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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林森、周宁主编 17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
出版

闽桂斌

中外文学交流作为中外文化与文明沟通对话的重要载体，源远流

长，千姿百态，影响深远。如何把握与总结长达数百年的文学交流历

程及其基本规律，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一套中

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策划撰著，既让研究者们的学术理想得以圆梦，

也让期盼已久的读者们得以解惑。

钱林森、周宁教授主编的 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自

2005 年 7 月正式启动，至 2015 年 12 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整体隆重推

出，十年光阴匆匆如逝，十年收获亦是沉甸甸的。

本套丛书的撰著，是比较文学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团队的大规模

集结，可以看作是该学术领域优秀学者研究成果的一次总检阅。20 多

位资深学者、海内外时贤和学坛新秀，先后加入本套丛书，并贡献出

他们出色的成果。不少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已经耕耘几十年，出版了

数种专题性论著与史料整理论著，且都有独立的文献准备，为此撰著

数年之久。在目前追求短平快的学术生态堪忧的背景下，这样的写作

姿态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一道风景线。每一卷著作既是整套中外文学交

流史丛书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每一卷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

论著或者是总结性论著。

这套交流史丛书规模宏大，皇皇 17 卷，涉及内容最广，称得上

是迄今为止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航空母舰，涉及语种最多、国别最

齐，成为中外文学关系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总结性成果，也代表了中

国比较文学界的高端学术水平。不仅在史料的丰富、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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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进步，也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自觉而系统的反思，构建

出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基本框架。

本丛书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

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

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外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丛书

研究理念致力于中外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及人文关怀，是跨文

明的比较文学视野在具有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这套丛书全面厘清了

我国文学与世界各主要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全面展示了中华文化所

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是中外文学文化交流领域的重要成果，是我

们了解中外文学交流乃至文化、文明交往绕不过去的一个标杆，是近

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一项有重要建树的学术成果，是充满激情和创新

特质的跨世纪学术工程，它以独特的视角、灵动的风格、扎实的学术

努力在我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化领域开拓出一片灿烂的风景。

本套丛书以文学为媒介来认识中国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现

并整合其中丰富的资源，共同回应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学与文

化的交流，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理解、

融通与进步这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这套丛书的完成，全面呈现了中外

文学之间互动交往的缤纷鲜活的历史图景，初步总结了中外文学交流

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阐释策略，为推动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比较文

学研究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当代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智慧与力量。编撰出版这套 17 卷本的《中外文

学交流史丛书》，还有它特殊的示范意义，即向世人宣示：不同文明

之间不但可以和平交流，而且这种和平交流可以长达二千年之久。这

是人类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在这纷乱的当今世界，显得愈加难得和

重要。

近些年来我国中外文化交流、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无论是通观性

的论述还是个案性的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些与我国文化交流历史

悠久的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主要文化、经济大国。由于语言的障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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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力量的不足，学术界对我国与一些非通用语言国家的文化交

流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介绍也很不够，个别专书甚至主观臆断，有

误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为我国与中东欧、

北欧、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希伯来、东南亚文学交流单独设卷，在

国内外应属创辟，显示了宽阔高远的学术视野，注重贯通和整体性的

治史理念，尤其是平等对话和兼容并包的大家风范。

早在这套丛书启动之初，乐黛云先生就殷切期盼：“《中外文学

交流史丛书》的编撰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千秋大业，它预示着世界跨文

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

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

着眼于双向阐发，这既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这样的期盼、

祝愿无疑令人鼓舞，对丛书参撰者来说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

如今，丛书整体推出仅仅一年多，已产生诸多积极的反响。

2016 年 8 月，在第 23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外文学交流史》

（17 卷）作为国家出版基金成果精品被列入展品目录。在图书博览会

盛大开幕之际，举行《中外文学交流史》17 卷丛书的首发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出贺

信：“感谢你们十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界

贡献出了一套内容丰富、论述严谨、装帧完美的皇皇巨著，为深化与

拓展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

的焦点。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

学的中国话语。这套丛书的编著理念与阐释立场，也为助推‘中国话语’

做出了贡献。”

同时在这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了《中国—阿拉伯卷》

阿拉伯文版的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

副司长李建臣，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 • 教育 • 科技参赞侯

赛因 • 易卜拉欣博士，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司安民，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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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授，《中外文学交流史》主编、中国

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钱林森教授及李明滨教授、赵振江教授、

郅溥浩教授等各分卷作者，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等领导及学界

嘉宾出席了会议。陆建德教授的讲话从一流作者团队的搭建、严谨治

学的学术风范、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角度对该丛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该丛书是比较文学界少有的学术高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

馆侯赛因 • 易卜拉欣参赞认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文化文学交流一

向以来在两个文化传统、民族心理迥然不同的人民之间交往过程中发

挥着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阿拉伯卷》展示了中阿两千

多年来的文化文学交流的全貌，内容宏厚，值得在埃及等所有阿拉伯

国家传播。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

山东教育出版社与罗马尼亚欧洲思想出版社成功举行了《中外文学交

流史 • 中国—中东欧卷》版权输出签约，座谈暨《中外文学交流史》

（17 卷）丛书捐赠仪式。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综合业务司王然

司长，原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著名汉学家罗明先生及夫人，著名汉学

家、历史学家赛安娜女士，罗马尼亚文化学院主任波格但 • 波佩斯库

先生，罗马尼亚欧洲思想出版社社长安德烈 • 波特洛格先生，北京外

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中罗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外文学交

流史 •中国—中东欧卷》主笔丁超教授等出席了活动。罗明先生说：“这

套丛书不仅仅巩固丰富了罗中传统的友好团结关系，而且给人类未来

的世界秩序指明了一条积极的前途。”《中国—中东欧卷》罗马尼亚

文版权的成功输出，不仅对研究和发展中罗友好关系有着重要的参照

价值，而且对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中罗友好交流故事有着促进

和启发意义。

另外，2016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继与韩国智慧屋出版社成功签订

《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朝韩卷》韩文版的版权输出合同之后，在印

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该社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孟买）、印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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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山学院出版社三方共同签署了《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印度卷》

（英文版、印地文版）的版权输出合同。《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英

国卷》的繁体字版于 2015 年底由台湾著名的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发行，

并在台北市立大学举办两岸学术研讨会，由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张汉良

教授发布述评推介，央视、新华网及境内外多家媒体跟踪报道。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社会公布的 2016 年丝路书香工程重

点翻译资助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图书的名单中，《中国—

印度卷》（英文版、印地文版）获 2016 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

助，《中外文学交流史 • 中国—朝韩卷》（韩文版）获经典中国国际

出版工程资助。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获得第六届中

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这充分说明了它的出版质量。

丛书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经十年终于完成，编辑团队及各卷作者付

出了艰辛努力。这其中有一份学术与人文的情怀，一份责任与使命的

担当。这样情怀与担当浸润于诸多卷书之中，那就有劳诸君慢慢评鉴

吧。兹列举《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各卷如下：

（1）《中国—法国卷》（钱林森 著）

（2）《中国—英国卷》（葛桂录 著）

（3）《中国—德国卷》（卫茂平、陈虹嫣等 著）

（4）《中国—俄苏卷》（李明滨、查晓燕 著）

（5）《中国—意大利卷》（张西平、马西尼 主编）

（6）《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赵振江、滕威 著）

（7）《中国—葡萄牙卷》（姚风 著）

（8）《中国—北欧卷》（叶隽 著）

（9）《中国与中东欧卷》（丁超、宋炳辉 著）

（10）《中国—希腊、希伯来卷》（齐宏伟、杜心源、杨巧 著）

（11）《中国—美国卷》（周宁、朱徽、贺昌盛、周云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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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与加拿大卷》（梁丽芳、马佳 主编）

（13）《中国—日本卷》（王晓平 著）

（14）《中国—印度卷》（郁龙余、刘朝华 著）

（15）《中国—阿拉伯卷》（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著 ）

（16）《中国—东南亚卷》（郭惠芬 著）

（17）《中国—朝韩卷》（刘顺利 著）

（以上各卷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