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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交流史》（17卷）的缘起与实现
祝　丽

《中外文学交流史》皇皇 17 卷，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宽

广视野，以宏大的气势分国别系统展现了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

渊源，通过文学关系史上的个案考察，分析了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

融的精神实质。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一项有

重要建树的学术成果”，“充满激情和创新特质的跨世纪的学术工程”，

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印度卷》英语版、印地语版、孟加拉语版，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朝韩卷》韩语版，《中外文学交流史·中

国 - 阿拉伯卷》阿拉伯语版，《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中东欧卷》

罗马尼亚语版，《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意大利卷》意大利语版，《中

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东南亚卷》越南语版等 8 个语种已成功实现版

权输出，《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印度卷》英语版、印地语版被列

为 2016 年丝路书香资助工程，《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朝韩卷》被

列为 2016 经典中国资助项目，更多语种正在版权洽谈。

《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选题启动于 2005 年，但是对这一领域的

关注始于更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外文学交流

史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面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如何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来把握和预测当前的动态，得鉴古知今之益，

应是时代的要求。从不同国家、地区具体的实际出发，对这一文学现

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成了学术界的一件急迫而又重要

的任务。在新世纪文化转型时期，从新的层面上研讨中外文学交流史

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通过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重新提炼和塑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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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使命感和认同感。通过文学和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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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90 年代末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启动跨文化

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4 年，当听说钱老师计划带领学术

团队推出更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我当即认为这一项目

显示出了更大的学术抱负、更大的学术雄心。于是立刻与钱老师联系，

并得到钱老师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所幸项目也得到了社领导和编委会

的高度认可，列为我社的长远重点项目，申报并被列入“十一五”规

划重点出版项目。项目也得到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严绍璗教授、

饶芃子教授等著名学者与比较文学界前辈的关心与指导，乐黛云教授

说，《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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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丛书参撰者和出版者来说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

选题方向确定下来，要商讨丛书的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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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科的发展和

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我们计划将这套文学交流史丛书做成

迄今为止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航空母舰，尽可能涉及语种最多、国

别最齐，包括英国卷、美国卷、法国卷、德国卷、意大利卷、希腊希

伯莱卷、西班牙语卷、葡萄牙卷、俄罗斯卷、东欧卷（后来改为中东

欧卷）、北欧卷、阿拉伯卷、日本卷、印度卷、韩朝卷、东南亚卷、

波斯卷、澳大利亚卷、加拿大卷等。从推动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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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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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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遴选作者方面，与主编钱林森和周宁老师达成了共识。各分卷

写作者要精通对方国语言，在该领域有丰富的学术积累，最好不仅是

对象国的研究者，而且是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参与者，设若没有理想

的作者，宁可暂时空缺，也要保证丛书的出版质量。汤一介、乐黛云、

严绍璗、饶芃子、陈思和、谢天振等先生对撰著者全力举荐，我和钱

老师诚恳邀约，最终丛书撰著队伍拥有学界领军阵容。国内著名学者

吕同六、李明滨、赵振江、郁龙余、王晓平、周宁、丁超、卫茂平等

先生慷慨加盟，连同其他 15 位中青年学者，共同分担“中外文学交流史”

丛书的写作。吕同六先生曾主持中意文学交流卷，却在丛书启动不久

仙逝，为本丛书留下巨大的遗憾。在丛书编写过程中，有人去了有人

来，张西平、马西尼、韩振乾、朱徽、叶隽、刘顺利、梁丽芳、宋炳辉、

葛桂录、贺昌盛、郭慧芬、马佳、姚风……及齐宏伟、杜心源、周云

龙等海内外时贤和新秀，先后加入本套丛书。期间种种，像叶隽先生

所说，“使我们更加坚信道义的力量、人的情感和高山流水的声音”。

各卷作者均有丰富的学术积累，多数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老中青知名学

者，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谓“五湖四海、三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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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撰著十数年之久。在目

前追求短平快的学术生态堪忧的大环境中，这样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是

一道风景线。

为确保这套大型丛书的学术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2005 年 7 月

初，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南京新

纪元大酒店，举行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

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各卷主笔与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责任编辑相

聚南京，启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这项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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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会者以“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为中心主题，

结合各自国别文学交流史研究实践，畅所欲言，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

之后又在济南、北京、上海、厦门开过不同规模的编写会。2005 年丛

书启动即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2012 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山东省文化发展基金资助，

这既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保障，我们更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项目出版

价值的高度肯定，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此我们由衷地喜悦，并充满

感激。

在丛书编写过程中，钱林森、周宁两位主编发挥的把控作用功不

可没。钱林森教授为此项目给各位作者发的电子邮件，连缀起来，能

组成一本书了。周宁则分担了许多审稿、统稿的事务性工作。丛书获

奖后我翻检邮箱，回顾当年关于审稿、改稿的往来邮件，两位主编、

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沟通，既围绕署名、体例、插图等细节，也有补充

深入学理分析、一般规律的描述等建议。澳大利亚卷因为多人合作，

表述风格不统一、研究水准不同，没有达到丛书的学术追求，最终被

退稿。在编辑出版后期，我社成立以教材中心的同志们为主的项目组，

承担了部分卷次的编校工作，齐心协力，精益求精，保证了丛书的保

证了丛书的出版进度和编校质量。丛书自 2009 年起陆续交稿、审稿、

改稿，已经设计了版式。2012 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后，社领

导为提升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水平，果断决定推翻之前的设计方案，

提出按照国礼的规格，邀请书籍装帧设计师王承利老师重新设计。王

老师精心打磨每一个细节，最终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学与

学术和书籍之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丛书装帧设计获得海内外的好评，

并入选全国美展。

《中外文学交流史》17 卷在历经艰辛与坎坷之后，终得圆满。感谢

我们历任社领导，秉承精品出版理念对丛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感

谢主编钱林森和周宁教授以及他们带领的一流作者队伍，对学术的坚守

和激情；感谢参与编辑工作的教材中心团队，将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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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精神凝聚在丛书的编辑加工中，这一切都让我心生温暖和力量。

17 卷《中外文学交流史》自 2015 年 12 月正式出版后，在国内外

出版界、读书界、学术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荣获了第六届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迄今为止，汉语原著 17 卷

《中外文学交流史》已实现了 12 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先后分别向印度

输出了英语、印地语、孟加拉语版权，向韩国输出了韩语版权，向埃

及输出了阿拉伯语版权，向罗马尼亚输出了罗马尼亚语版权、向波兰

输出了波兰语版权，向塞尔维亚输出了塞尔维亚语版权，向意大利输

出了意大利语版权，向葡萄牙输出了葡萄牙语版权，向越南输出了越

南语版权，向马来西亚输出了马来西亚语版权，在推动中国文学和文

化走出去，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习近平总书

记在给《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 80 周年贺信中的十八个

字，是今天我们做出版的基本准则。努力打造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中

国文化史、学术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精品力作，是我们出版人孜孜以

求的目标。

做好书，再出发。

钱林森、周宁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17 卷）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