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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建立后， 就开始大规

模地对 外翻译出版， 时至今日 已 达 60 多 年， 对 于

60 年发展历史的总结， 将为科学组织和规划中国文

化对外译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对外翻译出版的 60 年历史， 以 1979 年为界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两 大 历 史 时 期， 即 1949—1979 年 的 前

30 年和 1980—2009 年 的 后 30 年， 对 前 后 30 年 发

展特征的把握， 是理解整个 60 年对外翻译出版历史

的核心和关键。 在对外翻译出版内容、 外译语种以

及出版机构三个方面， 前后 30 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

文化特征。

一、 对外翻译出版内容的变化

在 1949—1979 年的 30 年间， 中国共用 44 种外

文翻译 出版了 13 类中 国文化图 书， 总 品 种 数 量 为

9356 种。 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

平理论的品种数量最多， 为 3045 种， 其次是中国政

治、 法律类内容的， 出版了 2709 种； 这两类内容占

据了整个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的 62%。
在品种最多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 平理论的对 外翻译中， 毛泽东著作 选集 （一、
二、 三、 四卷）、 毛泽东各种著作的单行本、 毛主席

语录等占了绝大多数。 排在第二类的中国政治、 法

律类翻译出版中，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土

地法、 中国共产党党章、 党代会文件、 政治会议决

议、 历次人民代表大会文件、 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

公报、 联合声明等发布性法律文件、 外交公告， 除

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政治声明， 诸如在与苏联关系

破裂之后， 中 苏两党关于 国际共运 论战的 “九 评”
文件， 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斗争、 声援非

洲、 拉丁美 洲人民的民 族独立运动 等的政治 文 件，
都属于此类内容。

在 1980—2009 年的后 30 年里， 对外翻 译出版

内容则与前 30 年截然相反。 从总品种来看， 后 30
年对外翻译出版了 9763 种， 仅比前 30 年的 9356 种

多 407 种， 总量上并没有增加多少， 但从翻译出版

的内容分类来看， 品种最多的一类内容则是历史地

理类， 达到 2426 种。 前 30 年最多的是马克思列宁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 邓 小 平 理 论 这 一 类 内 容 ， 在

1980—2009 年的 30 年间却成 为最 少 的 一 类， 仅 有

48 种。 这是前后 30 年对比最为显著的不同。
前 30 年的这种内容特征， 与前 30 年中国对外

关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中国对外关系在前 30 年

里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一边倒”，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逐渐形成的 “反

两霸”， 70 年代的 “一条线”。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三

个阶段， 在前 30 年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历史上留下

了明显的烙印。
以 1972 年中美关 系正常 化 为 标 志， 直 至 1978

年中国全面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中国不仅恢

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还与世界上 110 多个国家

建立了大 使级外交关 系， 从根本上 改变了与 美 国、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 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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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1979 年为界， 分析了前后 30 年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基本内容、 外译语种、 出版机构等

变化， 三个方面的特征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由此提出了中国对外文化译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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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因此对外

文化翻译出版成为中外沟通、 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

者。 在 1978 年国家走上全面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

为主的发展道路至今的 30 多年间， 对外招商引资、
国际经贸往来、 教育文化交流以及社会民间对外交

往等社会各个层面， 对外翻译都发挥了核心关键作

用。 这种变化， 突出表现就是在国家经济改革开放

的大背景下， 对外翻译承担起向世界全面深入介绍

中国、 说明中国的中介职能， 顺应了经济改革开放

的社会发展大势。 而经济改革开发的第一波， 就是

中国特有的自然风光、 历史遗迹的对外推介， 并由

此逐步深入到对外招商引资、 法律法规、 科技资料

等经济建设各个关键环节。 因此， 中国历史地理类

图书的翻译出版就成为改革开放后 30 年最为重要的

内容之一。
中国历史地理类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 在1980—

2009 年这 30 年间， 大体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由简单到精细， 再到艺术化。 实际

上， 面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秀美自然风光，
在 1949—1979 年的前 30 年里就已经开始起步， 只

不过是作为大量政治文献的附属品来对外翻译出版

的， 这类内容的出版形式多以黑白明信片、 彩色明

信片为主， 形式简单， 负载信息量很少。 因此 1980
年之后明信片逐步减少， 以各类旅游地图、 导游图

取而代之。 为了提高此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一些

出版社后来朝着更专业的领域拓展， 尝试把艺术摄

影与历史、 地理风光介绍融为一体， 出版一些大型

艺术画册， 以装帧精美、 印刷精良为特点， 这是历

史地理类内容从明信片、 导游图、 旅游图的一种升

级换代产品。
改革开放之初， 受国内印刷业技术水平的限制，

一些对外介绍风光名胜的产品往往因为印制环节的

缺陷而达不到国际水准。 为了提升这类图书的制作

水准， 增加其在国际图书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的

出版社开始尝试采取中外合作出版的方式， 这是中

国图书出版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并由此开启了中国

图书出版走向世界的滥觞。
第二阶段， 历史地理类内容的对外翻译成为政

府开展对外 宣传的工作 内 容 之 一。 20 世 纪 末 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已经进入从沿海到内

地、 由经济到文化的深层次发展阶段， 对外推广本

地区旅游资源、 文化资源与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融

为一体， 呈现彼此协调促进的局面。 这类历史地理

类图书的翻译出版， 不仅能够间接增强对外文化传

播效果， 还能够直接拉动本地区的旅游业， 因此一

些地方政府极为重视， 并逐步将其纳入各级各类政

府新闻办公室开展对外宣传的工作内容之一。 在这

样的 大背景下， 对 于历史地理 类内容的翻 译 出 版，
就不再仅仅是自然风光、 历史遗迹， 而且还包含社

会生活、 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对外展现。 因此， 地

方政府出面有组织地翻译出版这类历史地理类图书

就成为后 30 年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阶段， 由外国人直接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类

图书， 贴近传播对象， 增强了传播效果。 由于中国

翻 译出版的图 书长期存在 着翻译生 硬、 质量不 高，
甚至出现各种错误的现象， 除了语言水平之外， 还

有对于对象国文化、 传播对象接受心理、 思维模式

的熟悉和了解程度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 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的对外产品一直效果不佳。 随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外人才往来的密切， 在中国

历史地理类图书对外翻译出版方面， 开始出现直接

由外籍作者用外文撰写中国内容， 由中国的出版机

构对外出版发行的案例。 类似的案例还不多， 但这

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大胆尝试， 是中国对外文化

译介的一种努力方向。 因为从传播效果来看， 它不

仅跨越了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译障碍， 而且直

通接受者的心理认知与思维习惯， 直接实现了文化

对外翻译的终极目标。

二、 对外翻译出版语种的变化

在对外翻译出版语种方面， 前后 30 年也经历了

一个显著的发展变化。 在前 30 年里， 中国对外翻译

译介的语种达到了 43 种， 其中欧美文字 20 种， 亚

非文字 22 种， 再加上一个多语种对照， 总共为 43
个语种。 下面主要从欧美文字、 亚非文字两个方面

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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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美文字的变化

在前 30 年里， 欧 美文字的对 外翻译达到 了 20
种， 除了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德语、
俄 语等 6 种为通 用语外， 其余 还 有 14 种 为 非 通 用

语， 包括意大利语、 塞尔维亚语、 荷兰语、 瑞典语

等。 但 20 种欧 美文字的 对 外 翻 译， 在 1980—2009
年的后 30 年里， 则大幅减少到仅有 10 种， 分别是

英 语、 法语、 西班 牙语、 德语、 俄 语、 葡萄牙 语、
世界语、 意大利语、 拉丁语、 丹麦语。 其中拉丁语、
丹麦语属于前 30 年没有的语种。 而前 30 年的塞尔

维亚语、 荷兰语、 瑞典语等 12 种非 通用语在 1980
年之后就再没有出版。 英语出版一枝独秀， 非通用

语大幅减少则是前后 30 年里欧美文字对外翻译出版

的主要变化。
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 中 国开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开放， 主要是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

义国家打交道， 因此学习和掌握英语， 能够用英语

和外界交流， 曾经一度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程度的

一个标志。 同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 英

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 包括政治、 经济、
贸易、 文化、 外交、 旅游、 通讯、 自然科学和人文

科学的学术研究等。 因此， 着力用英语翻译介绍改

革开放的中国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选择。

2. 亚非文字的变化

在前 30 年里， 亚非文字的翻译出版数量最多，
达到 22 种文字， 比欧美文字多 2 种。 除了日语、 阿

拉伯语为通用语之外， 其余还有 20 种为非通用语，
包括越南语、 缅甸语、 泰语、 印地语等。 这种情况

在 1980—2009 年的后 30 年间却发生了变化， 表现

为 非通用语种 大幅减少了 9 种， 加上新 增的 1 种，
后 30 年仅剩下 14 个语种。 减少的 9 种分别是老挝

语、 印度尼 西亚语、 波斯 语、 豪萨语、 菲 律 宾 语、
柬埔寨语、 尼泊尔语、 普什图语、 古加拉提语， 意

味着这 9 种文字在 1980 年之后再没有一本图书出版

过。

3. 语种变化的原因

欧美文字与亚非文字翻译出版在前后 30 年所发

生的巨大变化， 与新中国 60 年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

密切相关。 以亚非文字的翻译出版为例， 以 1955 年

印尼万隆会议召开为标志， 中国开始确立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 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

族解放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 因此大量用亚、 非文

字翻译介绍中国的时间是在 1955 年， 形成高潮则是

在 1969 年左右。 在亚洲文字中， 以印尼语的翻译出

版最早， 延续时间最长， 从 1949 年就开始出版， 并

形 成 了 两 个 出 版 高 峰， 一 个 是 1955 年 至 1958 年，
一个是 1968 年至 1970 年。 这和新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的外交 关系在前 30 年间曾 经 产 生 过 巨 大 波 动 有

关 。 越 南 语 的 出 版 同 样 经 历 了 巨 大 的 起 伏 变 动 ，

1969 年出版达到 89 种， 超过了英语、 法语和俄语，
但到了 1979 年后则开始全部终止出版， 这是中国与

越南两国关系从 “兄弟加同志” 的亲密关系一下子

跌落到兵戎相见的巨大波折所致。
同样， 中 国 与 南 亚、 西 亚、 北 非 国 家 的 政 治、

外交关系也在这些国家的语言翻译上有所体现。 用

阿拉伯语翻译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图书出版从 1953
年就开始了， 形成出版能力是在 1958 年， 年度出版

达到 6 种， 此后 1959 年至 1975 年的 17 年间， 一直

保 持 年 度 出 版 10 种 以 上 的 规 模 ， 最 高 的 年 份 是

1959 年， 达到 48 种。 与阿拉伯语类 似， 中国用印

地语翻译介绍中国的图书出版也很早， 在 1957 年开

始出版第一本印地语图书， 此后的 1958 年就达到年

度 44 种 ， 超 过 了 俄 语 和 西 班 牙 语 ， 此 后 一 直 到

1971 年， 一直保持年度出版 5 种以上的规模， 只是

在 1962 年为 3 种。 印地语、 阿拉伯语在南亚大陆、
西亚、 北 非地区的使 用人口数 量都超过了 一 亿 人，
这两个语种的年度翻译出版数量和出版时间都充分

体现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重视程度。
总之， 前 30 年的 43 个外译语种， 在后 30 年里

则仅有 24 种， 减少了 19 种， 减少的这些语种均为

非通用语， 使用人口数量少， 绝大部分属于经济不

发达地区。 从投入与产出回报来看， 这些语种的开

发， 是新中国在财力、 物力极为短缺的时代千辛万

苦建立起来的， 30 年前形成的基础在后 30 年里却

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客观原因很多， 但很难说是

完全正确的一种选择。 即便是通用语的翻译， 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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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中国的人力、 财力所限， 也不是一下子全部配

置齐的， 而是根据国际外交局势的变化以及对外宣

传的需要逐步积累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 5 年间，
主要欧美文字的译介出版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 基

本形成出版规模是在 1959 年， 主要欧美文字如英、
法、 德、 俄、 西班牙等语种的图书品种数都超过了

年度 20 种以上， 语种数量达到 15 种。 实现这个目

标， 可以说是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过程中，
动员各种力量才实现的， 正是这第一个 10 年的艰苦

努力， 才形成了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翻译事业

的基础。
从理论上讲， 一个国家掌握世界其他国家语言

文字的数量， 反映出一个国家在文化、 教育方面的

实力。 美国是移民国家， 有自然语言 380 多种； 美

国军方可以掌握 500 多种语言； 美国可以为公民开

设 200 多种语言课程。 而我国所掌握的外语可能只

有百种左右， 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 50 种左右， 要将

欧盟的官方语言开齐都还很费劲。 中美之间国家语

言能力的差距， 为总结中国文化外译 60 年历史提供

了一个深刻思考的维度。

三、 60 年对外翻译出版的启示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60 年的发展变化， 对于今天

的启示在于：
第一， 传播中华文明是对外翻译出版事业的核

心。 60 年的历史证明， 对外翻译出版不仅仅是一项

语言中介事业， 而是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 中外关

系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业。 21 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当

今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

在 21 世纪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

崛起， 而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古老文明的崛

起。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 以国际上听得懂的方式和语汇， 向世

界介绍中华文明的核心精髓， 阐释中国道路和发展

模式， 不仅仅是增强文化亲和力、 扩大中国国际影

响力的重要形式， 也是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所

做出的一份宝贵贡献， 理应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 也是中国

翻译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因此， 传

播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和智慧是今后对外翻译事业

的核心。
第二， 要站在中华文化话语权建设的高度制定

翻译标准。 所谓制定翻译标准， 指的是中文与世界

各个语种之间的字、 词、 句的对译标准， 即翻译辞

典建设， 这是中译外事业的基础工程， 同时也涉及

中文与世界主要语种之间的解释权问题， 是中文在

世界上话语权表现的核心部分。 尤其是在今天互联

网、 数字出版以及影像交流成为国际文化传播主流

的时代， 制定语言翻译标准已经成为国际交流语汇

的基本单元， 等同于产品出口的技术标准和游戏的

基本规则， 涉及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建设， 特别值得

充分重视。
第三， 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对外翻译出版

事业。 中国 60 年的对外翻译出版历史证明， 中译外

事 业涉及翻译 家、 出版载体 以及在发 行对象国 家、
地区的传播效果等诸多环节问题， 翻译人才、 出版

机构、 发行 渠道的本土 化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 办 法。
因此， 出版机构的中外结合、 翻译人才的中外结合，
以及翻译资助与邀请更多的汉学家来华工作相结合，
把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学文化研究与翻译出版相结合，
打通国内与国外之间的渠道， 消除行业与产业之间

的壁垒， 拓展新媒体、 新技术的传播渠道、 传播手

段， 并进一步使之制度化、 规范化， 应该是今后中

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的必由之路。 这或许是中国文

化对外翻译出版 60 年最为珍贵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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