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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 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
访华，这次远渡重洋的跋涉揭开了中
英官方直接接触的序幕。以往学界对
这一历史时刻的关注多着眼于故事性
细节，如两国赠答礼物的薄厚、觐见
礼仪的争执等，往往忽略了语言翻译
的问题。在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如何
避免“鸡同鸭讲”的误解，又如何通
过“信达雅”的转译取得共识，其间
种种耐人寻味。

获得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的《龙

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
团》（东方出版中心），是首部从翻译
角度研究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著作。
全书分为7个章节，以时间为轴，分
别交代了马戛尔尼访华的时代背景、
译员选择、前期预告、礼品清单、国
书传递、敕谕下达、后续影响等内
容。作者王宏志从翻译研究的角度，
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中的诸多疑点进
行了考索钩沉，提出了许多有力的
新观点。其中既有对重点事件的关
注剖析，如英方选择翻译人员的过
程与标准、乾隆皇帝接见使团的过
程、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的作用；又
有对细节问题的抽丝剥茧，如不同
版本礼品清单的翻译策略、使团与和
珅等官员的通信、国书与敕谕翻译中

的遣词造句等。翻译过程中，有着惹
人发笑的误会和差错，更有许多洞见
发人深思，充分展示了跨文化语境交
流的复杂性。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
尼访华使团》 材料丰富、论述严谨，
作者收集材料档案全面广泛，不仅辗
转英国、意大利、梵蒂冈等地搜寻多
门语言文献材料，还得到多国档案
馆、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及多位学者支
持，掌握大量前人未见的珍稀档案。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不同年
代的材料汇于此书，也照见了“东海
西海，心理攸同”的学术格局。

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作者
不因袭旧说，而是致力于廓清历史细
节，还原历史语境。比如在分析译员

来华过程时，作者没有单纯采信英方
记录，而是通过其与那不勒斯的通
信，揭示了使团和译员的真实关系。
又如，在分析乾隆为何对英方献礼不
甚喜爱时，作者敏锐地指出，这是由
于中国人赠礼以谦敬为先，不喜自夸
礼物价值的文化心态。作者用平视的
视角、近距离的观察、多角度的思
考，揭示出许多隐藏在浮泛表象下的
历史真相，对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的真实经过颇有助益。

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积极探索
从翻译的微观视角观照历史事件。理
解历史上跨文化翻译的重要作用，有
助于我们打开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
学院）

本报电（张怡靖） 白露时节，
“生活是永无止歇的风——辽京《白
露春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
办。学者、评论家张莉，作家李静
睿，媒体人余雅琴与 《白露春分》
作者辽京围绕本书展开交流，探讨
自我与家庭的复杂互动，并就不同
时代的女性经验等话题展开讨论。

《白露春分》 近期由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有关
家庭与亲情的故事。京郊退休工人
秀梅一手带大孙女佳圆和佳月，祖
孙三人关系亲密。随着秀梅衰老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三代人组成的大
家庭经历了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中
的一系列变故，佳圆和佳月见证了
彼此的成长，也开始走入对方内
心，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生。

“《白露春分》写的是家庭生
活，而不是家庭生活的问题。”这
部作品从生活和人本身出发，把人
当作人、把生活当作生活，而不是

把它们当作“问题”，这是 《白露
春分》 最打动张莉的地方。“‘白
露春分’这个名字有一种中文所特
有的时间感，这是两个节气的名
字，代表两个季节，既是自然的季
节，也是人生的季节。人生的春天
和人生的秋天，是这部小说写作的
两条重要线索。”辽京说。

陈崎嵘的报告文学《远方的山
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
西协作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
全方位展现了浙江和四川广元东西
协作实践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刻画了两地干部群众的生动形象，
展现了他们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远方的山水》 题材独特，写
作难度大。这部作品主要写上世纪
90 年代起，浙江由经济上定向扶
贫四川广元，逐步扩展到两地全方
位协作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书
中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 30 多年，
地域涉及广元市四县三区，采访对
象涉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
代际的当事人，难度之大，可想而
知。为搜集资料和收集资讯，获得
亲历亲见的切身感受，陈崎嵘深入
一线，采访了250余人，翻阅了上
百万字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资
料，深入挖掘浙广对口帮扶、“5·
12”地震灾后援建、东西部扶贫协
作、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中的典型事
例，创作完成此书。

《远方的山水》 饱含温度，塑
造了鲜活的人物群像。作者特别以
事件中的人物为主，写出了一个个
当事人的光彩。如原苍溪县委书记
李文元、县长莫异矩，深感经济落
后的苍溪需要向经济走在全国前列
的省份取经。浙江省领导得知这一
情况后，不仅深表理解，而且热情
支持，先后安排娃哈哈集团、杭州
中药二厂等企业派人去广元苍溪，
根据当地所需进行切实支援，并推
荐桐乡市对苍溪县进行一对一对口
支援。这是浙江与广元开展协作的
初始阶段。作品将肩负带领人民脱
贫致富使命的李文元、莫异矩等
人，心系四川家乡父老乡亲、把广
元脱贫致富当成与浙江发展同等大
事来办的浙江省领导等人塑造得鲜

活立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
人物身上，带有改革者、创业者、
先行者的鲜明特征。

这部作品看似在写浙江对广元
的精准扶贫，浙江与广元两地的协
作实践，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典型
事件和独特案例，把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涵、特征与意义等揭示出来。
二者之间的协作，凸显了全国一盘
棋、先进帮后进、共同奔富裕的体
制优越性。

书中独特的角度、典型的案
例、非凡的成果、成功的实践，生
动形象地讲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
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精神
的重要性，充分阐释了“中国式现
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特点。所
以，这本书的副题“中国式现代化
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中的

“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具有
画龙点睛的重要意义，这也是这部
作品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

拉开中日出版交流序幕

1951 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
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
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 年，在极东
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
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
店 （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
司） 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
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
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
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1966 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
方书店。1967 年，东方书店开设京
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
町。1971 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
业所。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
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
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
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主题
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
大 成 功 。 资 料 显 示 ， 东 方 书 店 自
1973 年至 1988 年，从中国进口图书
的发行量长期超过 10 万册，发行量
最高的 1985 年超过 86 万册，可谓其
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
中国期刊。20 世纪 80 年代，安井正
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
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
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
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
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
1975 年，东方书店创办 《东方》 杂
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
目。由于该杂志登载了大量中国图书
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
界 极 具 学 术 影 响 力 的 杂 志 。 2021
年，《东方》 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
转 为 线 上 的 “WEB 《东 方》 ” 平
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
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

会。从 1986 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
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
到中国参会。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
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
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
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
台。资料显示，截至 2010 年，东方
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
杂志约 1.5 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
2 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
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
质信息载体。

接力坚守对华友好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
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
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日本书
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
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
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
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
要角色。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
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

《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
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
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
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
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
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
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
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
走向友好的未来。”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 1983
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
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
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
任日本销售中文书刊的同业组织“中
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 年，
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的外国专家。2014 年，山田真史因
“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
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
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
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
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
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离不开几任
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
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
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出版图书品类丰富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
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

“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
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 1978 年。当
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
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
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
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
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
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
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
出版家王益在 1987 年统计的数据，
东方书店“1986 年的营业额达到破
纪录的 17 亿日元，为 1977 年的 2.2
倍；利润为 1977 年的 7.6 倍”，是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
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
图书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
以得到 1010 个结果，仅 2019 年到
2024 年 7月就已出版图书 113 种。比
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
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
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
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
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 62
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世 界 图 书 馆 联 机 书 目 数 据 库
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
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
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拥抱数字时代新需求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
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
示，2023 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

10918 家 ， 这 一 数 字 与 2003 年 的
20880 家相比，20 年间锐减了近一
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
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 开
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
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
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 （前身为推
特） 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
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 SNS 收集读者
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
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
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
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
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
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
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 30 余
年，他在 2024 年 4 月份的采访中说，
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
较之以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
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
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
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
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
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
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
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
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
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
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
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
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
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
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
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
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
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
书出版成果。2024 年，东方书店与上
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
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
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
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
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
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
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
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
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
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
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东方书店：

搭建中日出版交流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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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于日本东京的“书店街”——神保町，或许会
注意到这样一家特别的书店：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望去，
中国图书或中国主题图书琳琅满目，有序地摆放在目之
所及的每一隅，这便是东方书店。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
书店，从1951年诞生之日起，这家邻邦书店便承载着中
日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
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
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
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
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
中日友好的桥梁。

探索从翻译视角研究历史事件
——读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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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书店标志牌。 图片来自东方书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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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不同时代女性成长经验

中秋假期，北京不少市民前往地坛公园，在“我与地坛”北京
书市度过中秋佳节。本次书市展销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设置“旧
书新知”专区、童书亲子阅读区、外文原版图书专区等 10 个展区，
汇集来自全国的出版机构、实体书店、特色展商超330家。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北京地坛公园：

书市觅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