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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论语》翻译对外传播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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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关于《论语》翻译对外传播历程的研究层出不穷，而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有关《论语》外译传

播途径的探究少之又少，结合新时代我国文化传播的使命与任务，本文针对《论语》外译的传播策略、传播方式、

传播媒介等途径提出了几点思考，旨在寻求海外读者接受的传播之道，为《论语》翻译的对外传播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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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

传统典籍的对外传播效果，成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

使命与任务。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对中国几千年文明所沉淀的优秀文化有所了解，

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国家工程。《论语》被称作儒家典籍

之精华，其外译成功传播的实现依赖于海外读者的接受

程度，翻译是传播的前提，传播是翻译的延续，在新时

代注重思考《论语》翻译的对外传播路径，有助于促进

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为中国典籍翻译与接受研究提供

借鉴与参考。《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如何更好地走向世

界，除了要总结译者主体性及传播内容缺乏创新等制约

因素，《论语》对外传播的途径也应该成为亟待思考的

核心问题，译本传播的研究必然要立足于读者接受的研

究。探究《论语》翻译海外接受研究及对外传播路径，

应围绕传播策略、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等传播途径开展，

以便寻求海外读者接受的传播之道。

1 传播策略——尊重传播规律，保持本土文化主
体地位

《论语》对外传播既要尊重传播规律，又要具有自

己的特性，保持中国文化主体地位，译者应站立足文化

战略的高度来选择传播策略。《论语》对外传播属于异

质文化传播，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异质文化传播中所体现

的价值观、方法论差异很大，《论语》的对外传播势必

会受到文化冲击与碰撞，因而对外传播具有难度大、障

碍多等特点。《论语》的对外传播必须以尊重翻译传播

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全面分析翻译传播历程，围绕儒家

现代哲学重新阐释《论语》翻译对外传播利与弊，努力

实现文化共享的传播策略。翻译传播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法则，是译者主体和受众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的一种互动。

理雅各一直努力寻求中国儒教与西方基督教的联系，起

初对儒家持批判态度，在研读博大精深的儒家典籍后，

理雅各最终意识到儒教与基督教思想有诸多共性，并努

力在翻译中实现儒教和基督教的沟通。理雅各将大量的

基督教概念和术语用于《论语》翻译中，在《论语》与

《圣经》的译本中寻求到了相互呼应的和谐点，从而促

进了东方典籍与西方经典的融会贯通。儒学经典思想丰

富，自身洋溢着良好的普世价值。因而，译者不仅要尊

重翻译传播的客观规律，还应立足于儒家哲学最具普世

性的价值观，寻求《论语》对外传播的途径及国外读者

的接受与认同。

新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保持中国

文化主体地位，重新诠释现代儒家哲学，是儒家典籍翻

译对外传播的核心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传统

文化要与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

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

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结合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与责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良剂。《论语》在跨文化传播中有着双重目标，不仅

要符合世界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

精神与特色。为此，《论语》翻译传播过程中，提升对

外传播要立足本国文化，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

推动儒家文化传播话语体系的重构。保持中国文化的主

体地位，译者要以传达核心概念的己任，以点带面带动

儒家典籍的传播。核心概念是儒家典籍的精华，如《论

语》中“仁”“义”“礼”等核心词汇既体现了孔子的

核心思想，又是海外读者理解把握《论语》要义的钥匙，

这就要求译者需做最大程度的翻译传递，对核心概念进

行准确的解读，传达好中国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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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播方式——关注不同的受众，寻求传播适应性
译本对外传播中，目的语读者被视为受众体，享有

主观能动地位，只有实现目的语读者的共享，译本的对

外传播才能达到效果、凸显价值。在《论语》对外传播

过程中，文化共性和目的语读者二者都是文化对外传播

的重要因素。顺应《论语》儒家文化“走出去”的新时

代潮流，需要关注不同受众，寻求传播适应性，适应新

时代的要求，实现译文对外传播效果的最优化。目的语

读者的接受情况是判断《论语》翻译对外传播效果的重

要标准，关注不同受众体的接受情况，借助定量定性分

析研究方法，调查受众体接受度较高的译本，获得目的

语读者的一手资料，更新以经验和推论为主的原始接受

度研究，可以真正实现《论语》翻译对外传播的异域接

受，在新时代全球文化多元化语境背景下，促进世界文

化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认同。

《论语》蕴含着儒家文化的精髓，具有中国本土化

特征，但对外传播中译作似乎尚未走向读者，很多在国

内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但目前海外读者的接受度

并不高。目的语读者接受度高与不高，不仅要看《论语》

翻译传播的广泛度，还需看传播出去的是否保持了中国

本土文化精神，有没有歪曲与误解。很多中国传统文化

译本成为畅销书，在海外传播中的确得到了理想的关注

度，但只顾迎合西方的口味，违背了新时代儒家典籍对

外传播的初衷。

目前《论语》英译本研究极其丰富，然而基于目的

语读者接受度的研究颇少，其中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差异

或空白也是影响着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因素。因此，

新时代《论语》的外译仍要以寻求读者的适用性为传播

主流。新时代背景下，儒学的未来与命运取决于儒学对

新时代的适应，即能否适应新时代社会需求，解决新时

代社会问题。因此，寻求适应性，解决现实问题成为《论

语》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译本必须与读者的审美和期

待相呼应，才会促进优秀译著的落地，译者想有足够的

生存空间，除了注重自身的翻译能力，更要认真地研究

目的语读者的适应性。作为儒家经典，《论语》的思想

体系较为完善。在《论语》翻译对外传播中，挖掘文本

中对新时代有实用价值的哲学思想，寻求解决实际问题

的途径，将孔子思想与现实世界需求融合，以实用性为

传播导向，促进《论语》对现代读者现实生活的指导，

提高《论语》对外传播的空间，对《论语》对外传播效

果的提高具有着良好的现实意义。注重适应新时代读者

要求，围绕儒家哲学重新阐述现实问题，成为众多学者

助力《论语》中的哲学底蕴在异质文化中传播与接受的

核心动力。

3 传播媒介——推动译本营销，增强传播平台功能
加大《论语》营销力度，增强传播平台功能是实现

《论语》对外传播效果最优化的有力保障。早期《论语》

翻译的对外传播十分有限，在新时代背景下，图书市场

各国书目琳琅满目，海外图书市场商业性强、注重营销，

通过海外读者对典籍接受度的研究发现，很多读者对亚

洲图书兴趣度并不高，因而，《论语》对外传播要开拓

创新性传播路径，挖掘吸引读者的译本，积极联系具有

权威话语权的海外相关领域专家，探究成功的译文营销

模式，以此带动《论语》译本畅销。《论语》翻译的对

外传播与接受要借助营销载体助力与译本可获得性的提

升。虽然当前出版行业在新时代“走出去”战略指导下，

在图书出口、版权输出等已取得进展，如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设置了海外北美分社，但典籍翻译的出版发行要

更加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于需求，还要积极联合海

外权威的出版界，加大与海外影响力较大的图书馆出版

社的合作力度，建设海外建设图书销售合作网点，从而

能够有助于准确瞄准潜在的新时代读者群，助力《论语》

翻译迅速进入海外的主流销售渠道，提升《论语》的海

外接受效果。中外译者进行合作也是多模式推动《论语》

对外传播的有利途径，也可使译文既能够忠实于源语，

保持本土文化的精神与特色，又能够对目的语读者负责，

营销与传播路径自然也会相对简单。同时，新时代背景

下，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

手段，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媒介，建构互联网交流平台，

推行数字出版产品，通过外语《论语》专题网站、图书、

影片等打造《论语》文化市场格局，充分发挥现代社会

传媒在《论语》翻译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也是《论

语》等典籍走出去的有效手段。可见，推动译本营销，

增强翻译传播平台功能是助力《论语》对外传播途径的

有效渠道。

结语
《论语》外译由来已久，从语言、历史、文化各个

角度的研究层出不穷，译本如果既能尊重历史本原，保

持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能兼顾中西方文化差异，

关注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运用“互联网 +”的

新时代模式，推动译本海外营销，将达到《论语》对外

传播的最优化境界。在尊重《论语》翻译对外译传播规

律的基础上，顺应发展动向，创新传播路径，多途径、

全方位地建构传播能力，既要加强《论语》对外传播话

语体系，又要关注《论语》翻译对外传播的适应性，增

强传播媒介功能，让中国儒学文化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

同，促进传统文化的精要远播于世，推动中国真正成为

文化意义的强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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