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飘》的出版开启引进出版时代
■王晓乐（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逸芳（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

2000年代

“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系列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从 1995 年开始出版的一套丛

书。每本请一个领域公认的专家进行简洁而精炼

的介绍。我们在2003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商购

买这个系列的中文版权，后来与国内另一家出版社

各选42本，一起出这套书。

为了做好这个系列，编辑动了不少脑筋，我们

把它定位为“做成面向大众的通识读本”。我们请

国内专家为每本书写序言鼎力推荐，并在2008年

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随着合作的深入，目前我们

共出了84本，未来计划一直做下去（牛津大学社出

版的该系列目前已有500多本）。

除了力邀专家写序言，打造最权威的通识读本

外，我们还与南京大学合作，举办通识名家讲坛，向

大众普及专业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我们在全国各

大实体书店设立译林书架，陈列长销不衰的“经典译

林”和“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益和市场效益，也树立了译林社的声誉和品牌。

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版权贸易最为活跃。中

国每年引进这么多海外的作品版权，说明改革开放

的影响之深之广，也说明中国的开放程度高、包容

度大，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 1992 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

公约》，版权发展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译林社当

时购买了《沉默的羔羊》中文版权，是译林社购买

的第一本国外的版权作品，也是最早一批履行版

权合约的出版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译

林社购买了很多国际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奈保尔、

莱辛、库切等，可惜当时中国的市场还没发展起

来，翻译出版后销售平平，但都取得了很大的社会

影响。2006 年后，中国图书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

高，大家对版权也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到了 2009

年后，随着转企改制的进一步深入，各家出版机构

的市场化运作也更加成熟。译林社也更注重从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来甄选选题，现在国家

推出的精品战略也更督促出版社精挑细选出精品

佳作。

在版权引进之外，我们也更加注重实现版权

输出。2008 年，我们联合日本童心社、韩国四季

社，邀请3个国家的12位一流儿童绘本作者，以“回

望二战，祈愿和平”为主题，在三国同时出版 36 本

绘本，深受好评，多次重印。这个项目是全国首例

“合作出版”项目，获得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国际

合作出版特别奖”，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资助”项目。该系列中的《迷戏》由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姚红创作，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还被改编为

大型民族舞剧，是译林社抓住出版融合发展契机，

推动IP运营向舞台、影视转化的成功尝试。

我认为，要做好版权输出，首先要对国外读者

的需求做研究。国外人口基数没有中国大，所以输

出图书的销量不会有中国这么大。我们要了解他

们想读什么，与国外出版社联合开发适合国外市场

的精品好书。

二是要做好原创作品，以此带动版权输出。从

2017年开始，国家对精品生产提出了更高标准，这

就要求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更优中选优，同时出版

社也要提高原创出版能力。

译林社在去年2月成立了原创文学出版中心，聚

集了李敬泽、方方、迟子建等一批名家作品，还集结

中国80后、90后女作家的作品并推出“窈窕文丛”。

明年还将集聚更多原创力量，推出更多佳作。译林

社对编辑部门的考核也增加了原创出版、出版品牌

建设等社会效益指标，鼓励编辑开发并集聚优质原

创出版资源。译林社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原

创出版能力，为文化“走出去”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引进到输出声誉和品牌这样确立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70年代

2010年代

我1998年加入华东师大社，做版权业务已有20

年了。我印象深刻的引进图书是1998年开始推出的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这套丛书精选各国心理学

界名家名作，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标准，有很高的

学术品位。至今这个系列已推出近40种，超过半数多

次重印再版，并获得了很多奖项。这是华东师大社第

一次成规模地引进心理学方面的图书。从这以后，我

们版权部深度介入选题策划，精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

的名著、新作，从各方寻找作品的版权所有人。这与通

行的成套引进的做法不同，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工作

量。但也正是由于各部门通力合作，才打造出多套经

典、长销的心理学、教育学译丛。

另一套重要的引进图书是“杜威全集”，共有37

卷。我们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获得

了版权。该中心在每本书前面均作了杜威研究思想

的概括，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杜威的哲学思

想。我们聘请了来自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当时称为

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等全国多所高

校、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担任译者，确保了译文的

精准传神。这套经典的教育著作为华东师大社立足

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哲学》在我们社版权输出的图书中值

得一提，它的德文版、俄文版、韩文版都获得国家社科

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支持。作者朱志荣是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译者是著名

汉学家——林小发（Eva Lüdi Kong）是德文版《西游

记》的译者，获浙江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布罗夫·
弗拉季连·格奥尔基耶维奇教授曾师从任继愈、侯外

庐等著名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造诣极深。在翻译

过程中，作者不仅与译者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就书中

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

为译者在母语中找到最精准贴切的翻译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且还为外译本修订补充了新的内容。在海外

出版社的选择上，我们20年来积累了大量优质的海

外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把这本书交给专业的学术出

版社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学术著作翻译难度大、耗时长，且通常为出版社

的重点项目，因此提前“半步走”很重要。2013年我

们对《中国艺术哲学》的学术价值和译介价值进行了

全面评估，并制定了“走出去”计划。鉴于作者与德国

学术界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决定先从德文版开

始。林小发的加盟使该著作在西方的受关注程度得

到提高，为德文版的启动带来了机遇。以此书为开

端，华东师大社有多种社科著作的外文版本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支持，2017年有5种图

书、6个语种的8个项目获得立项，2018年有14种图

书、5个语种的11个项目获得立项。

目前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推动图书“走出去”

的支持项目，力度很大，这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借力

政府的项目支持，促成更多本版精品力作走向世界。

华东师大社今年签订版权输出合约超过100种，

但目前正式启动的只有近80种，其余的项目因为没

有申请到资助而无法开展。在“走出去”方面我们一

直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但希望能更多地获得足够

的资助，以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和结项。

数字版权将是我们明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

将从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入手，对汉语以外的其他5

大语种采取有步骤的推动，发挥主要语种的辐射作

用，如开发外向型选题、合作出版以及与海外出版机

构建立战略合作等方式，开拓“走出去”的新路径，持

续“走进去”。

学术著作从精品引进到高品质输出
■龚海燕（华东师范大学社副社长）

2010年代

汪逸芳：经典爱情巨著《飘》于1936年6月在美问世，

很快畅销并获得普利策奖。1939年电影《乱世佳人》首

映，引起轰动，并迅速风靡全球。随后几年，国内各大媒体

争相宣传，傅东华首度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

1979年是我刚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如今浙江人

民社衍生成8家出版社）的第二年。当时刚开完十一

届三中全会，读者迫切需要优质的精神食粮，可当时

市场上的外国文学作品相当少，大家都处于没米下锅

的阶段。上海书店的应子良带着傅东华版的《飘》找

到我们。我和另一位老编辑被书里的那种奋斗向上、

不向环境屈服的精神感染。当年10月出版了上册，通

过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很快发行了60多万册。

在1980年初，这本书因反映美国南方农场主阶

级生活的立场受到报刊尖锐的批评。当时的社领

导和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马守良都拍板继续出，

在1980年4月出了下册。他们为这本书顶住了巨大

的舆论压力。这次风波甚至惊动了国家最高层，

1980年6月，美联社从北京发出一条电讯稿，邓小平

告美友人，“《飘》可以出版”。

王晓乐：如今，《飘》的风波早已成为历史，邓小平

关于《飘》举重若轻的讲话，冲破了重重禁锢，带来了

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的涌入，才有了中国出版业真

正的繁荣昌盛。2019年是《飘》出版40周年，傅东华版

《飘》已成为经典名译，浙江文艺社将隆重推出珍藏纪

念版，来铭记浙江出版人的初心，以出版《飘》的情怀

和精神去开拓创新，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1992 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版权意识不断

得到强化，版权贸易渐趋活跃繁荣。最初，版权贸易

以引进和纸媒版权为主，21世纪初在各种国际书展

上，中国的出版从业者都是版权引进最活跃的一群

人。现在，“输出”成了一个关键词，版权输出数量大

幅增长；而且，由纸媒版权拓展到数字版权，甚至是全

版权运营。由此折射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强烈的交

流欲望，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和交流日益频繁、形式日

益多元化的体现。

近10年出版机构的版权引进比以往更加理智，

购买版权更多地考虑是否与自己的品牌定位、产品

线建设、长期规划相契合，在获取纸媒版权的同时，

更加关注数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致力于精品

出版，多年来瞄准国际大奖作家作品，引进了博尔

赫斯、奈保尔、库切等一大批一流作家的代表作

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网络

文学等领域，莫言、阿来、格非、马原、沈从文等大批

名家落户文艺社，为“走出去”打下了基础。继莫言

全部作品落户文艺社后，阿来的“机村史诗”六部曲

和《尘埃落定》全版权签约文艺社。我们期待着阿

来笔下的中国乡村被更多国家的人阅读。

在“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浙江文艺社输出了王旭

烽、艾伟等一批作家的作品版权。浙江文艺社作为优秀

网络文学出版重镇，《甄嬛传》《芈月传》等作品版权成系

列矩阵地输出到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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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

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大家都面临“没米下锅”的困境，四处

寻找滋养大众心灵的文学读物。《飘》就在此背景下出炉了。当时我国还

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直到1992年，中国正式成为

这两大公约的成员国，逐渐发展起版权贸易。从以引进为主到近些年的

引进与输出并重，版权贸易走过了一段漫长而不平凡的历程。在国家

“走出去”政策的支持下，从童书到文学，中国的原创作者和出版人正受

到海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很多出版机构借鉴版权

引进过程中的经验，为输出原创作品开创了新路径。为呈现改革开放

40年来版权贸易领域的发展变化，本刊特采访一些社的主要负责人，从

他们从事版贸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本（套）版权书谈起，讲述各社版权业

务的未来规划。

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隐身衣》英文版2016

年由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中国的严肃文学

被英美的知名出版品牌接纳是非常不容易的。在

此之后我们售出了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土耳其

语、阿拉伯语等版权，都是当地知名的文学品牌。

通过这本书我们打开了与拉美出版社合作的大

门。英文版和西语版出版后，国外主流媒体刊登了

多篇相关书评和对作者的采访，随后外方出版社又

引进了作者其他作品。一本书在海外的成功主要

是因为作品本身和国外翻译、编辑的努力，我们感

到很欣慰。这也带动了更多作品在国外出版。

从2014年开始，人文社增强了与西语出版社之

间的联系。西班牙语在欧洲和美洲广泛使用，然而

西语市场对中文作品的接受度较英语、法语市场滞

后很多，版权推广的起点低，潜力大。

人文社加大了在西语文学市场的推广力度。

2014年我们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书展上做了中西作

家对谈活动，从2016年开始，每年派版权人员参加

阿根廷、墨西哥或西班牙的书展，并组织格非、严

歌苓、阿乙、葛亮等作家在当地举办了各种文学活

动，不仅促进了版权输出，也加深了中国作家在西

语读者心中的整体印象。通过与西语地区出版社

的频繁交流，我们输出了9部作品的版权，其中有3

本书已经出版，并吸引了包括西班牙最大的报纸

《国家报》的报道，其他作品也在翻译过程中。

在我从事版权工作的10年间，引进和输出的数

量比和输出区域发生了显著变化。2009年我社每年

输出10种版权，引进约150种版权。近期版权输出已

连续2年超过百种，输出区域也从10年前的越南、韩

国等周边国家，扩展到欧美、拉美、阿拉伯地区等。

文学作品输出版权，是向海外大众传播文化和

思想的最好介质之一。但目前海外版权输出，尤其

是严肃文学的输出很难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国

外很多出版社，尤其是知名出版品牌，抱着尝试的

心态出版中国文学，所以不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

预付金普遍较低，翻译成本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海外版权输出如何能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收益，

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下转第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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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乐：网络作品往往裹挟着

影视的热度，真正走入各个国家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网络文学

“走出去”，意义重大。如今“走

出去”的形态也更加多样化。浙

江文艺社从单品输出到一个门

类的输出，正形成一个“走出去”

的矩阵。要让“走出去”真正落

地，首先贵在“走出去”，同时，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优

秀的原创作品持续地支持，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与消化。

●顾爱彬：我们做文化做出版，

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

个赚钱多的行业，我们的首要任

务就是出精品好书，同时我们还

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

●龚海燕：我们将继续围绕“扎根

中国教育出版，讲好中国教育故

事”的目标，着力在产品、渠道、市

场下功夫，实施 4 个“1+1”计划，

即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将

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相结合，将

西方主流市场与“一带一路”及周

边国家市场相结合，以及将数字

版权与纸质版权相结合。

●鲁南：未来中国文学在国际市

场上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让海

外读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每个

时代都有好的作者和作品。另

外，当代作家涉及的话题和观念

将更加与国际接轨。希望尽最

大力量让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

作品在海外出版。

10年间，引进输出格局显著变化
■鲁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

《飘》玛格丽特·米
切尔著/傅东华译/浙

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出版

“牛津通识读本”帕

萨·斯达古普塔著/译林

出版社2008年出版

《中国艺术哲学》

朱志荣著/华东师大

出版社2012年出版

（德文、俄文版将于

2019年出版）

《隐身衣》格非著/美

国纽约书评出版社2016

年出版英文版（人民文

学社输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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