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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童书译介之桥，推动中国故事 “走出去”

———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童书译介启示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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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的童书译介在海外产生了不错的反响。究其原因：一方面，童书译

介内具潜力；另一方面，国家的支持和打造精品的意识助力童书译介。未来的童书译介还需注重以下四

点：一、在创作、研究、出版多面开花的基础上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二、构建中外童书交流的有效平台，

谋求发展新径；三、重视海外阅读市场的变化，为异域读者量身打造、翻译文本；四、建立数量充足、

语种丰富、品质卓越的译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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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景目标。作为中华文化国际展现的重要途径之

一，海豚出版社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童
书译介工作，出版作品在国内外反响不俗，尤其是

其７０—９０年代的童书译介经验对当下中国童书的
走向世界具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的
童书译介概貌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海豚出版社就作为外文出版
社旗下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而存在，共童书译介旨在

传播真善美的文艺作品。８０年代以后，出版内容
转向传统文化。以１９８６年挂牌为界限，之前的出
版物以现实类和艺术类作品为主，单行本居多；之

后的出版物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俗故事和科

学童话为主，并开始逐步形成系列化出版格局。

“美猴王丛书”“中国神话故事丛书”“中国古代科

学故事丛书”“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科学童话丛

书”等系列丛书都出自这一时期。９０年代初，在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建立三资企业，成立经济

特区的背景下，海豚出版社和台湾光复书局合创光

海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这一时期，海豚出版社又出

版了一些影响颇大的图书，如 《英汉图解词典》

《无敌英语》 《动物图鉴》等。虽然这些书仍使用

外文社的书号，但是海豚出版社已愈加独立，成立

了自己的发行部、公关部等。

海豚出版社主要依靠外文社的各语文部翻译

出版童书。受限于小语种的翻译能力，不少长篇幅

的佳作如 《本草纲目》 《我的前半生》等未能翻

译，于是被编译为 “小东西”———图文并茂的童

书。这是童书译介语种最为丰富的一个主因。一旦

选题确定，其译介语种的确定就需考虑发行地区的

基情。成本高、艺术性强的作品被译成英语、法

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等。如果这五个基本语

种的出版效果佳，其他小语种版再予以跟进。海豚

出版社出版作品的翻译过程严格且复杂，需经初级

翻译、中级翻译和高级翻译三个阶段。彼时的翻译

多非译者独译，因此很多作品并无译者署名。海外

发行方面，海豚出版社关注甚少，相关事宜全权由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童书以儿童画册和连环画册

为主要形式。儿童画册以图画释故事，体裁以童话

为主，如 《两个石匠》 《猎人海力布》 《雪孩子》

等。连环画册的文字稍多，配图旨在弥补图画，页

间紧密相连，内容连贯。连环画册通常取材于中国

民间故事或神话，如１９８７年的 《取火种》 《盘古

开天地》 《劈山救母》 《牛郎织女》；１９８９年的
《哪吒闹海》 《神农鞭药》 《精卫填海》 《女娲补

天》《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后羿射日》《愚公

移山》；１９９１年的 《大禹治水》 《金色的海螺》

等。开本方面，有四种：２４开、２０开、１６开和１２
开。文本、绘画俱佳的作品制成大开精装本，如

《灯花姑娘》《两个石匠》。这些作品大都是获奖作

品，现今仍被国内的一些美术馆收藏。发行至西方

发达国家的作品不能使用平装的小薄本，因为童书

信息量有限，如不用精装本，会影响销售。发行至

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则迥然，价格实惠的平装本更

受认可。

海豚出版社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错的海外影

响。例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原是一部引发国内

轰动的动画片，后通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分镜头

选出一些适合成册的画面，汇编成连环画册。其文

字部分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供初稿，海豚出版

社进行编辑润色，以大１６开本进行出版。该书被
译成２６种语言，其中包括一些非常少见的语种，
如豪沙文、斯瓦希里文、乌尔都文等。著名画家周

思聪的 《暴风雨前后》，大２４开薄本，被译介为
十几个语种，海外反响不俗。“美猴王丛书”在海

豚出版社还未正式成立前曾以外文社的名义开始出

版：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出版了３４本，被翻译成七八
种语言；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中文版 “孙悟空系列”

出版，共３４本；２００８年外文社又从３４本中精选
出１０本作为英文版的系列丛书。

以 《雅尼画猴》《田原画册》为代表的儿童画

册受到海外读者的一致好评。《雅尼画猴》被译成

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西班牙语五种语言，其

作者王雅尼被邀请至这五个国家表演作画。此后，

日本对 《雅尼画册》进行重新选编，日文精装画

册问世。《田原画册》影响亦极大，其主题为中国

民间的人物、静物，反映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不少

日本的株式会社将其制成日历，或在麻布、棉布中

采用其图案制成挂毯，其欢迎度可见一斑。

中外交流的影响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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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的。海豚出版社的海外影响反向助推了童书的

国内出版，扩大了海豚出版社的国内影响力。一方

面在国内掀起了中文版的翻印热潮，如 《布娃娃

找房子》《动物园》等，不少当年影响力不凡的作

品，现今仍在进行中文版的重印，如 《嫦娥奔月》

《胖嫂回娘家》以及 “美猴王丛书”等。另一方

面，有关童书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海豚出版社的

图书因其高品位、高质量曾多次在国内外荣获优秀

图书奖。诸如 《希望之声》 《科学童话》分别获得

第四届、第五届冰心儿童图书奖 “背包丛书”；

《最好的幼儿百科》被国家教委推荐为优秀读物；

《曹冲称象》在埃及获金奖；《鲤鱼跳龙门》《灯花

姑娘》等书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列为小学生

必读书。［１］

二、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童书译介之启

（一）内因：童书译介的优势

任何国家的优秀童书均是关系到全人类下一代

健康发展的 “人学”，具世界性阅读的潜力。首

先，卓越的童书创作是全球化语境下的 “立人”

之作，集纯真性、审美性、教育性于一体。任何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童书佳作都含蕴世界性因素，它力

求表现全人类共通的、基础的精神要求与基本美

德，内涵童心、自然、游戏、社会化发展等全球童

书的共享因子，是跨地域性的。其次，从某种程度

上说，世界儿童文学从同一摇篮孕育而出，即人类

最初的文学形态、儿童文学创作重要的源泉之

一：上古神话。相隔万里的中国和欧洲常流传着情

节相似的童话，如法国夏尔·贝洛的 《灰姑娘》、

丹麦安徒生的 《皇帝的新衣》和爱尔兰乔纳

森·斯威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均可在中国古籍

《吴洞》《高僧传·鸠摩罗什》和 《太平广记·新

罗长人》中觅寻到类似书写。再次，儿童生理和

心理发展虽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形成，呈现

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但是发展的同构性使这种不平

衡性和差异性游走在一定范围内，或早或晚，或高

或低，始终处在个体进化复演的系统之中。任何一

部形象感优，语言深入浅出，直抵童心的精品都可

在他乡拥有惺惺相惜的读者。

童书译介的异域接受度性更强。一方面，童书

在阅读和交流的过程中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较少，

尤其在走出本土语境进入异域阅读场域后，其文化

与审美的拣选域更广，传播度更强。童书经典扮演

着全人类纯洁灵魂的建筑师的角色，与历史概念、

政治概念无关。它们可经历代读者共赏，可被反复

译介。另一方面，童书译介的主题多直面中国儿童

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共时问题与动向。这些主题不但

能令目的语语境的儿童读者和把关人更全面、客观

地了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和文化特质，而且与受

众间的零距离较易使其产生共鸣感和认同度。

（二）外因：国家支持与精品打造

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的童书译介离
不开国家的支持和打造精品的共识。国家的大力支

持整合优化了各种资源，使海豚出版社在选题、翻

译、发行等各个方面尽显优势。选材方面，海豚出

版社不但可对国内出版社的作品进行直选，而且还

可在各类图书展、绘画展上进行作品直选。翻译和

发行方面，可依托外文社的翻译力量和国图公司的

发行力量确保高质的译介。那一时期涌现出很多选

题好、内容佳，图画棒、译质优、发行高效的

精品。

转企改制后海豚出版社发扬原有的出版优势坚

持精品出版，引进名家名书，走创立品牌之路。［２］

打造精品是７０—９０年代海豚出版社出版人的共识，
有耐心，不急于求成，做书周期很长。以 《雅尼

画猴》为例，海豚出版社在王雅尼 ２岁时立项，
跟访４年，到其６岁时，才从她的上万张画里选编
出作品进行翻译、印刷，其８岁时出版成书。前后
算下来，此书出版历时 ６年。此外，７０—９０年代
的海豚出版社注重品牌丛书的出版， “美猴王丛

书”“中国神话故事丛书”“中国古代科学故事丛

书”“中国古代科学家丛书”“中国民间故事丛书”

“科学童话丛书”等，各个印装精美、内容有趣且

富有教育意义。

三、我国童书译介前瞻

在高洪波主席和王泉根教授的笔下，中国已经

具有走向世界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客观条件。［３］创

作方面，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传播的是人

类的是非标准以及其内心最为珍重的信念。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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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和信念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它既普遍，

亦特殊，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文学的普遍价值一

般指涉真善美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童书

的形成、发展和交流亦是基于真善美的价值观，产

生了异域读者的阅读共鸣，形成了文本的跨域阅

读。在国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中的提名与获奖是中

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场域内不可或缺在场性

的有力体现，亦是中国童书蕴含世界性因素的外

显。“国际安徒生奖”（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Ａ
ｗａｒｄ）是目前世界儿童文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伊始，中国就有多位作家和插画家
获得该奖提名，如孙幼军、裘兆明、张之路、陶文

杰、秦文君和熊亮等。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作
家曹文轩喜获这一最高荣誉，实现了中国人在该奖

上零的突破。研究方面，“国际格林奖”是与 “国

际安徒生奖”齐名的世界儿童文学界的另一权威

奖项。２０１１年，理论家蒋风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
中国人；２０２１年，儿童文学教育家、评论家朱自
强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出版方面，全球童书

出版的繁荣为我国童书的海外译介奠定了良好的外

部基础。在纸媒 “黯然屈身”与新媒 “闪亮出场”

的背景下，童书出版仍能逆风前行，实属当之无愧

的 “朝阳产业”。根据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Ｇｌｏｂａｌ所提供的
《全球出版行业名录》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目前全球有８４２家出版社出版童
书，出版渠道极为丰富。

尽管具备内驱力和外在客观条件的双重优势，

未来的中国童书译介仍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未来的中国童书要保持创作的独立性，

需在与他国的交流、互赏、思辨、借鉴之时，谨防

被异化，要坚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童书创作

的独立性是其走向世界的基础，是世界童书创作健

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是解决全球儿童发展问题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当今社会问题带有全

球性，全人类共临，单个国家的努力必是杯水车

薪；另一方面，童书所富含的价值与问题虽具共

性，但无法通过某个单一国家文学得以全现。全球

问题必通过世界各国协商解决，世界童书创作与发

展须在各国、各地区童书创作与发展的基础上得以

充实与完善。

第二，中国童书应与他国童书在对等的地位上

共同构建世界童书发展的新模式，要抓紧建立中外

童书交流的有效对话平台。中国童书译介的跨国

性、跨文化性和跨语言性决定了在其发展过程中需

处理好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对话关系。遗憾的是，目

前两者交流的有效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外方强势

自语，中方倾听过多。世界童书间的交流应以尊重

双方主体性为基础，承认差异性，在动态中寻求对

话的切入点、共通点和平衡点。只有具备了此意

识，双方才能自识各自的局限，使弹性度变大，扩

容异质性意见，继而把对方意见和自我反省带入对

话，形成新型的、高效的文化对话机制。这种差异

性和包容度的共在，既尊重了双方，又保留了分

歧，可长久地保证交流双方的童书业朝健康方向发

展。具体地说，中国童书要在谋求自身发展、保持

独立性的基础上自信而积极地译介，倾听 “他者”

同时，多发己声，在求同存异中融己于世界童书发

展之潮。

第三，中国童书要在全球文学发展惰期趋利避

害地谋求发展的新径。如今全球文学创作环境巨

变：其一，消费社会导致人、物关系剧变，消费的

异化激化人类物质欲望的膨胀。其二，电子经验取

代自然经验，带来了人的齐一化、均质化以及生活

场景的碎片化和插曲化。以上问题使中国童书创作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写作经验极可能丧失

独特性，同一化生活模型的出现使作品趋于雷同；

其次，作家的生活形态呈现非社群化，深入儿童生

活的能力下降，创作缺乏儿童性、故事性。此背景

下，如何避开全球文学惰性影响，充分挖掘中国童

书史变迁的 “富矿”以丰富文本内涵，创造出故

事性强、儿童味足且具真善美价值的文学佳作是未

来中国童书自身发展的重大命题。

第四，未来的童书译介需重点关注海外阅读市

场变化。一方面，异域读者对当代童书作家可接触

性的期待与日俱增。传统文学场域内，作家与读者

见面概率小，一切关系建立在文本之上，作品的深

入人心仅因其思想与文字。而今，影响作品阅读的

因素较复杂，作品优劣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作

家和读者间已形成新型关系。异域的童书读者更期

望能在文本阅读外深入了解作者，并与之互动、沟

通。他们尤喜关注作者在收音机、电视等多样渠道

上的访谈，条件成熟时，作家甚至会亲临现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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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内容、作家思想、审美阅读等层面与作者面对

面交谈。为了能将更多的异域潜在受众转化为实际

受众，中国童书的世界性阅读可在官民共推的基础

上，加强童书作家的自我宣传。如，积极参与目的

语语境内的演讲、访谈以及参加各种读书会活动；

开通例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等开放性
平台，并实时更新平台上的内容，保持与受众的紧

密联系，这是提升作家海外形象、深化其作品内

涵，扩展异域影响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童书目

标读者的阅读惯习多未成型，更具兼容性和可塑

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多元文化主义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达成共
识，各年龄段的儿童对这个多元的世界都有着或多

或少、或深或浅的意识。在他们心智发展的过程

中，用真善美的各国童书培育其广博的阅读视域，

塑造其健康的灵魂不无裨益。

必须指出的是，打造文本和翻译文本是横卧在

中国童书世界性阅读道路上的两只 “拦路虎”。第

一，在中国童书的目标语语境内罕有为异域目标读

者量身打造的文本。笔者认为，中国童书译介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是树立与海外教育系统无缝对接的

意识，阶梯式地选出、编出、译出既符异域教育政

策又适宜教育教研的文本，在努力实现与海外教育

体系挂钩的过程中双语并重、并行。第二，从历年

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委会主席名单中可看出，迄今的

１４位主席中有４位来自美国，２位来自澳大利亚，
其他８位分别来自英国、斯洛伐克、加拿大、西班
牙、伊朗、南非、丹麦和巴西。在评委所掌握的语

种中，汉语并不属于优势语种，中国儿童文学必须

在翻译中实现其世界性因素的外显。在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８年两届评委会的２２位评委中，只有来自中国
的吴青知晓汉语。所有评委的通用语均为英语，其

他的主要语种还有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葡萄牙

语。由此可见，建立数量充足、语种丰富、品质卓

越的译者队伍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鉴于此，要展开中国童书的世界性阅读全景画

卷尚需不短时日，需面对一个 “时间差”的问题。

如果把百年来西方童书在中国传播比作是青年，中

国童书的译介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我们拥

有丰厚的西方文化的积累，我们的广大读者也都能

较轻松地阅读和理解译自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

作，而西方则不具备我们这样的条件和优势，他们

更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

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读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普通读

者，其接受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

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４］

要充满信心的是，世界童书发展定会于交流发

展中渐入更高阶段。在中国童书译介的最佳发展

期，只要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潜能，全面调动国内外

各参与方的主体性，疏通各个传播渠道以优化主体

间性，交流逆差之状必扭转，进入历史新阶段———

交流双方无论在强弱程度还是优劣形势上都会逐渐

中和，更为多元、灵活、客观、普适的童书风格和

标准将问世。而这有待时间的磨砺。

四、结语

综言之，在世界童书出版的坐标之中，无论以

怎样的方式进行描绘，中国童书都注定是一个无法

绕开的基点。童书的国际传播同样是传播我国语

言、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窗口。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
海豚出版社的童书出版史彰显了蕴含世界性因素的

立人之童书，表现着全人类共通的、基础的精神要

求与基本美德。随着海外受众对中国兴趣的日增，

只要不忘打造精品的初心，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大

童书海外译介的力度，令异域的目标读者管中窥

豹，增强对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兴趣，中国童

书的世界性阅读定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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