看到 了 克服 困难的途径 ， 这本身

就是进步 ， 就是在
“

走出 去
”

中体现我们的 文

化 自信 。

能够影响 外 国读者 的中 国 文化资源 ， 包

括高雅 的和通俗的 ， 成功的 和 实践 中 的 ， 都

可 以选择让它们
“

走 出去
”

， 尽量充实和丰富

“

走 出 去
”

的 内 容和方式 。 如 果思维转变 ， 视

野就宽广 了 ， 能输出去 的东西也就更多样 了 。

过去被忽视 、受局限的
一

些东西 ， 有必要重新

认识 。 当然也要考虑到 国 家 的文化 、 宣传导

向和纪律 。 但就
“

走 出 去
”

而言 ， 外国 出版商

的某些需求 ，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

综上所述 ， 对于
“

走 出 去 ”

作 品 的选择 ，

我们需要双向考虑 ， 不 宜只考虑输出 方的主

观愿望 ， 而要兼顾 ， 甚至更多地关心输入方的

需求 ， 力求
“

量需造货
”

。 译者不能像 以往那

样 ， 出版社约什么 ， 就译什么 。 而是需要多 同

出版社协作 ， 利用 自 己懂外文 、有利掌握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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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的优势 ， 尽量在
“

走 出去
”

作品 的选择上

当好参谋 ， 不译或少 译
“

炒冷饭
”

的老作 品 ，

积极为
“

走 出去
”

做新装 。

二
、
通俗与经典的界限

在我们传统观念里 ， 常把
“

经典
”

与
“

通

俗
”

绝对化 ， 将其视为不同阵 营 。 但是优秀的

通俗著 作 ， 若干年后 ， 很有可能沉淀为经典 。

比如 《哈利 ？ 波特》 ， 若干年后也许就成 了经

典 。 我们不宜把眼光局限在学术 界定性 的东

西上 ， 而应放眼 当前 的跨文化时代 ， 只要能让

广大受众接受 ， 能给读者提供知识 ， 或者健康

的娱 乐 ， 都不应简单排斥 ， 而应鼓励创新 ， 允

许尝试 ， 倡导多元 。 没有原创 的繁荣 ， 出版哪

能成强国 ？ １
２

１ 要相信读者 的选择能力 。 接受

了时 间检验的 ， 就是经典 。

通俗与经典之 间 ， 还存在内 容与形式之

分 。 有的 是经典 的 内 容 ， 通过通俗的形式展

现 ， 比 如有些经典 名 著 ， 采用 连环漫画形式
“

走出去
”

， 就收到好的效果 。 当然 ，在市场竞

争中 ， 也有
一

些低俗的 内 容 ， 通过经典的外壳

来包装 。 所 以还需善于鉴别和选择 。 在 当今

盛行微博 、 微信 、 微电影的
“

微时代
”

， 简单通

俗的作品更 易传播 ， 会拥有更 多 的受众 。 因

此 ， 不能简 单地排斥通俗 ， 应该重视和提升

它 ，积极 引导它 ， 去芜取精 。

三 、 文艺社会学在传播 中的社会意义

钱锺书先生在给 《译林 》 的
一封信 中提

到 ， 健康的流行小说 ， 不仅具有文艺功能 ，还

能产生经济效益 ， 促进社会 发展 。 这种现象

叫 做
“

文艺社会学
”

， 是西方现代
一

门新 的学

科 。 《译林 》 的实践恰好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如

２ 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初期 ， 该刊 刊登 的美 国 小说

《钱商 》 中 ，讲到 了信 用卡 、 自动取款机 、贷款

购车 、 购房等 ， 这在当时的 中 国都没听说过 。

所刊登的 日 本小说 《 白色巨塔 》 ， 也介绍 了 不

少 当时先进的 医疗技术和管 理方式 。 据 了

解 ， 当 时有家社 办工厂 ， 看到外 国 小说里提

到客人进 门先按
“

蜂鸣器
”

， 就向该刊索要资

料想借鉴生产 ， 其实这就是如今访客对讲 的

门铃 。 当年
一本翻译杂志 ， 能取得这样的社

会效应 ， 让读者 既 了 解 了 世界 ， 又促进 了 生

产 ， 这对今天倡导 的
“

走出去
”

同样具有启示

意义 。

积极
“

走出 去
”

， 力争
“

走进去
”

， 不仅要

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 还有必要介绍我 国

改革开放 以来的新生事物 ， 在世界范 围 内让

更多 的 人获益 ， 有更 多 的示范效应 。 这也积

极响应 了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 出 的 ， 中 国

要
“

为解决人类 问 题贡献 中 国智 慧和中 国方

案
”

。 诸如推进农村城镇化 、杂交水稻 、 南水

北调 、 北斗卫星 、高铁、 支付宝 、共享单车 ， 乃

至群众性健身等 ， 都值得鼓励 中 国 作家去采

风和创作 ， 对外讲好中 国故事 ， 力求把 中 国元

素文学化 、艺术化 ， 通过再创造 ， 为
“

走出去
”

，

进而
“

走进去
”

不断增添动力 。

四 、

“

走进去
”

译者的选择

从
“

走 出去
”

到
“

走进去
”

， 虽
一

字之差 ，

但对译者的要求却高很多 。 译者需要考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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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 否适合外 国读者 的阅读 习惯 ， 是否接近

他们的思 维方式 ， 让他们 容 易理解 ， 产 生通

感 ， 进而热爱 中 国文化 。 目 前 中译外 的模式

主要有三种 ： 中 国译者独译 ， 外 国译者独译 ，

中外 译者合译 。 外销译著 ， 最理想 的方式 ， 是

由外 国汉学家 与中 国译者合作翻译 。 这样既

能把握原 文 ， 又可保证译文的准确 程度 。 但

现在 的情况是 ， 中 国学习 外语的人较多 ， 而 国

外懂 中 文 的人相对较少 ， 熟悉 中 国文化的就

更少 了 ， 短时 间 内难 以找到足够的外 国翻译

家来合译 中 国作 品 。 主力还需 靠 国人独译 ，

所以 目前 需要加强教育 、 出版 、 外宣部 门的合

作 ， 加 快培养和扶持能承担 中 译外任务 的高

端译者 ， 包括培养服务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小语

种人才 ， 促进我国
“

四个 自 信
”

的对外传播 。

五
、
对翮译 出版工作的一些建议

在我 国 ， 出 版除 了商 品功 能和 意识形态

功 能外 ， 还有
一

种特有的功 能 ， 就是 文化功

能 。 文化影 响力 ， 可 以说是 出版最核心 的影

响力 ， 是 出 版的灵 魂 。

１
３

１

出 版物仅靠 图书博

览会促进外销 ， 己不能满足
“

走 出去
”

的要求 。

出 版界需增强商业谈判 的意识和能力 。 外销

方式可 以 多样 ， 例如 ： 我选 、我译 、你卖
；
或我

选 、 你译 、 你卖
；
或共选 、合译 、 你卖

；
或 中外

双方全程合作 ， 风险共担 。 有 些出版社还在

国外成立独资或合资分支机构 ， 在 国 外把选

题策划好 ， 由 国 内组织写 、译 、 出版 ， 这种 国外

定制 的方式 ， 成功概率提高很 多 。 同时还 需

提倡 建立 出版经纪人制度 ， 有 个 中外 中介 网

络圈 ， 可以促进文化产 品的信息交流 。

外语教师和翻译工作者 ， 同样也要放开

眼 界 ， 不能局 限在教室与书本 中 ， 应与 时俱

进 ， 广学博 闻 ； 既要 了解 国 内 文坛及社会原

创作品的动 向 ， 判断其价值取向 ， 又要及时掌

握国 内 外翻译界 的学术潮流市场取向 。 尤其

互联网时代 ， 翻译理论 、 翻译技术 、 翻译软件

等 ， 都在不断 更新 。 快餐翻译 、众包翻译 、碎

片流水翻译 、 人工 智能翻译等 ， 纷纷登堂入

室 ， 挤进市场 。 面对此景 ， 既要对新生事物抱

观察 、 宽容态度 ， 作为教育 、学术研宄者 ， 更要

坚守学术理念 ， 维护翻译学科的科学性 ， 努力

提高翻译修养和实践能力 ，为
“

走 出 去
”

，进而

“

走进去
”

， 做 出更大 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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