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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华文化典籍界定不明、对外译考察不足、受众口味把握不准、翻译工作认识不足、人才匮乏等主客观因素

影响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质量。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典籍外译才能达到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既定目标。由

此，本研究提出承载媒介多样化、呈现手段善变通、合作路径灵活等推进路径，反思高校汉译外人才培养的弊端，建议趋

向市场的培养目标、多学科融合的内容、政校—校企—校际结合的“工作坊”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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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aches to Better Spreading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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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like the unclear defini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the early diagnostic research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
sics，the inaccurate judgment of readers' taste，the insufficient translational knowledge，the unqualified translators，etc．，exert se-
rious influences up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Only when the problems are solved，ca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
sics reach the goal of publiciz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China's soft power． Accordingly，an inspirational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path for bette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hould be diverse media acting together，various forms repro-
ducing the same and similar content，and flexible ways of co-translation activities，Chinese-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or and inter-
preter train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 market-oriented curriculum，multi-disciplinary training content，and a trans-
lation workshop betwee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colleges，between enterprises and colleges，and betwee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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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鸦片战争，乃至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率先采

用语言文化方式，宣传英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

试图以非传统安全战略影响他国百姓，拓宽政治

文化势力范围。美国效仿英国，开展以广播影视

和教育知识输出为手段，向世界各国输出美国的

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试图以隐形的非传统安

全手段，影响目标民众的民族意识、价值观和意识

形态等。冷战后，随着美国非传统安全等级的不

断提高，德、法、英、俄、日、韩等纷纷采取各种形式

和等级的语言文化手段，捍卫各国的权利，提升自

身的非传统安全能力，这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形

成一定的威胁，同时也促使我国政府加快民族语

言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其中，中华文化典籍外译

就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也是中

华民族自发地向世界弘扬民族文化、重建中华文

化软实力、建构全新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契机。

然而，政府机构、中外读者与译者、出版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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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化典籍的认定，仍处于人言言殊的状态，

似乎与文化的定义一样，因人而殊，因族而异，甚

至族别和国别内部又有所不同，至今足有两三百

种之多。纵观 19 世纪以来各类文化定义之精神，

无不以人类之精神与物质为中心①，只是侧重层

面和程度有所殊异，故一言以蔽之: 文化乃人类之

精神积淀与物质创造。推而知之，中国文化乃中

华 56 个民族之精神积淀和物质创造之总称。不

知何时起，一旦言及中华文化典籍，学界必言《四

书》《五经》等古代经典，于无形中弱化这一家族

范畴中心成员以外的作品，其实这混淆中华文化

典籍与其下义范畴———中华文化经典之间的所指

界限。实际上，中华文化典籍这一门类不但包括

中华文化经典，还包括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衍生和

演绎的作品，因为这其中也包含中华民族的习俗、
风俗等文化内容，如《红高粱》《狼图腾》《平凡的

世界》《老生儿》等，更包含少数民族创作的史诗、
诗歌、宗教教义、巫术、口述文学、歌曲等作品。之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构成，各

民族的文化结晶构成中华文化典籍; 而且少数民族

史诗、诗歌、宗教教义等作品自然成为中华文化典

籍不可或缺的成员，其中有些已经传布到国外，部

分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海外受众。因此，中华文化典

籍不仅包括汉民族为主的经典，也应包括其他民族

的经典，更应该包括其他具有民族特色且被认定为

优秀作品的其他非经典作品( 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 。
随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走出

去、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

播工程、中国知网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一
带等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新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宣传局、各出版单位主管单位、出版集团公司等发

起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

代作品翻译工程，旨在“推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的外向型精品图书，

让海外读者通过中国图书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
解中国，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 2017) 。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旨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汲取

中国智慧，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国精神，传

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 力”(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国 务 院 办 公 厅

2017)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典籍外译面临着大

发展的绝佳机会。为更好地推进中华文化典籍外

译的进程，本文归纳典籍外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外译的推进路径。

2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存在的问题

因部分译者不具备文化传播和翻译的相关知

识，又盲目地追求速度，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也因此

难以保证质量。很多人以为会外语、懂外语就能

从事翻译活动，因而所得的回报与政府的投入不

成比例，同时也没能达到国家预想用典籍外译手

段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初衷和既定目标。正如

钱定平 评 价 冯 志 伟 的《汉 字 的 历 史 与 现 状》
( 1994) 的希腊文译本② 时所言: “传统文化外宣，

此复兴吾国传统文化之荦荦大端也。然观察以

往，则费力至巨而收效至微。”③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存在如下问题:

( 1) 典籍外译前期工作不充分: 第一，未掌握在什

么情况下由谁译介什么作品，接受情况如何，还有

什么作品待译; 第二，未摸准目标受众的“口味”
和需求，如此前苏联、俄罗斯和南美巴拉圭无视中

国外译作品，弃之于废纸堆，这是摸底工作的重要

缺失造成的，如果依然盲目地以自己的意图择选

译介，结果极有可能重蹈覆辙。( 2 ) 未充分而全

面地认识当前外译工作的客观现实: 中国当前外

语培养的规模，较之从前有很大提高，可当前“人

才”的外语能力和水平达不到传达中华文化的要

求，不但无法通读古籍，而且不具备民族文化的基

础知识，更有甚者既不通晓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了

解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强硬地通过汉译文做

二次翻译性质的外译，殊不知少数民族典籍总数

超过 8000 部，而汉译不足 1000 部，即便此权益之

计可行，也无法完成全部少数民族典籍外译这一

艰巨的任务。( 3) 不了解目标受众的认可和认同

问题: 即使典籍译作能够达到国外学者同样的水

平，因目标读者不信任中国出版机构，对中国译者

的水平持有偏见，也于无形中注定典籍外译的命

运，更况且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多数译作拟在国

内相关出版社出版发行，很难进入外国目标群体

市场，如杨俊峰在第五届东北亚语言、文学与翻译

国际论坛上④ 所言: 在美国北伊利诺斯州所有图

书馆中，藏有英译中华文化典籍的比例不足三分之

一，且就这些也多数是华裔或英语母语者的译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华文化典籍英译的认

同问题。鉴于上述几个现实问题，我们不妨参考印

度佛经传入的经验，以及明末以降外国传教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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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典籍的经验教训⑤，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

提供可资借鉴的推进路径以及教学建议。

3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合理路径
佛经传入之初采取番僧阐释和口述、华人笔

录模式，以儒道经典概念和术语传达佛经思想，以

便在心理上拉近汉译佛经与汉地受众的距离，达

到佛教传播的目的和目标。外国传教士也采用佛

经汉译模式，先传教士口述、中国信徒笔录，后学

习汉语，亲自翻译《圣经》。传教士翻译《圣经》，

仿效佛经采用儒道经典言辞的经验，先用佛经术语

传达《圣经》思想，结果不是很理想，遂改用儒、道言

辞传达《圣经》思想，取得汉地传教的目的。( 徐光

台 2008: 20) 佛经汉译和《圣经》汉译的成功均借用

目标受众国的资源和人才，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

的参考性，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启发。
在翻 译《中 国 的 语 言 文 学》(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Two Lectures) ( 1875) 时，笔

者发现: 不论是理雅各翻译的《东方圣书》(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1879 ) ，还是第一部搬

上欧洲舞台的《赵氏遗孤》，均由母语者或母语者

与华裔学者合译。更有 2010 － 2014 年间美国出

版的 3 部母语者英译以及华裔与母语者合译的

“元杂曲选集”⑥，这些作品在美国的认可度很高，

且传播的范围也广。故笔者以佛经汉译和传教士

汉译《圣经》的经验教训以及海外汉学的相关发

现为参考，提出以下几点参考性建议:

( 1) 典籍外译作品的承载和传播形式可采取

因时、因人、因境制宜的灵活模式，既坚持以传统

纸媒为手段，也要采用非传统的媒介———自媒体、
手机网络以及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其

他政府、非政府机构举办的文化展、文物展、博览

会、书展、电影节、民粹演出、体育活动、旅游推介、
品牌活动等，更要用基于典籍的变异模式，如歌、
曲、舞、剧、戏等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以形象化的

模式扩大目标受众。
( 2) 典籍外译的内容可以原典为基础，但为

了达到便于受众接受的目的，同时获得最大的影

响力，译者可灵活变通，不必非要拘泥于忠实翻

译，可以改译、编译、摘译，这也是遵循和体现邓小

平治理经济的理念“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

是好猫”。
( 3) 典籍外译路径可采取政府与非政府机构

和个人、中外主体合作的模式: 第一，坚持以政府

为主导的模式，将华人华侨为主体的非政府机构

团结进来，同时做到时时和适度监控; 第二，将以

中国出版发表机构为主导，改为中外合作为主导，

政府机构负责审核和监督工作; 第三，团结汉学

家、出版商、中间商( 如版权代理) 和留学生⑦，将

以中国译者为主体改为中外译者合作为复合主

体，利用海外人士的信任度和影响力，邀请他们做

中华文化的发声人，以便为中国文化更好地服务。
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写作德文版《20 世纪中国

文学史》，于 2008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译本; 美国教授桑禀华 ( Sabina Knight) 与金凯

筠( Karen Kingsbury) 写作《中国文学精论》( Chi-
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等。海外

汉学家能通阅中国文化典籍，揽读千百本近现代

文学作品，写出中国文学史作品，在中外各国出版

发行，汉学家的阅读水平可见一斑，这恰是中华文

化典籍外译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依赖的外部力

量。正如《意见》( 2017 ) 所言: “推进国际汉学交

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

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

书，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各方面出境人

员，依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

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具体来说，中外主体合作模式可邀请海外译

者、海外华人、不懂中华文化的人文社会研究者，

尤其海外汉学家合作，中国人负责阐释经典著述，

汉学家负责笔录译文，共同推敲译文，交付政府相

关部门最终审核; 邀请海外中华文化爱好者、研究

者和华人协作，汉语界学者负责阐述经典内容，外

语界学者负责笔录译文，再由汉学家推敲译文，交

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 外语界学者参考现有资料，

翻译相关经典，交由外国学者或中国相关部门审

核。另外，还要鼓励海外汉学家( 如德国杜彬、加
拿大傅云博、澳大利亚杜博妮等) 、中华文化爱好

者、海外华人( 如日本沈国威) 、中国高水平译者

( 如北京大学许渊冲先生、福建师范大学岳峰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朱虹教授等) 单独翻译，中国

政府给予资助，同时在出版前把住作品审核关; 鼓

励建立和健全国际版权商和代理商制度; 鼓励海

外出版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来华招揽外译

作品业务，助推中国出版机构的国际化出版、销售

和合作路径; 加强和提升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

学院、非政府机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来华留

学生和来华访问学者的译介和相关活动。关于来

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译介和相关活动，政府可

以提供资金资助、配备通晓作品内容的协作者、协
助其出版译介作品。最后，还可以由具有国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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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的教授与国外名刊合作和协作，设立中国文

化外译、中国典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方面的专

栏，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论采取哪种模

式，政府部门一定要把住审核关，因而建议政府在

中国外文局或其他相关部门成立由外语界和汉语

界专家构成的中华典籍外译审核委员会，负责中

华典籍译本的审校工作，对外译文本做出专业性

的评估，针对相关译文出现的问题给出专业性的

意见和指导。
上述主体合作模式中，第一条为古代经典走

出去的最佳方式，可请海外学者，尤其汉学家来华

访学，附加条件是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典籍，不但

能充实高校或相关机构的科研实力，还可借助联

合署名译者及其关系，找到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

译作，更能借助其影响力推广典籍译作，从而到达

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 第二条是出于费用

和各种主客观因素考虑，汉学家无法来华，笔录译

文工作由中国外语界学者代劳，由汉学家负责润

色译文，可附以审校名目，以图借助其影响，寻找

知名出版社出版译作，扩大译作的销售量，进而达

到推广中国文化的目的; 第三条为不得已而为之

的下下策，若能翻译成功，且选择与国外相关出版

社合作，也可达到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但效果势

必不如前二者。可见，让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国门，

汉学家和海外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是值得借助的有

效资源。同时，政府也为汉学家接触和研究中国

文化提供便利机会，又能起到有效地宣传中国文

化的作用。
最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还需借鉴 1949 年后

翻译出版经典著作的经验教训，要充分考虑目标

读者的选择自主权、受众的阅读心理和语言习惯，

更要注意经典著作中术语的对应问题，或是自造

术语，或是采用目标文化固有术语，以注释形式补

充相关知识。

4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引发的教学思考
讨论典籍外译问题，自然与翻译研究密切相

关。翻译方向上，国外学者大多关注“外语—母

语”方向，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国外学者潜意识

里认为，凭借其母语能力能充分地把握译作的质

量。民国以前，中国学者同国外学者一样，注重外

译汉现象的观察与阐发，如严复、林纾等。民国期

间，章士钊、胡以鲁等都从外译汉角度思考翻译问

题。1949 年后，外语人才战略和对外宣传问题成

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因而才关注并重视汉译

外的现象和问题，强化汉译外的教学，逐渐形成具

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汉译外教学模式。
就汉译外需求与汉译外教学的关系而言，汉

译外教学的内容、模式和质量跟不上汉译外市场

的需求，这意味着高校汉译外教学当逐步走向市

场化。若高校汉译外教学要走向市场化，就不能

局限于 单 一 的 教 学 模 式 与 内 容，势 必 要 走“政

校—校企—校际”联合培养的道路，与当前的 MTI
培养精神略微类似。要打破单一的教学内容，不

能局限于文学体裁，且参考译文也不能局限于国

内出版物或名家范例，而要选择难度适中的政治

经济、科学技术、军事设备、社会历史、民族民俗等

方面的材料，抑或是直接用翻译市场的材料，让学

生提早了解和适应翻译市场化。还要打破单一的

教学模式，应打破教师讲评、学生习练模式，而应

效仿教学经验丰富的国外和港台大学，建立翻译

工作坊，让学生与翻译市场打交道，教师只起指

导、辅助和监督作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的项目

管理、技术应用、查阅文献等能力。笔者之所以提

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翻译行为和教学的本质是

实践性的，故只能通过实践加以提高。
最后，高校汉译外教学须面对教师的能力和

专业素养。汉译外教师须具备理解文化典籍的能

力，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不但要了解典故和

技术发明，还要有丰富的百科知识，也就是说翻译

课教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此外，汉译外教师需

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能使用文体贴切的文字表

达中国文化现象。再次，汉译外教师要能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辅助学生查阅资料，指导、评议和校

改学生译文。只要能充分地把握好阅读—写作—
评议—校改关，汉译外能力势必会大大提高。

5 结束语
基于前文有关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存在的多种

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 6 种推

进路径: ( 1 ) 推动国内出版机构和个人从事的国

际版权商和代理商制度; ( 2 ) 推动国内出版机构

的国际化出版和销售路径; ( 3 ) 推动中国文化中

心、孔子学院、驻外机构的文化处、非政府机构的

中华文化译介活动，尤其是多种媒介、多重层次和

形式的传播; ( 4 ) 助推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来

华留学生、来华访问学者、投资商等的中华文化译

介和相关活动; ( 5) 鼓励多重形式的译介行为，如

中国译者与海外译者，尤其海外汉学家、中国译者

与海外出版机构、海外华人与母语者、海外华人、
母语者、中国高水平译者的合作、协作和单独传

译; ( 6) 提高国内高校翻译课教师在中华文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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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外译层面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意识，为传播中华

文化工程培养可靠而合格的后备力量。
最后，在中华文化外译的路径研究方面，希望

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引出更多更为完备

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①在《中国文化史导论》( 1994) 中，钱穆将文化与文明加

以区分:“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

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

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

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

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可是，笔者觉得，倘若

细究，仿佛文明与文化兼具精神和物质二属性，如民

风、民俗、戏曲、音乐、舞蹈为精神与物质兼具的文化，

若积累并上升为传统则为文明范畴所辖。
②2017 年，Christina 教授以冯志伟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

《汉字的历史与现状》( 1994) 为蓝本，在雅典 Parazisi 出

版社出版希腊文译本。
③因钱教授之评述已触及典籍外译的痛处，故录入原文，

以飨读者: 冯君此书，诚对外文宣之典范也! 敢问何

故? 吾答曰: 传统……。何以至此? 一比冯君，昭然若

揭! 冯书首为外人欣赏而自行侈译，自行付梓，自行销

售，乃大行其道哉! 揆之吾国常情，则三五文人，有发

言权势者，耗费国帑，倩人翻译，国家出版，运之域外，

挤身书展。内无素质，外无援手。先是“签名售书”，无

人问津。后改“签名送书”，门内亦不能罗一小雀，无处

可送。盖不知外人之情，绝无吾国“不拿白不拿”之陋

习也。非其所喜，一亳不取故也。于是，劳民丧财，杀

羽而归。如是者此起彼伏，前赴后继。耗费国帑，贻笑

国际，不以为耻。此风为害甚巨，宜慎之戒之! 故吾国

果欲兴传统而宣国际，则宜取冯君等有真才实学而复

饮誉国外人士，奖掖之，资助之，以盛传其作。尤为要

者，须与外国著名出版家合作出版，兼及发行，因其从

业者素黯此道，俾可传扬故也! 定公于沈括梦溪园

④第五届东北亚语言、文学与翻译国际学术论坛于 2016
年 5 月 27 － 29 日在廊坊师范学院召开。

⑤在《明末西方 ＜ 范畴论 ＞ 重要语词的传入与翻译———
从 ＜ 天主实义 ＞ 到 ＜ 名理探 ＞》中，徐光台阐述如下:

“当朱熹理学仍盛行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

义时，1583 年利玛窦随罗明坚 ( Micheal Ｒugierri) ……
在 1584 年出版的《天主实录》中也是借助佛教语词向

中国百姓传播基督教义。利玛窦后来观察到中国官吏

对儒者远比对西僧来得尊重，省思借用佛教语词的《天

主实录》不适用，进而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另行编制

一本教义书———《天主实义》，大量地引用儒家经典。”
⑥夏正清等编《哥伦比亚元杂剧选集》( Columbia Universi-
ty Press，2014) ，以及 Wilt L． Idema 与 Stephen West 编

著的《中国早期十一部杂剧》( Hackett，2010) 和《＜ 赵氏

遗孤 ＞ 及其他杂剧》(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
⑦留学生具有年纪轻、接受力强、可塑性高等特点，若加

以长期 影 响，必 然 会 起 到 宣 传 中 国 文 化 的 目 的。在

“2016 年国学典籍外译与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上，笔

者表达了此观点。随之，华北科技学院张瑞新校长谈

及拉脱维亚大使塞尔嘉在该校留学到建立合作关系的

事例，也体现出留学生具有传播中华文化的隐性影响

效应。此外，李伟荣( 2015: 32) 提出的 6 条摸底路径与

本文部分内容具有相互补充和推进关系，亦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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