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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6月14日，在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
之前，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中国办事处揭牌，《穆斯林
的葬礼》马来西亚文版在北京正式发布。而在之前举办的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期间，北京出版集团驻马来西
亚办事处也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正式挂牌。

作为长期致力于推动中马教育、出版交流、中文推广
及文学互译的文化机构，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刚刚结
束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收获颇丰，不仅与北京
出版集团共同举办了中马出版高层交流会、翻译项目启
动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也与多家中国出版社进行了
现场洽谈，推进版权合作。在本届图博会举办期间，《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
吴恒灿进行了专访。

以书为媒 让文化相通

作为中马文化交流的使者，吴恒灿与中国的缘分始于
34年前。1989年12月，他陪同马来西亚教育部国家语文局
官方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见证了马中两国在文学、语文、
翻译和出版等领域合作的开始。2009年，为了进一步推动
马中文化交流，吴恒灿成立了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随后
又在马来西亚发起并推动成立了“中马一带一路出版中
心”。多年来，吴恒灿以书为媒，致力于推进马中两国间文
化、文学、翻译和出版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如组织翻译出
版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茅盾文学奖作品《平凡的世界》《穆
斯林的葬礼》等，受到马来西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1年，
在吴恒灿的推动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
由外文出版社和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共同翻译出版，
成为中马两国人文交流的新成果和传统友好的新见证。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传统友谊跨越千年，马来西亚国
内华裔人口众多，除了马来语和英语以外，汉语是使用最
多的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在马来西亚历来就有
不小的受众群体。”吴恒灿告诉记者，“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在马来西亚社会愈发受到重视，读者们对了解当代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世情和思想观念变革也产生了更多
兴趣和需求。这次书展上，我已经感觉到马中文化交流的
新热点、新机遇、新气象。”

以翻译为纽带 让人心相知

除了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的身份，吴恒灿还担
任了22年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会长。去年，吴恒灿
卸下会长一职，被委任为执行顾问。

1993年，吴恒灿担任编审，将冰心、丁玲、萧红等20
名中国近代著名女作家短篇小说选译成马来文，交由国
家语文出版局出版。其后，在他的带领下，马来西亚翻译
与创作协会启动了《水浒传》的马来文版翻译出版工作，
并在2001年出版。《三国演义》马来文版于2012年面世。
2015年《西游记》马来文版出版。而随着2019年《红楼梦》
马来文版面世，中国四大古典文学著作历经30年全部译
成马来文并出版发行，在马来西亚当地轰动一时。“这是
我人生中最大的永恒灿烂的计划，正如我父母为我取的
名字一样。”吴恒灿说。

吴恒灿认为，文学能够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两国民
众虽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但文学艺术作品
中所呈现的人性、情感、美的体验，以及对全人类共同关注
的议题的讨论，却可以触及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

多措并举 共促交流互鉴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自成立以来，就以“和合文化，
文化和合”为宗旨与奋斗目标，坚信中华文化是世界大同
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合与共，也是中华文化最精
髓的基因。吴恒灿认为，完成翻译出版并不是两国文化交
流的终点，要讲好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读者的心里，还
需要与中国的出版机构以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加深合作。

目前，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已和中国外文局以及北
京出版集团、浙江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等多家中国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签署
翻译合作项目百余部。“我们会针对马来西亚读者的关注
点，有目的地请中国出版机构提出候选作品。经过反复沟
通、试译，聘请对马中文化都有深入了解的译者，从而推
出优质的作品。”吴恒灿介绍，在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
不懈努力下，许多华裔民营企业家也纷纷加入对译介出
版项目的支持中，经常购买图书赠送给当地学校、图书
馆，既充实了出版经费，又推广了翻译成果。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与中国出版机构
的合作中，不断创新推广方式和方法，以期让中国故事真
正走近马来西亚普通读者。2021年，该中心与北京出版
集团共同举办了“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平凡的
世界》马来文版新书发布会暨路遥系列作品海外分享
会”。活动期间，双方共同邀请多国出版人、汉学家、侨胞
代表举办了读书会，就路遥系列作品展开了热烈谈论。

“北京出版集团是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中国的第
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吴恒灿坦言，“之所以选择北京出版
集团，不仅因为它实力雄厚，拥有丰厚的作者资源和内容
资源，更是因为我们通过合作能够确信，彼此都是专业务
实、勇于突破创新的文化企业。”他希望通过与北京出版
集团的战略合作，与中国的出版界、作家、学者、读者建立
更紧密的联系，不断推动马中两国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作品互译、人才智库建设、语言学习与教育合作等方面取
得更多实际成果，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
国之间的交流互鉴。

“和合文化”促进
中马文化交流互鉴
——访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
拿督吴恒灿
□本报记者 李婧璇

6月18日，为期4天的第二十九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闭幕。北京图博会
作为世界第二大国际书展，是重要的版权
贸易平台，版贸洽谈、版权签约是历届图
博会上的重头戏。本届图博会是世卫组织
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我国举办的首次以
线下为主的大型国际书展。中外出版人面
对面沟通，使得版贸合作交流更有成效，
有些重点图书或实现版权输出，或中外合
作出版，或以多语种图书亮相本届图博
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于这
些重点图书进行了分类梳理，从一个侧面
见证本届图博会期间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
要成果。

少儿图书图文并茂、浅显易
懂，更容易实现版权输出，是世
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
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近几年，少
儿出版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本
届图博会上，少儿图书版权输出
品种丰富，涉及主题出版、儿童
文学、绘本等多个品类。

近年来，少儿主题图书出版
数量和质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大
象出版社的“我的国家公园丛
书”是一部以第一批国家公园为
故事背景的原创儿童文学，该丛
书实现蒙文、印地文版权输出。
海豚出版社 《“一带一路”温暖
故事汇·“西诺瓦”们的中国妈
妈》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讴歌了
中国援外医疗队人道主义精神，
该书中文版亮相，阿文版合作出
版签约。

近年来，不少成人作家涉足
儿童文学创作，为儿童文学创作
与出版注入新风，这些精品力作
不仅受到国内小读者的欢迎，也
受到国外出版人的青睐。本届图
博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 《兄弟
俩》 输出波斯文版，它是作家肖
复兴以自己和弟弟童年成长经历
为蓝本创作的儿童文学。茅盾文
学奖得主张炜的儿童文学新作

《橘颂》 版权已输出 10 余个国
家，其中尼泊尔文版、阿拉伯文
版在本届图博会上签约授权。

除了版权签约，一些少儿出
版社还在本届图博会现场进行版
权输出成果展示。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
书经典书系”已有40余种图书版
权输出俄罗斯、日本等国。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携 《小山羊走过

田野》 英文、韩文、波斯文、阿
拉伯文多语种海外版新书集体亮
相，现场还签署了该书马来文版
输出协议。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
版社举办 《乌丢丢的奇遇》 德文
版新书发布会。教育科学出版社

《伴我长大经典童话》（13册） 僧
伽罗文版新书发布，并签署 《探
索吧！科学——幼儿科学启蒙经
典绘本》版权输出协议。

近年来，中外合作出版在绘
本创作与出版探索中日益深化。

“国际绘本坊”系三环出版社与日
本小学馆共同企划的儿童绘本国
际合作项目，首批作品 《我究竟
是哪条船？》《豆豆种子店》新书
发布，这种深度合作既有力地推
动了优质原创，更使得走出去的
目标一步到位。这种中外合作新
路径，为出版界同仁提供了借鉴。

少儿：输出品种更趋向多元化

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域和语
言文化的客观差异，海外读者对中
国文学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但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现当代中国文
学作品，一直受到海外读者的关
注。本届图博会上，作家出版社举
办“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海
外版权推介座谈会，该计划入选作
品《白洋淀上》的作者关仁山、《热
雪》的作者王松结合作品内容与自
身创作心得进行了分享。

作家、诗人叶舟的 《凉州十
八拍》 是一部聚焦河西走廊历
史、文化和优良民族精神的史诗

性长篇小说。本届图博会上，浙
江文艺出版社 《凉州十八拍》 输
出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阿拉
伯文、泰文、尼泊尔文等语种。
作家李洱的 《花腔》 先后被译为
德文、法文、韩文、英文、捷克
文等多个语种，其法文版再版多
次，德文版也在德国广受好评。
本届图博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腔》意大利文版新书发布。译
林出版社 《金色河流》 是作家鲁
敏暌违 6 年的全新长篇，译林出
版社签署该书的土耳其文版输出
协议，这也是鲁敏走进土耳其的
第四部作品。

《中国机器人》《战国红》《春
归库布其》《天晓—1921》《锦
绣》《AR全景看·国之重器》……
此次图博会上，辽宁出版集团将
10 年来集团获得的“中国好书”
集体走出去，成为辽宁出版集团
借助“中国好书”平台实现走出
去的大胆尝试。水运宪的 《戴
花》、老藤的 《北爱》、何顿的

《国术》、纪红建的《彩瓷帆影》，
它们同为当代作家的原创文学精
品力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就 4 本
图书签署俄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助力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学精
品图书更好地走出去。

文学艺术：现当代知名作家作品受关注

在现阶段积极拓展人文社科
学术图书走出去路径，不断提高
中国学术图书在相关领域的国际
地位，对于真正提升中国文化软
实力、夯实文化自信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本届图博会上，多种人
文社科类学术著作经授予版权，由
国外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
不仅意味着对著作者本人学术水
平的认可，更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
中国学术成果的认可。

“论世衡史”系列图书通过汇
聚目前国内文史学界一流学者的
原创精品力作，已成为四川人民

出版社的学术典范品牌。本届图
博会上，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施普
林格·自然集团进行该系列图书的
版权输出合作，对于引导国际学
界乃至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
国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演进历程以
及中国社会发展面貌，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大象出版社的“中
国 汉 学 研 究 史 论 丛 书 （1978—
2018） ”呈现中国当代汉学研究
的全貌，计划 2025 年同步推出
中、英文版。

本届图博会上，除学术著作
以外，更多的是面向大众读者的

人文社科图书，特别是聚焦中国
传统文化主题的图书走出去的数
量较多。浙江摄影出版社 《认识
中国》 输出俄文版，山东友谊出
版社 《图说国子监》《论语的力
量》 输出尼泊尔文版，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 《寻纸》 输出波斯文
版，新华文轩三苏文化工程将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版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观念
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 输
出英文版、波斯文版，这些为海
内外读者理解中华文明特质提供
了有力支撑。

人文社科：中国学术著作传统文化图书受青睐

当前，中国主题图书已逐渐成为国际
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寻
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在近年走出
去各种图书类别中，主题图书无论在版权
输出品种还是从海外市场的表现来说都
可圈可点，主题图书走出去也成为本届
图博会上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这些中国
主题图书及时、很好地回应世界对中国发
展的关切，使海外读者更加准确全面地认
识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平易近人：
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已输出英
文、日文、俄文等20个语种，已出版韩文、
泰文、老挝文等8个语种。本届图博会上，
该书西班牙文、印地文签约仪式举行，让更
多的国际读者进一步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独
具特色的语言魅力。

今年 3 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
书”（第一辑） 英文版成功签约。在本届
图博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该丛
书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签约仪式。丛书
的海外出版对于帮助世界人民正确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新道路、新征程具
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同样是“中国式现代
化”选题，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式现
代化论纲》将出版全球英文版，并同步签
约日文、韩文、土耳其文版，向世界各国
介绍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和成就。

本届图博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连推两个系列著作，与泰勒弗朗西斯集团
合作推出“中国视角”系列，与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合作出版“全球视野下的中
国”书系。

浙江人民出版社《共同富裕的中国方
案》输出英文版，安徽人民出版社《谱写
发展奇迹：新中国重大经济成就精讲》输
出韩文版、乌尔都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简明中国经济史》英文版发布，中
译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将合作推
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英文版，以上均
为知名专家的权威经济学著作，向外国读
者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人民邮电出版
社《善作善成：中国网络扶贫纪事》阿文
版新书让海外读者客观认识中国扶贫的真
实情况和伟大创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
社“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丛书
（5 卷） 阿拉伯文版新书发布，新世界出
版社《中国关键词：文明理念篇》输出波
兰文、韩文等在内的6个语种版权……这
些主题图书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目标，为海外读者理解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

主题出版：
从“阐释中国”
到“中国阐释”

以书为媒，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重点图书走出去扫描
□本报记者 范燕莹

参观者在图博会上翻阅图书。
本报记者 张雪娇 摄

在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展商以书为媒，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本报记者 张雪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