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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60年前的12月2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前身——国际书店正式成立，由此揭开中国图书进出口
事业发展的序幕。
60年来，国图总公司累计将40多种语言的13亿册书、报、刊，发行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9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参加了上千次书展，搭建起了一座座中外文化交流之桥、友好合作之桥和书刊贸
易之桥。
可以说，国图总公司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图书进出口事业的发展史。
60年后的今天，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何明星撰写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与读者见面了
。
它以国图总公司的发展历程为立足点，以翔实的数据、资料，描绘了一幅中国书刊在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西欧、北美、苏俄和东欧地区发行传播的全景图。
为新中国60年诞辰献上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在书中，作者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历程分为前后两个30年(以1978年为界)，并就两个时期中国书刊
海外发行的内在需求，传播策略、手段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各自的得与失，同时围绕“文化传播
行为的生命周期”、“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文化机构的组织核心原则”等关乎文化传播内在规
律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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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发展历程为立足点；以翔实的数
据、资料，描绘了一幅中国书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北美、苏俄和东欧地区发行传播的
全景图，并用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60年来中国书刊在海外传播的文化特征、传播效果、经验教训给予
了分析和总结。
　　历史总会对未来指明方向。
未来中国书刊该如何“走出去”？
怎样做才能走得更远？
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可供参考的路径，都在曾经的历史印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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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明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研究，曾有三十几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
、《出版发行研究》等期刊发表或转载，并在《出版人》《出版营销》等杂志常年开设专栏。
著有出版文化史专著《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9月）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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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毛泽东著作到《大藏经》 ——新中国书刊在尼泊尔    （ 何明星）     2008年4月16日《人民日
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尼泊尔酝酿历史性变革”的报道，文章中说到：“随着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结
果日益明朗化，这个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国度将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
4月10日，两度被推迟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终于如期举行⋯⋯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则多年来一
直在深山老林之中进行反政府斗争，直到2006年和执政党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成为参政党⋯⋯尼泊尔
选举委员会12日宣布，制宪会议选举已有21个选区完成计票工作，结果显示，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赢得其中11个选区的胜利。
在开始计票的121个选区中，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其中61个都处于领先地位。
当地媒体纷纷以《尼泊尔共产党有望领导国家》为题报道了不完全计票结果。
西方观察家们也开始认为，尼泊尔共产党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
这样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原因在于，刚刚完成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里，我曾尝试着对新中国前30年具有浓
厚时代特色的海外发行传播历史予以总结分析：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新中国书刊，取得了哪些传播效果
？
这种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其中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传播效果的发生？
60年后的今天，拭去历史表面的浮尘，总能可以分析出一些值得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汲取的经验。
其实《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这个左派，就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派，它 1994年从“尼共（团结中
心）”中分出，从1996年开始使用现在的名称。
该派信仰毛泽东思想，从1996年2月13日开始发动了“人民战争”。
在96 年初起事时这支游击队只有十几人，到2001年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000多名正规军和1万名左右游
击队员的武装力量。
他们最初主要以西部山区的巴迪亚、贾贾科特、鲁孔、萨利亚纳、罗尔帕和皮乌坦等县为基地，后迅
速向全国发展，目前已控制了包括中部山区的廓尔喀、达丁、辛杜帕尔乔克、多拉卡、卡波雷帕兰乔
克、拉梅查普、辛杜利和达努沙等全国75个县中的20个县，并在这些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其活动和影
响范围已波及到58个县，曾经控制了全国70％的地方，并从2004年底开始，对首都加德满都围城。
在2006年11月8日，尼泊尔7党联盟与尼共（毛主义）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内战，启动
和平进程，并将选举产生制宪会议作为和平进程的最终目标。
这样一个党派是从什么时候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的？
依笔者的推测，应该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也正是新中国以一个崭新的形象面向世界，而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的书刊
也是在这个时候发行到尼泊尔。
其中有位于加德满都的费迪亚书店，位于比特纳加尔市的沙加玛特书店均在这一时期与国际书店建立
了联系，并是这一历史时期新中国书刊在尼泊尔的主要代销人。
     尼泊尔的费迪亚书店曾把中文出版物大量翻译成尼泊尔文出版。
在1988年中国国际书店40年纪念文集里，收入了该书店经理费迪亚（N.G.Vaidya）的一篇回忆文章，
记述了自1959—1988年在尼泊尔发行中国书刊的经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尽力向尼泊尔人民发
行中国书刊。
1963年后的几年内我们还向印度人民发行中国书刊，使对印度供应中国书刊目前取得很大进展。
我们将许多中国书籍翻译成尼泊尔文，也有一些翻译成印地文出版，其中大多数是毛主席、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茅盾、鲁迅和杨沫等人著作。
最近出版了尼泊尔文版《周恩来传略》，这类出版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我们出版的目的是增进尼中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促进尼泊尔人民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发展方
面的了解。
一开始我只能出售极少量《北京周报》《中国画报》《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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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要出售10本也是困难的。
我们曾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中国期刊的广告，同时我还亲自挨门挨户去推销。
后来中国书刊的读者逐年增长，不用登广告，读者也能上门来购买中国的新书和刊物，不仅在加德满
都，在尼泊尔全国各地都有中国出版物的读者。
目前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书刊的读者。
     根据这篇回忆录可知，新中国书刊在尼泊尔的发行与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尼泊尔人接受了哪些中国书刊的影响，不接受哪些思想，取决于尼泊尔人民的思想习惯与当地社会发
展需要。
但尼共（毛主义）派信仰毛泽东思想，并取得政治上的长足进步，应该说是新中国书刊在50年代在喜
玛拉雅山南麓广泛传播的一个结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书刊交往与前30年大为不同。
首先是大量时政性内容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
比如2003年 8月30日，国图公司参与在尼泊尔举办的“中国节”活动，带出大批外文局版的各种外文
图书，不仅丰富了“中国节”内容，还受到当地读者的喜爱。
尤其是2007年国图公司作为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感知中国”系列活动的承办单位之一，在6月6日
至10日与尼泊尔世界文化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政展览大厅举行“尼泊尔中国图书展销会”。
本届图书展销会应该说是中国图书出版界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尼泊尔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书展。
展会精心准备了中、英、藏三种文版2000余种图书、音像制品及中国工艺品，涉及中国历史、中医药
、经典文学名著、汉语教学教材、少儿读物，还有介绍尼泊尔年轻人非常迷恋的中国功夫的图书。
此外，展销会不仅展出了《中华大藏经》等珍贵出版物，参观者还可以买到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歌舞等
音像制品，以及文房四宝等有中国特色和西藏民族特色的工艺制品。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准备的2000多种共4000多册书刊，仅3天就被热情的读者和图书经销商抢购得
所剩无几，不得不提前一天结束展出。
书展吸引了2000多名读者和书商，藏文书刊、画册最受欢迎，其中包括价格不菲的《中华大藏经》等
珍贵出版品。
除藏文书籍外，英文少儿出版物和汉语教材也十分畅销。
读者还喜爱英文版的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书刊。
中国展团团长王国庆表示，参加此次展会有两个“没想到”：一是尼泊尔人民如此喜爱中国书刊；二
是尼泊尔图书音像出版市场相当活跃，为中国图书提供了发展空间。
展会承办者之一的尼泊尔世界文化网主席迪帕克说，他也有两个“没想到”：一是中国图书不论纸张
、印刷还是装帧质量都堪称一流；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已完全不是许多上了年纪的尼泊尔人
印象中的中国。
在展会期间的6月7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还举办了向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赠送图书仪式，由中国国际
图书贸易总公司精选的1042册、672种图书将供加德满都大学师生们阅读，这是该所大学第一次得到大
批量的中国图书；其次，新时期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往，开始从书刊的翻译、发行到共同举办汉语
培训学院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开始在尼泊尔落地生根。
比如2007年２月，尼中两国合作，在加德满都大学创办了孔子学院，同年6月13日，孔子学院举办开课
仪式。
这是加德满都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在新世纪海外传播在尼泊尔的落地。
从毛泽东著作到《大藏经》，新中国书刊经过半年个世纪的发行传播，在尼泊尔人民的心中中国形象
将更加丰富、完整、多元的。
（20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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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所有读书人一样，逛书店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习惯。
2008年3月1日，我和妻子偶然走进了在北京大学47号院一个专营旧书的店铺，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三
本印刷完好的内部资料——《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大事记》《回忆录》《史论集》。
这些完成于1988年，尚未公开出版的资料，完整提供了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40年的历史。
这三本内部资料，要价200元，显然店铺的经营者是一个业内老手。
经过讨价还价，我用120元抱回了家。
这三本内部资料，正回答了本书导论中提出的问题：在世界上，谁在看中国出版的书刊?喜欢看哪些内
容?送到海外读者面前的这些中国书刊，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程?通过这三本内部资料，我熟悉了
下列这些曾经为新中国书刊走向世界而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们：曹健飞、彭树椿、王文秀、武庭杰、杨
洁，裴国成、高进录、刘彬祺、黄华珍、宋广浦、常青原、屠琳芳、景连如、王庸声、钟虹、郭毓基
、刘丕源、崔树屏、周保昌、胡克强、由延惠⋯⋯正是这些国际书店的老职工写于20年前的文字记载
，才保留下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第一步历史印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出版对
外贸易总公司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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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书中，作者将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历程分为前后两个30年(以1978年为界)，并就两个时期中国书刊
海外发行的内在需求，传播策略、手段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各自的得与失，同时围绕“文化传播
行为的生命周期”、“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文化机构的组织核心原则”等关乎文化传播内在规
律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一些观点颇具启发性。
与国内其他介绍图书出版、发行历史的书籍不同，本书作者没有把目光锁定在出版领域，而是将中国
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视为对外传播(发行)的主体，将国内书刊的海外发行视为一种对外文化传播活动
⋯⋯在这样的思路框架下，中国书刊的海外发行，就被纳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大外宣”的格局中，
并且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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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世界上哪里毛泽东著作需求量最大？
欧美的“红色书店”今天怎样重生？
建国以来大量资料首次公开，记录新中国海外影响力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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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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