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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是 2013 年中宣部授权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实施的图书外译项目。旨在将 1978

年以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

文学（纪实文学）等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中国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走出去。2019 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

翻译工程”并入“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成为“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的一个分支。

1  解读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申报程序

1.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的基本要求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申报时间通常在当年的 9 月，截止时间一般在当年的 12 月 31 日，但是也有些

许变化。具体详见表 1。

表 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截止日期对比表

Table 1 Comparative Table of Declaration Deadline of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项目 年份 申报截止日期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2017 年度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0 月 15 日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主要针对 1978 年以来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

品 /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题材限定为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纪实文学）等。要求外译作品需要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够生动表

达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且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同时

要求申报的作品必须未获得其他形式的对外翻译出版资助，并能提供与国外出

版社签订的出版和同。这些文学作品的译文也有明确要求，即申报作品须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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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对象国家地区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1.2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申报程序

两大外译项目各年份的申报程序基本一致，主要有两部分内容：申报主体

与申报材料，见图 1。

就申报主体而言，版权代理机构、外文出版机构和译者都可以独立申报，

也可以合作申报。

申报提交的材料包括六个方面：

①《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表》（签字并盖章），或《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申报表》（签字并盖章）；

②作品原作者授权书或版权授权协议（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③翻译作品出版协议（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④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

⑤翻译作品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其他资质证明（复印件或电

子扫描件）；

⑥作品原作 2 册。

版权代理机构

外文出版机构

译者

申报
主体

申报
程序

申报
材料

原件

复印件 / 电子扫描件

作品原作 2 册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表》/《中国作家协

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资助申报

表》（签字并盖章）

作品原作者授权书或版权授权协议

翻译作品出版协议

出版社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

翻译作品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或其他资质证明

图 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申报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Declaration of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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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立项梳理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主要是对外推介中国当代作品。自2013年启动以来，“中

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共立项 130 个（截止 2019 年），其中

97 个项目已出版结项，涉及英、法、西、阿等 26 个语种。“中国当代作品翻译

工程”在最初的 3 期立项项目中，共计 59 个，出版结项 26 个。从第一期的部

分数据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以推介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作品为主，语种涉

及俄语、西班牙语、瑞典语、阿拉伯语、西瓦西里语和英语（见表 2）。

表 2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第一期立项数据表

Table 2 Project Results Table of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期数 语种 资助图书

第一期（2014 年）

俄文
《草房子》（曹文轩）
《红瓦》（曹文轩）

阿拉伯文 《安魂》（周大新）
法文 《隐身衣》（格非）

瑞典语 《高兴》（贾平凹）

英语
《推拿》（毕飞宇）
《解密》（麦家）

西班牙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斯瓦西里语 《媳妇的美好时代》（王丽萍）

2  学界研究述评

尽管两个作品外译工程实施近 7 年，但是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多。我们在中

国知网，选取“哲学与人文学科”，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全文”，分别输入关

键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检索时间设定为 2013 年至 2020 年，将来源设定为“核心期刊”与“CSSCI”进

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相关的研

究论文仅 3 篇。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相关的研究论文有 19 篇。删除重

复文献，最后合计检索到21篇。其中王峙（2018）［13］，新华社（2015）［16］，

于萌（2016）［18］与文学作品外译关联不大，不做过多阐述。剩余 18 篇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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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文献中宏观研究 14 篇，包括反思、传播影响和路径研究。微观研究共

计 4 篇，包括翻译策略和其他研究。见表 3：

表 3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学界研究统计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wo Translation Projects

项目
宏观研究 微观研究

反思研究 传播影响研究 路径研究 翻译策略研究 其他研究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工程
3 0 0 0 0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4 4 3 3 1

就反思研究而言，不管是“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还是“中国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的相关研究，关注的都是作品外译的困境和挑战，

学界对此也给与了各种建议。大致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体现在认识、

体制、内容与影响四方面的深化；面对“走出去”途中存在的国人漠视，西方歧视，

制度缺陷等挑战，需要将交流内容从“中国性”调试至“世界性”，方式从“传

统方式”调试至“融合创新”，重心从“走出去”调试至“请进来”。［3］［4］

［7］［10］［12］［14］［21］

就传播影响而言，更多研究从宏观视角探讨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比如，

何明星（2019）整理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资助的 33 部文学译作在海

外图书馆的收藏数据以衡量这些图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得出我国近 64% 的

作品在海外有一定传播效果，证明“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取得的成绩斐然。

［2］吴菡与吴志杰（2018）发现，中国文学作品在意大利传播效应高。［15］

包澄章（2019）发现，包括“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在内的多个项目，推动

了中国传统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1］杨金荣（2018）分析了包括中国

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在内的多个外译工程资助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相关作品。［17］

就路径研究而言，张北坪与龚安静（2020）指出，外译路径必须坚守文化

前进的立场，改进文化生成方式，协调文化与制度自信以及推进文化对外传播。

［19］贾洪伟（2017）探究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路径，包括承载媒体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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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手段善变通与合作路径灵活。［5］孙宜学与摆贵勤（2019）认为，中国当

代文学海外出版需要中国出版社主导输出，中外合作深度合作，在沿线国家建

立“中国分社”的出版机制。［11］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林佩璇（2018）探索

“生态化合作翻译模式”以及“整合性适应与选择”外译中的重要性。［8］罗

红昌（2017）总结了文化特有词在对外翻译中需要有统一的译文标准，且优先

选择源自汉语发音的音译词。［9］姜海英（2020）认为，落实“信达雅”的翻

译原则，并坚持“读者本位”，“以我为主”策略表达中国文化特有词汇。［6］

另外，张天飞与齐彪（2019）提出将外译作品与课程建设相结合的构想。认为，

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的文版做语料，

为当前课程建设服务。［20］

综上所述，关于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学界研究中，宏观研究主要针对的是

当代作品外译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创新式的外译路径；微观研究主要

针对的是作品外译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

译工程”两大项目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解读两大项目的申报通知，统计立项

数据分析立项现状，借助知网搜索相关文献分析学界研究现状。我们发现：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启动以来，资助了大量的名家名作，涉及语种丰富，立

项成果可观。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走出去

有积极意义。但是，申报通知书的某些表述不够严谨。比如申报主体界定需要

更精确。申报主体包括版权代理机构，外文出版机构与译者。版权代理机构分

为 2 类：版权国内代理机构与版权涉外代理机构。申报通知中并未言明是仅限

前者还是仅限后者还是二者皆可。“外文出版机构”也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

需要进一步界定清楚。外文出版机构是指国外独立机构，还是包括包含国内单

位或个人在国外注册的外文出版社。

两个作品外译项目的学界研究以宏观研究居多，集中在反思、传播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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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劲等领域的探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研究不成系统，可操作的建

议不多。此外，微观研究中的翻译策略研究尤为薄弱，研究缺乏新意，不具有

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两个作品外译工程走出去，应该鼓励更多学者关注

这一领域的研究。

两大作品外译项目如今合二为一成为“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而近年来，

中国文学屡获国际大奖认可，如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 年刘慈欣

凭《三体》获雨果奖，2016 年郝景芳凭《北京折叠》获雨果奖，2016 年曹文轩

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些奖项无疑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渐在国际文学中占据

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国作品被国外读者阅读与评价也是必然趋势。为了能让

海外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不容忽视，

不仅需要加大对该项目的资金投入从而促进更多作品得到外译，也要加大研究

投入总结项目开展的成就与不足。

基金项目

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JGS01201001）；华东理工大学 2019-2020 年研究生教学用书项目《翻译与对外

传播》以及 2018 年华东理工大学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

队建设项目”（ZP1823105）；2020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类项目“21 世纪中国图

书外译的国家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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