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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论语》的复译及传播研究
辛 闻 李文斌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

【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信息传播模式随之聚变。中国典籍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

要想适应顺应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发展，获得更好地传播效果，势必要进行改革创新。本文对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必要性进行

了分析，试探索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创新模式以及传播的创新路径，为更好地推进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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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典籍翻译历史悠久，但传播效果仍不够理想。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为我国文化典籍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新媒体

环境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借助数字媒体平台，对《论

语》进行创新型复译，为文化经典《论语》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全

新的思维模式。

一 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必要性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环境发生了颠覆性变

革，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模式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

新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价值，在当前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论语》等点击文化极其对外传播

表现出理性回归，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很有吸引力的部分，

促使中西方学者的孜孜探索。自十六世纪以来，《论语》先后出

现了四十多部译本，其翻译传播历程经历了神学回归、以西释中、

原典复归、中西融通等四个阶段。众多传教士、海外汉学家学者

们出于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翻译策略及方法，对《论语》进行了

翻译，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经典译本。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典籍外译工作，诸多经典译

本进行了复译重新出版。然而，这些翻译活动一般只是关注译本

是否完整，语言是否陈旧，改正原有译本的失误、澄清历史典故、

改进风格上是否生硬等，并没有顺应时代发展，对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典籍复译的创新模式及传播进行探讨，并没有对典籍的译

介与传播效果有实质的推动与促进。在此背景下，新媒体时代中

国典籍的复译显得尤为必要。

二 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创新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顺应时代发展，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创新

型《论语》复译，充分考虑当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可以给《论

语》的对外传播带来新的契机。

充分考虑当代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新媒

体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

阅读力也有了很大提升。《论语》翻译要让目标读者获得良好的

阅读体验，真正为其所接受，就不得不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读

者的阅读体验与接受成为判断译本价值的考量。随着数字阅读常

态化，读者的阅读也越来越智能化、碎片化、浅表化、感性化，

很多读者非常重视直观的感受，文字冗长，趣味性低，需要深阅

读的文本并不符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视觉体验好，融合图片、音

视频的多模态文本更受读者的偏爱。 因此，像《论语》这些纯

文字、厚重的中国典籍译本，很难吸引新媒体环境中的海外读者。

要顺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就要进行改变翻译策略和传播模式

的典籍复译，尝试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创新型《论语》复译，对《论

语》进行重新翻译和出版。

第二，运用信息化新技术进行创新。互联网+时代，原有媒

体的传播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传播渠道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现有的《论语》译本多数厚重、文字性强，若是对当前译本进行

复译，需要运用信息化技术，从译文内容呈现方式上创新，在保

留原文思想和内容上，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论语》原文虽然

只有一万多字，但很多《论语》译本中添加了冗长的注释和引言，

如黄继忠的《论语》译本则使用了 991条注释，Simon Leys的
译本注释则多达 105页。这些注释的确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论

语》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但从并不适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角

度。在互联网+时代，海外读者阅读习惯偏向于智能化、碎片化、

浅表化、感性化，加入注释和引言的译本明显不符合当前读者的

阅读习惯。而通过超链接分层形式形式处理注释和引言，既可以

保持译本的精炼简洁，读者也可以很方便地选择是否查看这些信

息。面对当代读者，也可以使用创新式翻编译。如林语堂在对《论

语》编译时，从原文五百多条中选择了能够代表孔子智慧的二百

多条，进行重新整合分类为十节进行翻译，这种编译比较适合读

者的碎片化阅读。可见，运用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技术，有助

于突出《论语》的核心精华内容，让普通读者进一步全面了解《论

语》，可以满足当代海外读者的需求。

第三，进行多元化合作创新模式。互联网+时代的《论语》

翻译，需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化技术多方合作。影像传播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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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在译本中运用新媒体技术插入音频、动画、视频等，可

使译本使信息呈现更直观，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译本的选择和

分层设计往往需要译者和目的语译者共同协商，目的语译者更了

解读者需求，双方团结合作完成，有助于实现《论语》的有效传

播。非语言媒介和语言文本的整合也需要译者、编辑、数字技术

人员团结合作完成。数字化译本有其自身的便于阅读的格式体例，

译者也未必清楚相关的出版规范，这就需要译者与编辑、数字技

术人员沟通交流，确保语言文本和非语言媒介资源的有机统一。

可见，在互联网+新时代的典籍复译中，译者只有通过网络平台

与翻译领域之外的人士展开互动合作，才能出现顺应时代需求、

符合目的语读者群的理想型译本。

三 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创新传播路径

提升《论语》的海外传播和销售是一个系统而又漫长的工程，

要打造英语世界出版传播平台，要结合实际需求，充分利用互联

网+时代创新型传播渠道和手段。

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论语》复译的创新型传播

路径首先体现在出版传播的数字化。出版是影响翻译传播的重要

因素，翻译成果只有成功出版，才能实现与受众的沟通。互联网

+环境下，出版方式随之数字化，很多读者会选择网络阅读，《论

语》复译本的数字出版成为主流。这种情况下，将《论语》复译

本出版与购买迁移到互联网上，才会增强译本的可获得性。互联

网+出版模式具有范围广、速度快、效率高等特点，多层次内容

布局只有通过互联网数字出版才能实现，使用超链接可以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目的读者的需求，《论语》复译本不仅可以通过纸

媒的形式传播，还可以当然，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将译本与图

片、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在译本中插入超链接，制作成数字化译

本，这样的译本成本较低、方便推广，可以提高译本的流通量和

可获得性。 利用新媒体信息技术，将数字化译本分享到网络平

台，可以推进译者及读者的交流与互动。读者的网上分享推介将

会有利于对《论语》的思想与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可以使

译本进入更多目的语读者的视野，而推动译本的有效传播。利用

互联网+的传播模式，改变传统的传播模式，用创新型的传播方

法，能够迅速提升《论语》的传播速度，高效助力中国典籍在全

世界范围的传播。

《论语》复译的创新型传播路径还可体现在思维定位和内容

筛选上的创新模式，即传播思维定位要注重目的语读者的需求，

内容筛选要注重简约便利。《论语》复译的对外传播，要对整个

海外市场进行重新审视，充分考虑读者的心理和需求，以读者的

阅读体验为衡量，努力研究可读性强，接受度高的译本。同时，

还需将《论语》复译本的出版与传播模式有机融合，内容筛选上

注重简约。以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

简约极其符合其时代特点，内容有所提炼和取舍的译本，深入浅

出地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海外普通读者全面了解《论语》在思

想和文化上的精髓，可以进一步推进《论语》在海外的传播。互

联网时代，《论语》还需针对阅读社群进行选题的策划，寻找合

适的译者。好的复译本是典籍生命力的传承，《论语》等典籍的

对外传播不仅在内容层面，更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向世界的展

现。让国外读者更全面又深刻地了解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借助

互联网平台，尝试全新的传播途径和模式是非常必要而有价值的。

四 结语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中国优秀文

化典籍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契机。发挥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优势，

可以提高典籍对外传播的出版效能、影响力、传播力，使对外宣

传渠道更加多元化、丰富化。互联网+行动将新技术与出版和传

媒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 在互联网支撑下， 无

论是在传播模式还是传播途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很多典籍

的复译，一般都是修正原有译本，完善译本质量，互联网+时代

的译本复译是与时俱进，是适应新时代信息化传播的全新复译模

式。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对《论语》进行创新型复译，借助新媒

体技术，构建多层级、多模态的复译本，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推

广，可以保持译者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为更好地推进典籍翻译和

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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