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文明交流 促进文明互鉴
——全国政协委员顾青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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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夏海先生新著《国学流变》

上下两卷，犹如畅游于宽广无垠、波

光粼粼的中华传统文化大海，何其

快哉！作者从古代学术思想的长河

中，探寻着国学发生发展的内生动

力；从古代浩瀚的典籍文献中，揭示

着国学流变的深层逻辑；从古代具

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中，挖掘着充溢

时空穿透力的国学结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春秋战国

时期，中华文明的天空群星闪耀，

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在内的诸子

百家先后登场，各种思想观点精彩

纷呈，为传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

供了源头活水。先秦诸子之后，学

术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先是汉朝经

学，重视注释儒家经典，对先秦儒学

进行了创新发展。次是魏晋玄学，

崇尚老子、庄子，清谈玄理，“越名教

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再是隋

唐佛学，吸取融合古印度传来的佛

教。继之是宋朝理学，汲纳佛、道精

义，注重阐述儒家经典的义理，对先

秦儒学进行了又一次创新发展。随

后是明朝心学，属于理学范畴，却

不同于程朱理学。传统社会末期，

则是发展出清朝朴学，致力复归于

汉学注释经典的传统。

《国学流变》 一书渐次铺展古

代学术思想的历史长卷，作者举重

若轻，先叙时代背景，再绘社会思

潮，重抹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三

者之间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时代

背景和社会思潮就像广阔的森林草

原和逶迤起伏的山岭，而思想家犹

如层林尽染中的花朵，巍峨群山中

的高峰，鲜明标注了不同时代的思

想成就，尽情展示出传统文化波澜

壮阔和绵延不绝的辉煌。

学术思想的核心是观念。无论

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观念都

具有重要意义。观念更是每位思想

家的标识和内核。《国学流变》 重

点 介 绍 了 传 统 社 会 21 位 思 想 家 ，

作者精心提炼了每位思想家的核心

观念。

以先秦三位思想家为例，作者认

为，仁是孔子思想的内核，实质是爱

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仁的观念集聚着

宏大的正能量，包含着人间的优秀品

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

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

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

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践

行仁的观念是一项崇高的人生使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

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道是

老 子 思 想 的 内 核 ，“ 道 生 一 ， 一 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第四十二章》） 对于社会政治而言，

道的境界是无为而治，“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 无 事 而 民 自 富 ， 我 无 欲 而 民 自

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对于

人生而言，道的追求是保持婴儿般纯

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

子·第五十五章》） 人的生理年龄是

逐渐长大的，不可能停留在婴儿时

期，而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一生都可

以保持着婴儿般的纯真，“知其雄，守

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

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

章》）法是韩非思想的内核，也是治理

国家的主要手段，“故治民无常，唯法

为治”。（《韩非子·心度》）法治包括赏

与罚两项内容，“故善为主者，明赏设

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

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

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

不幸矣”。（《韩非子·奸劫弑臣》）

先哲们立足各自时代，既继承前贤又

不断创新，进而升华自己的思想内

核，打造自己的思想标识，用智慧之

光照亮世道人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

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学术思想发展

都不是孤立的，都会遇到本土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国学流变》

面向当代和未来，全面回顾佛教文明

传入中国的过程，充分展现出中华文

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佛教产生于古

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汉哀

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

王 使 伊 存 口 受 《浮 屠 经》， 曰 复 立

者，其人也”。（《三国志》 裴松之注

引鱼豢 《魏略·西戎传》） 总体而

言，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开放包

容，胸怀博大，认识理解和接纳融合

佛教文化。许多思想家和高僧大德

结合中国实际，对佛教教义进行辨

析选择，开宗立派。外来文化不仅

没有消解中国文化，反而被中国文

化所融合。作者认为：“开放包容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生密码，只

有开放包容，中华文明才能在历史

长河中不择细流，奔涌向前。”

1840 年 之 后 ， 中 国 开 始 了 翻 天

覆地的社会变革转型。一方面中华文

明面临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明

浴火重生的难得机遇。作者乐观而自

信地指出：“中华文明曾经从容应对

了佛教文明的挑战，必将坚韧不拔地

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只要坚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坚

持学习吸收消化融合西方文明的合理

因素不停步，开放包容、创新发展，

中华文明就一定能够走向世界，再创

辉煌。”

面向当代与未来的深远回眸
——读夏海《国学流变》

傅子墨

Z 专栏·文明的足迹

Z 书苑走笔

橘色、绿色、黄色、蓝色、赭色，五彩的书脊依次排开，这是被很多爱书人称

为“彩虹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他们心中温暖的情结。近日，“汉

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 种首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自 1981 年开始结辑

出版，40 多年来累计出版 22 辑 1000 种，堪称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

要的学术翻译工程，凝聚了几代学者和出版人的心血。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

员，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讲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重要意

义，以及以出版加强文明交流、促进文明互鉴的思考。

8 月 16 日，由中华书局主

办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北齐书》 首发式暨‘南北朝

正史’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书

展举行。12 个年头 14 部正史

修订本，活化了的古籍走出学

者书斋，璀璨文化不断照进我

们的生活，这既是近些年来古

籍整理重要成果的展示，也是

古 籍 产 生 更 广 泛 影 响 力 的 新

尝试。

古籍整理历来被视为人类

文明智慧与知识传承接续并转

化应用、推广传播的大学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保存在

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这些典籍

具有无比丰富的史料价值和传

承价值。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

明古国，这与国家馆阁兰台与

民间私人收藏对中华典籍一代

代的整理、收藏有密不可分的

关 联 。 文 明 的 有 序 和 永 续 传

承 ， 需 要 以 文 字 和 典 籍 为 载

体，这也是出版的原初本义。

以文字为载体一代代传承的古

籍 所 承 载 的 中 华 文 明 精 神 内

核，是中国成为唯一延续至今

的文明古国的关键。

公元前 1 世纪的西汉，古

籍 整 理 迎 来 了 第 一 个 繁 荣 时

期，“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

路 ”， 直 至 汉 成 帝 、 哀 帝 时

代，刘向、刘歆父子积 20 余

年之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

次国家层面的古籍整理工作。

两人合著的 《七略》 是中国古

代图书分类方法的总目，以学

术性质为基础标准，创立的分

类法和著录法对中国后世古籍

整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向更

是 被 后 人 称 为 “ 目 录 学 鼻

祖”。他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接

续上古三代文脉，促进了辨伪、考据、经学等传统文献学

科的形成，让诸子百家的思想光芒辉耀千秋。

经过历朝历代的持续积聚，中华典籍蔚为大观，成为

中华瑰宝与丰厚遗产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标志之一。根据

《中国古籍总目》 记录，中国古籍约 20 万种。据 2021 年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公布的数据，“十三五”时期，全

国古籍普查完成 270 余万部另 1.8 万函。而且近年来不断

有曾经流散海外的古籍回归，并被整理出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古籍应用推广

提供了新机遇。2022 年，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建设了

“一总三分”的布局，分别为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

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2022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新时代

古籍工作的意见》 指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

能力”“挖掘古籍时代价值”“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

籍普及传播”。数字化赋能古籍整理是近些年古籍整理的

亮点，让古籍活起来，具有了强大而活跃的生命力。这一

方法可以避免诸多不可抗力对实体古籍的毁损与伤害，同

时突破时间空间对大部头古籍图书馆藏、传播的限制，促

成沉浸式的文化感知。通过古籍的活化利用和智能开发，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热爱古籍，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

大型游戏 《黑神话：悟空》 的火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因为青春面孔创新融合发展而衍生的无限魅力和

勃勃生机。

2023 年初，《永乐大典》 高清影像数据库上线，这一

包括了 《永乐大典》 数字化的数据库还具备了 3D 体验功

能，利用 3D 技术还原 《永乐大典》 原貌，赋予读者良好

的阅览体验——直观体会古籍纸张和文本形态，数智赋能

让 600 年前的文献活起来。文溯阁藏 《四库全书》 数字化

影印出版工程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值得期待的亮点。从现在

起至 2028 年，文溯阁 《四库全书》 将按经、史、子、集

四部，分期分批推出全套影印版本。

据了解，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 《中华经典古籍库》

等 30 余个专业数据库，上线古籍整理成果 40 亿字，还有

总字数超 70 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为以传统文化为主

体的超大数据模型和语料库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浙

江大学徐永明团队打造的“智慧古籍平台”“学术地图发

布平台”让古籍变得触手可及；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主持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 课题，并与古联公司合作建设 《历

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数据库内容涵盖公元 6 世纪以来

1300 年历代进士登科人物资料，规模庞大，共计 10 万余

条。这些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当前，中华典籍被科技赋予了数字生命。古籍、壁画

包括一些日渐凋敝毁损的古建筑等无法在时空中永远存续

的文化形态，可以通过数字化等科学技术获得立体的生命

力和远超典籍诞生时代的传播力。以敦煌为代表的海外流

散文物、典籍，也通过数字化技术迈出了“回家”的坚实

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以数字化形态走

近大众，一部手机、一个数字终端将成为大众畅览典籍的

入场券，让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感受中华文明璀璨动人的细

节、神奇迷人的魅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

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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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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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歌》 是第六

至 十 一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著 名 歌 唱 家 关 牧 村 的 首 部

个 人 自 传 ， 由 华 文 出 版 社

出版。

关牧村表示：“一个艺

术 家 的 成 就 ， 无 论 多 么 辉

煌 ， 都 离 不 开 所 处 的 时 代

和 人 民 的 支 持 。 能 在 这 个

时 代 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歌

唱 ， 我 感 到 无 比 自 豪 。 我

也 会 永 远 铭 记 这 一 切 ， 对

我 们 的 时 代 心 存 感 激 ， 并

将 这 份 感 激 和 敬 意 ， 融 入

未来的人生。”

《辽代文化》 由赤峰市

政 协 组 织 编 辑 ， 中 国 书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 通 过 系 统 、

客 观 、 丰 富 的 资 料 整 理 与

考 订 ， 完 整 展 示 了 辽 代 纷

繁 瑰 丽 的 文 化 面 貌 ， 生 动

再 现 了 辽 代 各 民 族 间 互 学

互 鉴 、 共 生 共 享 的 历 史 场

景 。 赤 峰 市 政 协 主 席 苏 雅

勒 其 其 格 表 示 ， 组 织 、 编

辑 、 出 版 《辽 代 文 化》 是

市 政 协 文 化 文 史 工 作 内 容

的 新 拓 展 ， 是 政 协 发 挥 职

能 优 势 ， 整 合 资 源 、 创 新

履职的一次有益实践。

《万 物 生 辉 —— 未

来时空的科技前沿》 由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科

普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

会联合组稿，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选编了 26 位院

士、专家的 16 篇最新科

普力作，以专业的视角

向读者传播前沿的科学

知识和思想，让读者全

面感受科学技术如何改

变世界、改变生活。

精益求精打造精品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

称 ‘ 汉 译 名 著 ’） 出 版 始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自 1981 年开始结辑出版。它为中国读

者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成为学术界

学术研究的基本用书，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基

本读物。”顾青告诉记者，“汉译名著”所选

为世界各国学术经典，学科门类涵盖哲学、

政治、法律、社会、历史、地理、经济、管

理、语言、艺术等，被誉为“迄今为止人类

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2009 年出版 400 种，2017 年出版至 700

种，2024 年出版至 1000 种，如此大规模、

多学科、长时段、高质量地持续推动外国学

术 的 翻 译 出 版 ， 难 能 可 贵 。 在 顾 青 眼 中 ，

“汉译名著”有一个突出特点，那便是两种

经典——原著是经典，译本也应是经典。要

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秉持高质量发展，

经典的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

工作”。

对此，顾青介绍道，“汉译名著”的出

版实行中长期规划，不定期举行选题规划

会，充分应对学术界的新形势新需求。“汉

译名著”的译者由专业学者担任，并且需要

试译，经过严格审核，达标者方可操刀。多

年来，商务印书馆开发各类学术 （学科、专

题、区域国别等） 翻译丛书数十种，出版汉

译图书 5000 种以上，这些图书好比一个庞

大的“蓄水池”，既是为了满足学科发展所

需，也为“汉译名著”提供了丰富的待选书

目。在每年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从

“蓄水池”中选出学界认可的名著译本，进

行二次遴选论证。这也意味着，一部译本要

经过仔细的打磨并经学界长期考验成为精

品，才能入选。

“我们做‘汉译名著’，不怕作品难、不

怕规模大、不怕时间长，就怕作品不够经

典、译稿不够水平。”顾青感慨道，“汉译名

著”1000 种充分体现了几代出版人的强烈

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编辑们对图书质量

有一种执念，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在不久前举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1000 种首发式上，不少著名学者讲述

了自己对“汉译名著”的感受。在上海师范

大学副校长、知名历史学家陈恒看来，“汉

译名著”已成为方便学习的宝库、智力参与

的象征、文化繁荣的基石。浙江大学图书馆

馆长、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认为，持续翻译

出版世界各国经典著作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

重要部分不可或缺，“汉译名著”的翻译出

版是一项长远持续的工程，无论怎么重视都

不为过。

顾青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汉译名著”中获得启

发，这为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

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文化

本土化的第一步，就是高质量的翻译。‘汉译

名著’的译者都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具有强

烈的中华文化自觉，其中文翻译的作品，成

为中国学术发展的宝贵资源。”顾青说。

持续丰富和扩展

在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商务印书馆发

布了一份 《深度阅读推荐书目》，得到很多

读者的喜爱，书目中不少书籍便来自“汉译

名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优化文

化 服 务 和 文 化 产 品 供 给 机 制 。 40 多 年 来 ，

‘汉译名著’为教育界、学术界和整个社会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文化供给，而这种供

给 还 将 持 续 优 化 、 丰 富 、 扩 展 。” 顾 青 表

示，基于像“汉译名著”这样具有深厚底蕴

的作品，希望倡导一种深度阅读的文化生活

方式，让优秀的精神文明深入到社会文化生

活。

在去年 9 月召开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书”第二十二辑专家论证会上，顾青曾表

示，“汉译名著”要进一步响应时代需求，

反映学术发展的新成果，进一步完善学科体

系，进一步拓展全球视野。近年来，商务印

书馆对“汉译名著”选题进行不断调整扩

展，并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其介绍与推广。

“‘汉译名著’以加强文明交流、促进

文明互鉴为总体指引，关注各个国家文化所

具有的独特地位和卓越贡献。”顾青认为，

出版好似枢纽连接着作者与读者，是文化建

设中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桥

梁。商务印书馆长期致力于“引进来”和

“走出去”，通过翻译出版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一方面翻译世界各国经典学术著作，另

一方面精选出版现当代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

优秀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翻译成多种外语，

在海外出版和传播。

“‘汉译名著’1000 种的出版，是一

个新的开始。我们愿和学界同仁一起，继续

做好‘汉译名著’的选题和出版，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努力。”在顾青眼中，

秉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互鉴，是“汉译名

著”持续壮大、进军 2000 种的不懈动力 ，

他充满信心。

Z 新知书架

《我和我的歌》

《万物生辉——未来时空的科技前沿》

《辽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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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