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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

自1949年建国之后就开始面向海外发

行，“文革”期间被迫停刊而一度中

断，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中

国青年》在海外的传播范围有多大？

取得了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在《中国

青年》90周年之际，接受中国青年杂

志社的委托，承接“《中国青年》杂

志的国际影响力报告”这样一个具有

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即是在此课题

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中国青年》

在海外传播的范围，分析其在海外的

影响力，从而为业界、学界在构建现

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方面提供

参考。

 《中国青年》的海外传播范围

本文依据OCLC数据库和CiNii

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了127家收藏

《中国青年》杂志的国外图书馆，分

布在8个国家。为了确保这个数据的

可靠性，课题项目组请专人进行数据

监控，时间为2013年1月20日至2月20

日，连续一个月时间每天登陆检索，

这个数据没有变化，这表明《中国青

年》杂志在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是稳

定、可靠的。

美国收有《中国青年》杂志的图

书馆最多，达到了61家，其次是日本

43家，再次是澳大利亚8家，加拿大6

家，英国4家，新加坡有3家，荷兰、

新西兰各有1家图书馆收藏。这份数

据，应该是迄今为止《中国青年》杂

志在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传播范围的

基本面貌了。

《中国青年》杂志在美国的传

播。美国收藏《中国青年》杂志的图

书馆有61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

第一类是专业的东亚图书馆，有

34家，专业收藏中国、日本、韩国、

东南亚各国及非洲等地区的各类文献

资料、历史档案、手稿等，这些专业

图书馆对

于新中国

出版的各

类图书、

期刊、报

纸，只要

有学术价

值 的 ，

就一并收

藏。《中国青年》杂志是团中央主办

的机关刊物，其重要性、权威性不言

而喻，属于必须收藏之列。

第二类是为了本校师生学习中国

语言、文学、文化等相关专业的大学

图书馆，有25家。

第三类是公共图书馆，如美国国

会图书馆等。这类公共图书馆，由于

它们也下设东亚部或者中国文献收藏

室，收藏《中国青年》等中国当代期

刊的目的与专业东亚图书馆一致，虽

然免费对公众开放，但主要目的还是

为学术研究使用。

《中国青年》杂志在加拿大的

传播。在加拿大收藏《中国青年》的

有6家图书馆，除渥太华公共图书馆

之外，其余5家均是著名大学的图书

《中国青年》的海外传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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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中国青年》杂志的美国图书馆洲际分布
（图中数字为图书馆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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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这5家大学图书馆中，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设有中国

学研究中心，因此收藏《中国青年》

等当代中国期刊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

之用。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书丰

富，拥有大量当代中文文献，《中国

青年》自然也是首选馆藏之一。《中

国青年》在加拿大的主要读者是以大

学的学者、教授和青年学生为主。

《中国青年》杂志在英国、荷兰

的传播。英国有4家大学图书馆收藏

《中国青年》杂志，均为世界顶尖大

学，并且都设有世界著名的中国研究

机构。

荷兰只有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

所图书馆收藏《中国青年》，该馆位

于阿姆斯特丹，始建于1935年。

《中国青年》杂志在日本的传

播。《中国青年》在日本有43家图书

馆收藏。这43家收藏《中国青年》杂

志的图书馆，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专业研究机构的图书

馆，共有3家，分别是中国研究所图

书馆、东洋文库图书馆、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日本

中国研究所图书馆收有《中国青年》

1950年－2012年出版的全部期数。

第二类是在大学里设有中国研

究机构的大学图书馆，这类图书馆共

有6家，收藏《中国青年》的目的除

了学术研究之外，同时也面向本校青

年学生，便于他们学习中文、了解中

国。如爱知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

学等。爱知大学下设的三家图书馆都

收藏有《中国青年》，日本国际问题

研究所收有1953年－1982年的全部期

数；下设的丰桥图书馆收有1956年－

2012年的全部期数，而且还在继续订

购中；下设的名古屋大学图书馆收有

1978年－1980年的全部期数。

第三类是开设中国语言、中国文

学、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等相关专业

的大学，这类图书馆共有33家，收藏

《中国青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

于专业学习。

第 四 类 是 公 共 图 书 馆 ， 只 有 1

家，就是宫城县图书馆。该图书馆可

以追溯到1881年，目前有150万册藏

书。该图书馆设有外国图书收藏专

库，大量中国图书、期刊均有收藏，

该馆收有1997年－1998年出版的《中

国青年》。

《中国青年》杂志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传播。在澳大利亚，共有8

家图书馆收藏《中国青年》。在新西

兰收有《中国青年》的有怀卡托大学

图书馆。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带有公共

图书馆性质，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拨

款，每年大约在2亿～3亿澳元。近些

年由于书价格上升和澳元实际购买力

下降，海外书刊采购量逐年下降，但

目前仍收有海外各种期刊26000种。

由于《中国青年》所具有的影响力，

该刊是迄今为止仍在继续订阅收藏的

中国当代期刊之一。

 《中国青年》国际影响力的

来源及启示

《中国青年》具有珍贵的历史

文献价值。《中国青年》具有90年的

办刊历史，通过OCLC的检索数据显

示，以1950年－1965年出版的《中国

青年》杂志在海外收藏最多，其次

是1978年－2012年出版的《中国青

年》，而1948年之前的很少见。这和

《中国青年》在20世纪50年代、20世

纪80年代主办了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两

次人生大讨论密切相关。《中国青

年》主持两次大讨论时刊发的大量读

者来信，被海外学者作为研究当代中

国政治史、社会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对于《中国青年》这个主办方而

言，主持各种大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引

导青年人统一思想，积极向上，大讨

论刊发了不同的读者意见，通过大量

读者来信保存了两代中国青年人真实

思想史、精神史的纪录。从文化传播

的角度看，它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要远远大于主办方的初衷，《中国青

年》就凭借这一点进入了世界上8个

国家的127家图书馆，获得了一定的

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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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外发行网络，提升海外

影响力。1949年至1965年，是中文报

刊对外发行的一个初创阶段。建国初

期中文报刊的对外出口，主要是沟通

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信息，并满足

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了解

祖国情况的需要为主。因此17年间采

取的基本策略是，由原新闻出版总署

在众多的中文报刊中挑选一些可以出

口的报刊，编印对外出口的中文报刊

目录，交由唯一一家经营对外出口的

机构——国际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

易总公司的前身）执行，此后一直延

续这种办法直到20世纪末，《中国青

年》杂志长期在出口目录中。

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

是中文报刊对外发行的最高峰，按照

国际书店的资料，1958年对外发行的

中文报刊在亚洲达到568种，在欧美

地区达到374种。1958年全年累计，

对外发行的中文期刊为92万份，这其

中就有《中国青年》。改革开放后的

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尤其

是1980年开展的潘晓人生大讨论，

使《中国青年》在国内的影响迅速

提升，发行量破纪录地达到了400万

份，这个时期也是中文报刊出口最为

辉煌的阶段。中文报刊出口的种数增

加到1979年的80种，1979年的平均期

发量达到了117256份；到了1980年

出口种数达到了339种，此后逐年增

加，1987年增加到135000份。《中国

青年》这个时期的对

外发行也迅速恢复，

20世纪80年代大讨论

时期的期发量曾经一

度超过3000份。

可 见 ， 《 中 国

青年》的对外发行截

止到20世纪80年代末

期，已初步形成了以

海外图书馆系统为核

心的世界中文报刊发

行网络。《中国青年》杂志能够进入

到世界8个国家的127家图书馆，就是

依托这个网络才得以实现的。

国际社会对中国学研究的重视

也是《中国青年》受到关注的重要原

因。海外中国学研究起源最早的是

欧洲，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为最

早，但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传统中国、历史中国的研究上面，

而且成果丰硕，形成了悠久的欧洲汉

学传统。囿于这种辉煌历史的局限，

欧洲对于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的研究

一直成果不多，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

变，这也是《中国青年》在德国、法

国等欧洲国家收藏不多的主要原因。

相反，北美的中国学研究则是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扬光

大，并逐步超越了欧洲。目前北美的

东亚图书馆或有东亚馆藏的图书馆已

经超过80所。收藏《中国青年》的61

家图书馆，基本都是开设有东方学研

究院系和中心的大学，而且这些图书

馆差不多都还在继续订购该刊。

根据OCLC数据库显示，在美国

61家图书馆中，大约有6所仍在持续

订购《中国青年》，整个比例占到美

国收藏该刊图书馆总数的10%左右。

这个数据表明，在深受金融危机影

响、大幅缩减各项经费开支的北美图

书馆系统中，《中国青年》这样一份

中国当代期刊仍然占据一席之地，显

示了其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视，也

体现《中国青年》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情况在日本更为明显。日本

收藏《中国青年》的43所图书馆中，

显示持续订购的图书馆有13家，占日

本收藏《中国青年》图书馆总数的

30%，日本学界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

高度重视可见一斑。

《中国青年》的历史文献价值、

新中国60年间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发行

推广、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兴起、全世

界“汉语热”的兴起等各种因素，推

动着《中国青年》这样一份本来面向

国内青年的团中央机关刊物，成为具

有一定世界影响的国际性刊物。

研究《中国青年》国际影响力

的启示。《中国青年》在世界范围内

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期

刊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其传播范

围主要局限在世界著名大学的东亚图

书馆、相关中国学研究机构以及开设

汉语学习、中国文学、中国经济等相

关专业的大学里面，面对的传播人群

主要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以及青年

学生群体。学界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

期刊在世界上小众化、边缘化地位，

再次得到了充分证实。以美国、日本

的数据为例，美国有大学和研究机构

图书馆3527家，而《中国青年》仅进

入到了61家图书馆，比例仅为1.7%。

再以日本的数据为例，日本公共图书

馆达到2000家，大学图书馆达到1664

家，《中国青年》在日本大学图书馆

系统所占比例仅为2.3%，在公共图书

馆系统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何

改变这种现状，已经成为中国期刊普

遍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正是中国

传媒要下大力气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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