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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本期栏目向读者推荐的三篇论文，涉及对绘本译介、地方童谣和儿童文学文化资源的研究。
关于绘本译介研究一文，师莹、徐庆莉二人定位原创抗疫绘本，着眼于特定背景下产生具有特殊内涵的绘

本，从译介内容、主体、途径、效果等方面分析中国原创抗疫绘本的译介特点，由此提出改进中国原创儿

童绘本的译介模式的观点。关于对地方童谣的研究一文，张耀丹定准四川达州地区童谣，通过对地方童谣

的叙事学解析，透视达州童谣在审美和反映生活方面的多重意义。最后一篇文章是对文化资源的探讨，虽

然在西方儿童文学中不乏炼金术元素题材的创作文本，但其魔幻、神秘的色彩为儿童打开了丰富的想象空

间，魏紫荆从儿童的接受心理出发，探讨了西方儿童文学对炼金术文化资源的汲取，提出中国作家不能只

关注炼金术 “点金”和 “融合”两个外在特点，而是应将视角更多地放在炼金术中哲学、人性等深层维

度的思索。

数字全球化时代中国原创抗疫绘本的译介与启示

———以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为例

师　莹，徐庆莉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外语系，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８４）

摘要：２０２０年２月，中国童书出版界参与并发起了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数周内，１１本中国

原创抗疫绘本的多语种版本通过网络公开发行，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该项目的成功因素包括精选译

介内容、管理译介主体、创新译介途径、关注译介效果。将来中国原创绘本要更快、更好地 “走出去”，

应从把握绘本译介和出版时机，采用多模态、多维度传播路径，以及多种推广方式并用三个方面提升中

国原创儿童绘本的译介效果。

关键词：原创绘本；抗疫绘本；对外传播；版权输出；译介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０１－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１

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ｏｏｋｓａｂｏｕｔＣＯＶＩＤ－１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ＳＨＩＹｉｎｇ，ＸＵＱｉｎｇｌ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５２４０８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ｏｆ２０２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ａｂｏｕｔＣＯ



ＶＩＤ－１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ｗｅｅｋｓ，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１１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ｏｏｋｓｗ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ｏｕ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ｉｔ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ｓ，ｇｏｏ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ｕｓｈ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ｘｐｏｒ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一、引言

长期以来，引进版绘本主导我国绘本市场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虽然在出版人、作者、译者和学者

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优秀原创绘本不断涌现、绘本

外译进程不断推进，但要真正实现中国原创绘本

“走出去”甚至 “走进去”，仍任重而道远。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原创抗疫绘本对外译介活动较为活跃。例如，

新世界出版社与蒲蒲兰绘本馆合作推出了多语种的

抗疫主题系列图书；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的 “童心战 ‘疫’·大眼睛暖心绘本” （６册）已
实现５国版权输出。特别是由中国童书出版界参与
发起的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自２０２０
年２月２９日发出倡议以来，４月２日即通过 “生

命树童书网”在线展示了１１本中国原创抗疫童书
的十几种语言版本，为数以亿计的世界儿童提供免

费阅读。［１］抗疫绘本译介速度之快、渠道之广、语

种之丰，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译介历程中实为罕

见。由于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儿童的阅读习惯正

在发生改变，并加速了绘本译介和出版的步伐，疫

情又进一步推进了数字全球化进程，使儿童文学译

介模式呈现新特征。本文以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

共读”项目为例，在数字全球化语境下分析中国

原创抗疫绘本的译介特点，力求为中国原创绘本更

快、更好地 “走出去”提供一定启示与借鉴。

二、“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译介情况综述

２０２０年２月底，为帮助世界儿童缓解焦虑情
绪、传递抗疫知识、增进国际理解和友谊，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 （ＩＢＢＹ）主席张明舟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出了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的倡议，

呼吁出版社和个人捐赠抗疫童书的国际版权，号召

志愿者免费将获赠童书译成外文。该倡议得到各界

人士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时间便收到捐赠作品

６０部，专家组挑选出 １１部重点推荐作品后，由
２００余名志愿者 （大多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师生、知

名儿童文学译者）译为英、日、法、德、俄、西、

韩、意等十几种语言，后经重新排版设计，最终于

４月２日在 “生命树童书网”上线，免费供全球儿

童阅读。得到译介的图书是兼具 “民族特色”和

“国际视野”的优质原创绘本，体裁涵盖抗疫科普

类和抗疫故事类两种，译介语种各不相同 （详见

表１）。
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传统出版业发展受

阻，数字出版使及时、大量的译介活动成为可能，

数字化技术在译介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宏观上，从译介内容的遴选、到译介产品的排

版设计、电子读物的上线、推广都离不开网络平台

的技术支持；微观上，初译、术语管理、审校、清

稿、通读检查格式等翻译环节都可通过微信群等社

交媒体有序推进。［２］

该项目已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被国内外主流

媒体争相报道。目前，韩国、泰国、日本、蒙古

国、柬埔寨等国已开始在各自国家向儿童读者推

介该网站。［２］自上线一个月，已有来自５３个国家
近２００００次访问量。不仅如此，全球最大的图书
馆内容提供商赛阅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将把该项目的
童书放在他们７８个国家的４５万个图书馆里。［１］

可见，此次译介活动已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对

中国原创绘本的创作、出版和译介必将产生更加

深远的影响。

三、“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译介特点剖析

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走向海外，能否成功跨越语

言与文化的障碍，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其结果受

多元因素影响。译介内容、译介主体和译介渠道的

选择共同决定了作品的译介效果。下文从以上几个

方面剖析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的译介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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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译介情况

出版机构 书名 体裁 译介语种 译介主体 出版类型

四川大学出版社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ｔｈｅＶｉｒｕｓＴｈａｔＷｅａｒｓａＣｒｏｗｎ 科普类 　　　　　　　　　　　　　　　　

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
《九千毫米的旅行》 故事类 阿拉伯语、尼泊尔语

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
《新型冠状病毒走啦》 故事类

日、法、德、俄、西、韩、意、

荷、斯瓦西里语

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
《战病菌》 科普类

英、日、德、俄、西、韩、意、

阿拉伯语

青岛出版社 《不一样的春节》 故事类
英、日、法、德、俄、西、韩、

意、阿、葡、波斯语、斯瓦西里语

电子工业出版社 《阿干必胜》 故事类
英、日、法、德、俄、西、韩、

意、阿拉伯语、波斯语

晨光出版社 《病毒病毒我不怕》 故事类
英、日、法、德、俄、西、韩、

意、阿拉伯语、波斯语

速溶综合研究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 科普类 英、日、德、西、韩、意

长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

《写给孩子的病毒简史》 科普类
英、日、法、德、西、韩、意、

阿拉伯语

《等爸爸回家》 故事类

英、日、法、德、西、韩、意、

泰、阿拉伯语、波斯语、尼泊尔

语、斯瓦西里语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打怪兽的１０个方法》 故事类

英、日、法、德、俄、西、韩、意、

阿拉伯语、波斯语、斯瓦西里语

志愿者

电子绘本

（一）精选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解决的是 “译什么”的问题，其本

质包括对作品、文体、作家等方面的选择。［３］精选

译介内容是保证翻译质量、提升译介效果的前提。

根据专家组拟定的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

目”图书遴选办法》中可以看出，项目组从获赠

的６０部图书中遴选出１１部进行翻译，作品质量是
专家们考虑的第一要素。遴选专家指出：“这１１种
书在知识上具有科学性和普及性，在文化上具有普

适性，在情感上具有共鸣性，在审美上具有儿童

性。”［１］例如 《写给孩子的病毒简史》和 《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虽是科普类绘本，但它们

将知识性和儿童性有机结合，读起来并不枯燥。

《九千毫米之外》和 《阿干必胜》虽是故事类绘

本，但它们将科学知识与文学故事相融合，使孩子

们在阅读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科学知识。除

了内容具有融合性外，这些绘本的绘画艺术高超、

装帧设计精美，能符合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

影响译介内容选择的另一因素是作品的可译

性。并非所有的优秀原创作品翻译过来都能取得良

好的译介效果。正如谢天振所述：“在对外译介中

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时，应挑选具有可译性的，

也就是在译入语环境里容易接受的作品首先进行译

介。”［４］遴选作品时，专家们考虑到 “中国孩子能

读的，外国孩子不一定能读。再比如儿歌、海报、

挂图等不好翻译，因此我们进行综合考虑，选出适

合在国外传播的童书作品。”［１］在专家选出的１１部
作品中，只有 《战病菌》是连环画，其余均是绘

本，虽然大大降低了翻译难度，提高了翻译效率，

但不可避免地使译介图书的体裁趋向单一。待今后

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接受环境得以改

善，可考虑将儿歌、海报、挂图等形式更为丰富的

儿童文学作品译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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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指译者。译者的翻译能力和职业素养

对译介作品是否成功产生重要作用。“全球抗疫童

书互译共读”项目的译介主体比较特殊，它包含

２００余人的翻译团队，其中八成来自上海外国语大
学高级翻译学院，核心译者还有儿童文学翻译家马

爱农、吴刚等。［１］这种具人数优势的学生译者与经

验丰富的翻译家相结合的主体结构，既能保证多语

种翻译任务高效推进，又能保证翻译产品的质量，

是较为理想的组合模式。从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接到翻
译任务开始到４月２日电子图书上线，一个月内翻
译团队完成了十多种语言的翻译任务，共完成８８本
译作，这得益于译者团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半夜三更，志愿者们常常在微信里互相切磋，最终

每本书１０天就能翻译完成。”［１］团队组长吴刚教授感
叹道：“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有报酬都未必能撑下来，

大家全靠一股爱心撑着，最后居然做成了！”［２］

要管理人数众多的译者团队实属不易。加之抗

疫时期译员居家隔离，如何保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译员通力合作、如何进行质量管理和时间控制，也

是项目组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

读”项目采用了翻译职业化时代流行的项目管理方

式，将翻译流程分为初译、术语管理、审校、清稿、

通读检查格式等环节，［２］分工明确、流程清晰，实现

了翻译质量的严格把控。对比阅读绘本的英汉版本

不难发现，译文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主要内容，保

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行文风格。译者在直译的同

时也恰如其分地 “对原作信息进行艺术 ‘开采’和

艺术 ‘加工’”［５］。例如 《等爸爸回家》的汉语原文

“这种病毒很厉害吗？”译为 “Ｉｓｔｈｅｖｉｒｕｓｓｃａｒｙ？”，
“我问妈妈”译为 “Ｗｏｒｒｉｅｄ，Ｉａｓｋｅｄｍｏｍ”，灵活的
翻译方法使译文更加生动。除此之外，多本科普类

绘本涉及的专有名词都采用统一译名，如 “飞沫”

（ｄｒｏｐｌｅｔ）、“隔离”（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隐性感染”（ｌａ
ｔｅ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等。这些细节不仅反映了译者的职业
素养，也体现出项目管理模式的优势。

（三）创新译介途径

一般来说，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途径主

要有两种：中国官方机构主导下的 “主动译出”和

国外主流出版社主导的 “海外出版”。［６］而 “全球抗

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通过捐赠国际版权的创新途

径译介中国原创抗疫绘本，其原因有二：首先，疫

情当前，与世界儿童无偿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体现

了中国出版人的大爱精神。捐赠国际版权 “让国外

看到中国童书、中国出版的真实样貌，更体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１］这对扩大中国童书的世界

影响力意义深远。其次，“图书版权输出过程较慢，

干脆将版权捐出来”［７］。捐赠国际版权省去了寻找

国际图书代理公司、寻找海外出版社、拟定版权转

让合同等复杂环节，大大提高了译介效率。

网络出版是此次译介的另一创新。数字全球化

时代，“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已成为主要

特征。特别是疫情期间，出版社传统业务加快向数

字化转型，电子书、有声书、直播讲书等数字出版

形式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

读”项目顺势而为，将十多种译本在网络平台同时

发布，这种多语种的网络出版模式能及时、快速地

产生较大规模影响，在儿童文学译介中还不多见。

正由于此次译介独辟蹊径，在特殊时期摒弃传

统的海外输出版权＋纸质出版的渠道，采用捐赠国
际版权＋网络出版的途径，实现了翻译传播的及时
和高效，展示了中国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为中国

童书界起到积极的宣传效果。马来西亚同行计划将

入选图书翻译成马来文出版，巴基斯坦同行计划制

作这些抗疫童书的音频视频资料。［７］可以预料，将

来会有更多优秀原创绘本 “走出去”，中国童书在

国际童书市场的影响力也会逐步彰显。

（四）关注译介效果

谢天振指出：“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

题时，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

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４］重语言转换之 “译”而

轻作品传播之 “介”，是导致中国文化外译效果欠

佳的原因之一。对译作进行积极推广和营销，有助

于译作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和认可，真正实现作品的

有效传播。“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自４月
２日正式上线以来，非常注重海外推广。项目组邀
请安徒生插画奖获得者、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为

生命树童书网设计了海报和标识。［２］图书上线当

天，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ＩＢＢＹ）主席与秘书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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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８０个国家分会发信推介该网站和项目图书。
目前，韩国、泰国、日本、蒙古国、柬埔寨等国分

会已开始在各自国家向儿童读者推介，其他国家分

会的推介也将陆续展开。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对项

目进行了报道，如瑞典南部地区最大报纸 《瑞典

南方日报》撰写专题文章介绍该项目；加拿大、

英国、马来西亚、黎巴嫩等国出版人、作家都对项

目给予高度认可和期待。该项目已产生较大的国际

影响力，各国同行纷纷表示将继续推进此项目，为

真正实现全球抗疫童书共读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已

上线的绘本将被接力译为马来文、蒙古语等；外国

作家创作的 《谁偷走了王冠》 《我们的小英雄汉

娜》 《合作吧，图画书！》等绘本陆续在生命树童

书网上线。［１］可见，该项目得到了儿童文学从业人

员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反响，而有关此次译介的受

众———世界儿童读者对此次译介的评价，还有待时

日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四、启示

“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是数字全球化

时代儿童文学 “走出去”进程的成功案例。正由

于项目组对译介内容、译介主体、译介途径的准确

把握，才达到较好的译介效果，传播了中国抗疫的

成功经验、扩大了中国绘本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今

后中国原创绘本对外译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

启示。

（一）把握时机推进绘本译介和出版

近年来，国内各少儿出版社开始与国外出版社

积极合作，推进原创绘本版权输出，但原创绘本海

外译介和出版总量仍不容乐观。原因之一在于版权

输出的时机问题。不可否认，中国文学、文化走出

去 “实际上是一种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 ‘逆

势’译介行为”［４］。这种 “逆势”译介实属不易，

选择恰当的输出时机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应结合

国外图书市场的热点和当地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

行”［８］。“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正是在抗

疫特殊时期瞄准国际图书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我

国丰富的抗疫图书资源，实现抗疫图书的译介和推

广，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因而文学作

品译介之前，要充分了解目标国图书市场的热点和

需求，有的放矢、把握时机，才能避免由于盲目译

介导致的效果不佳问题。

（二）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多模态、多维度的

文学传播

“数字化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得文字、影像以

及声音三大符号媒介得到有效的融合。”［９］文学传

播也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实现多模态、多维度的传

播。“全球抗疫童书互译共读”项目采用数字出版

的渠道，不仅提高了译介的效率和规模，也满足了

抗疫期间小读者居家隔离开展云阅读的需求。除数

字出版外，后期推广还可以配备有声书、抗疫绘本

ＡＰＰ等更为多元的阅读介质，甚至借鉴中国科幻小
说海外推广的经验，将抗疫绘本改编为网络视频、

儿童音乐剧、儿童电影等，采用文本、图像、音

频、视频相结合的多模态、多维度的传播路径，进

一步扩大中国抗疫绘本的海外影响力。

（三）多种推广方式并用，提升译介作品的海

外传播效果

文学作品翻译完成只是作品迈向海外市场的第

一步。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不仅需要作者、译者、

版权输出方、版权引进方通力合作，还需要通过新

书发布活动、知名人士撰写书评、主流媒体积极报

道等多种推广方式吸引海外市场关注。“全球抗疫

童书互译共读”项目自上线以来，通过多种推广

渠道扩大国际影响，如邀约知名插画家参与网站设

计、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推介项目、海外

主流媒体积极报道等。多种推广方式并用，提升了

译介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抗疫绘本的成功翻译不

仅传播了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还传播了中国出版

人的大爱精神，为今后更好地推动中国童书走出去

提供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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