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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捉 灵 感 ， 共 享 经 验

特 色 书 评

□ 何明星

中国图书“走出去”之核心价值观传播

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丹尼尔．贝尔

早在1978 年就写到：“最终指导经济的

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

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

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

合理”。这句话道出了经济政策的工具

性——它所服务的终极目标一定要符合

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决不存在为经济而

经济的工具手段。

资本主义对于文化价值的公开承

认，表明了西方文化的成熟与理性。那

么，对于从经济大国转向文化大国的中

国而言，什么是中国价值观？怎样传播

这种价值观？历史上有哪些可供参考的

经验与教训？它是直接涉及中国图书怎

样走出去、能够走多远的核心问题。对

此，本文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价值观的传播是中国书刊海外发行

60年的基本经验。新中国书刊60年的海

外发行传播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而60年历史给予今天出版界最

大的启示，就是价值观的传播应该成为

中国文化传播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能

够对世界给予重大影响的内核。

在笔者刚刚完成的一部新书《新中

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 年》（中国书籍

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里，对60年

的历史给予梳理，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

后30年，前后30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文

化特征。

在对前后30 年历史的总结分析中，

着重指出了前30年里海外中国书刊发行

传播，虽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至上特

征，虽然当时的中国国力远不如今，但

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把中

国书刊第一次带到了遥远的非洲、拉丁

美洲大陆，在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

家，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的思潮。在

欧洲、北美地区，国际书店的第一批开

拓者，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新中

国的全面封锁，建立了中国书刊发行

网，尽管这些发行网中的书店、代销人

经常面临被捕、书店玻璃被砸碎，甚至

被纵火焚毁的生命危险，但依然坚持发

展，至今大多数已经成为当地经营中国

书刊最权威、最专业的文化机构。

最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中国书刊经

销网络中，有相当一些是因为阅读到中

国书刊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从而一生经

销中国书刊的经销商。比如在亚洲，有

不满当时日本社会制度的青年学生土江

澄男，被中国杂志所吸引，从大学毕业

后投身到日本共产党所办的极东书店，

最后到自己创办专门销售中国书刊的朋

友书店；斯里兰卡的山村青年阿利卡雅

帕拉，每到放学时都要到仅有五本中国

杂志的书摊上购买一本，并成为斯里兰

卡的中国书刊经销主力；在拉丁美洲，

还有因为销售中国书刊与中国结下了不

解之缘的乌拉圭的新生书店经理维森

特·罗维塔，因为业绩突出，而受到了

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在20世纪70

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外文局主办的《北京

周报》的西班牙文专家，在80年代后期

中乌建交的过程中积极从中联络，成为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书中还介绍了很

多。为什么这些人能够从中国书刊的读

者变为中国书刊的经销者？为什么这些

人大多都成为中国事业的坚定朋友和伙

伴，并与中国的友谊与业务往来长达几

十年？笔者的体会是，新中国前30年是

以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

民统治的经验为思想核心，附带着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它不仅得到非洲、

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接受，

而且也给许多普通读者给予巨大的影

响。从当年日本青年土江澄男、斯里兰

卡的山村青年阿利卡雅帕拉等人在写给

国图公司40周年的自述与回忆中，清楚

地发现受到这种思想影响而发生转变的

过程。应该说，不管前30年的海外发行

传播有多少不足，都无法掩盖这最为闪

亮的一笔。

传播思想、传播价值观，是新中国

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 年最基本的经验。

今天中国出版界要“走出去”、建设文化

“软实力”，必须从中国思想、中国价值

观的传播开始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

只有价值观传播，才能保障中国国

家、民族利益。1978年至今的30年，中

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和经贸

往来，未来21世纪中国政治、外交以及

文化对外交流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中国

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出版业需要站在这

个新世纪的历史高度定位自己的未来使

命。

中国与西方价值观上的不同成为中

国未来中欧、中美、中拉、中非关系中

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

及到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需的原

料来源、能源保障以及经贸收益等巨大

国家利益。只有大张旗鼓地传播中国思

想、中国价值观，把中国对于人权、发

展权、生存权利的理解告诉给世界人

民，把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给予客

观传播，逐步消除西方媒体所宣传的

“新殖民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

影响，才能在全世界塑造新时期中国国

家形象，在世界舆论中发出中国自己的

声音。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从业者的迫

在眉睫的任务，也是21 世纪的历史使

命，这个使命与1949年建国后中国书刊

的第一批海外传播者筚路蓝缕，千方百

计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封锁一样，艰巨而

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