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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中华文库》有了新的
使命。2018 年，工委会启动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的翻译出版
计划。2019 年，《大中华文库》“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
批，84种）被确定为2019年度国家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第二批也在着
手筹备。

在杨牧之看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新的路
径，也给《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带来
了现实机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而文化
典籍恰是沟通民心的重要

媒介，从这一点看，《大中华文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
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大体分
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
2016 年，用 20 多年的时间完成了
汉英对照版 110 种的译介出版；第
二阶段是为进一步扩大《大中华文
库》的国际影响和受众覆盖面，进
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中
华文库》工委会经过多方论证，
2007 年立项启动《大中华文库》多
语种版的编纂出版工作，截至2018
年，多语种对照版 193 种已经陆续
出版 170 多种，以法语、阿拉伯语、

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
日语、韩语等 8 个文种出版中国最
经典的典籍作品。国内 30 多家出
版单位先后参与这项国家重大文
化出版工程。

而《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出版计划的
启动，则标志着该项目开始了第三
阶段。“这是一段新的征程，我们希
望有更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版
单位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将这项
光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杨牧
之说。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李子木）

目前，在学校及一般社会民众中，对
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大体上以讲座
的形式为主。发展到今天，可以提高一
步，由以“讲”和“听”为主，逐步转向以读
为主。

读和听是不同的。读是主动的学习，
读的过程同时是思考的过程，从认识字
词，明白文义，到领悟义理，乃至触类旁
通，温故知新，由浅入深，每一步都要经过
自己的学习思考。得来的是自己的认识，
经典的思想就真正成为自己的了。而听，
是被动的。听的过程，听者的思维只能跟
着讲者走，没有充分思考的时间。听到的
内容，又主要是经过讲演者咀嚼消化后得

出的结论性意见，很少能了解其由浅入深
的学习思考过程。这样被动接受结论性
的知识，也可以有收获，但难以真正成为
自己的认识。

读是直接面对经典，与经典对话，对
经典的了解是真实可靠的。听是间接的，
听到的是讲者对经典的理解。没有哪一
位讲者能说，他所讲的一定完全符合经典
的原意。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讲法，如何判别其正误对错？不去
读经典，没有判断的标准，往往会听得愈
多愈糊涂。

读经典，开始不必求多，可从读通一
本开始，比如《论语》。中华传统文化中心

思想是讲做人的道理。《论语》是儒学的基
本经典，“读《论语》，学做人”，可以说概括
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和必经途径。

读《论语》，不一定要拿一段整时间从
头到尾通读，也不一定要每天抽出固定时
间来读。可以一章一章分散读，读一章得
一章的收获。不懂的地方可以先跳过。
时间上，可以随时随地，“不论枕上、厕上、
舟车上，任何处，可以拿出《论语》，读其一章
或二章”。这是先父钱穆先生在一次讲话
中提出的。他说，如果能每天抽出几分钟
时间这样读，至少每年可读《论语》一遍，从
20岁到60岁，可读《论语》40遍。重要的
是坚持不懈，积累日久，就有明显的效果。

读《论语》可以个人自学，也可以开设
《论语》课堂，或用读书会的形式。志同道
合的朋友自愿组合，聚在一起读同一本
书，可以收相互交流、切磋的功效。形式
又很灵活，可以在线下，也可在线上。目
前民间读书会面临的一大困难，是不易找
到指导老师。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专家
参与到指导读经典的活动中来，帮助这一
活动更好地发展。

先父生前说过，今天中国的读书人，
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二是
劝人读《论语》。我希望看到愈来愈多的
人都来读《论语》，助人读《论语》。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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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五讲》

《大中华文库》：
世界共享的中国典籍

大家都来读经典

★作者 陆建德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戊戌谈往录》

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保路运
动。以往，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
路国有的宣传材料，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
权的动机。《戊戌谈往录》试图揭示运动的部分真相，
并指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与清廷必要的集权行为形
成冲突，最终导致局面失控。

该书选择中国古代15位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对
他们的哲学体系做了整体性的阐发和揭示。作者从
每一位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其概念内涵及
问题的具体指涉，呈现出其思想展开的固有脉络和
结构。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李小龙的功夫？全聚德的烤鸭？显然这些为今日外国人所熟稔的事
物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中国古代科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只是浩瀚中华
文化中的华彩部分，并非全部的交响。

“欲要国外了解真实的中国，先要让外国人读得懂中国的典籍。”抱着这样的想法，1993年，一群中国
当代优秀的文化学者和出版人的手握到了一起，从那一刻起，《大中华文库》这艘文化巨轮正式起航。它
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主要选收我国历代在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
百余部经典性著作。

《大中华文库》出版后，多次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和学术机构，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贾宝玉是“住在红色房子里的公
子”这样的翻译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林黛玉被
译成是“一块黑色的石头”就实在是过于荒诞
了。美裔专家沙博理说：“外国学者当然知道
中国文化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不可能像
中国人民、中国学者自己理解得那么深刻。
他们的翻译有时根本没有翻译出原文的实质
精神所在。”

据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大中华文
库》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介绍，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出版界与国外接触多了，我们学习了
国外的先进经验，也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
偏见和歧误，“有人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好
战，中国科技落后”。所以当初大家聚在一起
启动《大中华文库》项目，就是想让世界了解
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要告诉世界，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
结奋斗的民族。”杨牧之说。

项目启动之初，杨牧之、黄友义、徐明强、
阎晓宏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出版人和翻译家精
心策划，随后相继参与的尹飞舟、李岩、黄松
等互相鼓励，通力合作，踏上《大中华文库》编
译出版的漫漫征途。

1994 年 7 月，新闻出版署批准《大中华
文库》正式立项，《大中华文库》编撰工作正式
启动了。

《大中华文库》得到了当代中国最卓越的
专家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袁行霈、
叶水夫、金开诚等的肯定和鼓励。

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问题是弘扬的范围
是什么？弘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为
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对我们的后代；更
重要的是对世界。《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
人类的前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
的价值。”

杨宪益先生说：“这是我们年轻时要干的
事。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想干大事，但没有条
件。你们今天有条件了，要干好。”

航船启动了，出版人获得了到中
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大家也都
奋力划桨，力争让《大中华文库》早日
驶向世界的文化海洋。资金是匮乏
的，没有专项国家财政支持，参与项
目的17家出版社就自掏腰包，咬着牙
坚持。将来会有回报吗？不知道。

后来，有书商看准《大中华文
库》今后会有利可图，便提出：“我来
出钱，你们编辑，编辑费用你们尽管
高开，书出来你们就不要管了。”大
家不为私利所动。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
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
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是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
大出版工程。它不仅是一项翻译工
程，也是一项古籍整理工程。如何
把经典挑出来、把文脉传出去，考验
的是参与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
力和能力。

《大中华文库》设有两个委员
会，工作委员会负责整体的组织协

调和计划的落实、完成工作；总编辑
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及
内容审定。

杨牧之介绍，《大中华文库》的
编辑工作确定了“三精”原则：一是
精选书目。如汉英对照版精选了
我国古代哲学、文学、历史、科技、军
事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并召
集各方面专家研讨确定。二是精细
编译。遴选中外专家，对中文原文
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和今译；同时
约请国内外翻译家精心翻译，在出
版社三审三校的基础上，工委会再
组织专家对中外文进行四审、五审，
以确保《大中华文库》的国家水准和
传世价值。三是精心制作。《大中华
文库》专设印务小组，坚持统一版
式、统一装帧、统一纸张、统一印刷，
确保整套丛书的印制整齐一致，体
现出版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封面
设计突出了三个重要元素：故宫的
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

之门；壶口瀑布，象征中华民族的源
远流长；书脊上的长城垛口，当整套
丛书摆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垛
口图案便连成一条绵延、巍峨的长
城，象征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十分
繁杂，要做到原文、释文、外文三对
照，对编辑来说，一本书的工作量，
相当于三本书，但没有人退缩。“从
根本上说，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
觉得这项事业事关国家和民族，是
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
做。”杨牧之说。

2011 年 12 月 23 日，经中央批
准，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
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受到高度评
价，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
化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高度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
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
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一次为世界读者的聚首

文库编辑有“三精”

沿着“一带一路”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王小朋)7 日下
午，洛阳首届网络文学作家创研座谈会在洛阳文学
院召开。

我市的“会说话的肘子”、王麦顶、上官凌月等近
20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了本次创研座谈会，交流创
作经验体会。

参会网络文学作家代表“会说话的肘子”，原名
任禾，代表作《大王饶命》位居“2018猫片·胡润原创
文学IP潜力价值榜”榜首。在《大王饶命》之前，“会
说话的肘子”曾在起点中文网先后发表了《英雄联盟
之灾变时代》和《我是大玩家》，均取得了500多万的
点击量，以超高的人气蹿升为一位新生代网络文学
代表作家。他认为，网络小说传播速度快，互动性
强，希望传统作家能和他们多交流作品出版经验。

王麦顶，原名王梦颖，洛阳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
家，近年崛起的90后青年作家，擅长描写民国动荡
年代的历史悲剧小说，被业界称为“民国精灵”。她
创作的《上海一九三七》《大清御厨》《碧落惆怅彩云
飞》深受读者欢迎。她说，今后要多把笔触投向现实
社会，创作时代所需和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

我市将积极探索网络文学作品申报和评奖机
制，帮助好作品脱颖而出，协调解决网络文学作家职
称评定等相关问题，尽快成立洛阳文学院网络文学
创研中心，为青年网络文学作家提供组织支持。

市文联负责人表示，网络空间是这个时代最具
发展活力的领域，青年是最具活力的群体，要用欣
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希望青年
网络文学作家勇于锤炼自己，努力成为时代风气
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弘扬主旋律，投身现实
主义作品创作中，努力写出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
济效益的精品佳作。市文联今后将支持青年网络
文学作家成长，积极为青年网络文学作家提供服
务，经常组织交流研讨和采风活动，让青年网络文
学作家找到“归属感”。

洛阳首届网络文学作家
创研座谈会举行

书事

★作者 理查德·O.布隆［美］
★译者 任烨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美的进化》

该书作者是世界著名鸟类学家，30多年的实地
考察和野外观鸟经验，成就了这样的一本书。在书
中，作者重新解释了达尔文关于动物择偶炫耀特征
在遗传学中的意义。在热带丛林深处生活着多才多
艺、美丽优雅的鸟类：雄性梅花翅娇鹟会用翅膀唱
歌；雄性红顶娇鹟会用太空舞步来求偶……这样的
一本书是一段传奇的旅途，认识大自然，更清楚地认
识鸟类，对生命的进化有了更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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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文库：史记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