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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阅读的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由出版的价值所主导的，出版史和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进步主义的文

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 这种观点虽然有些夸大了出版人在文化传播

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也预示着在文化资本主义的滚滚洪流面前，坚守

文化价值导向的出版也并非无能为力。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市场的新趋势
——东方书店 1979 ～ 2010 年出版书目分析
文∕何明星

日本 的 中 国 书 店

（出版社），特别

值得中国出版界认真

研究。这些专以出版、

销售中国主题的书店

（出版社），在比中国

竞争更为激烈日本出

版市场上立足，而且绝大部分都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有的

甚至超过了半个世纪，直至今天依然生机勃勃。除了经营理念、

体制的不同之外，中国哪些内容的图书在日本市场上具有竞争

力？研究日本中国书店（出版社）的经验，对当下业界热议的

中国出版“走出去”，可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考和借鉴意义。

东方书店的历史与现状

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日本东方书店。它成立于1951年，

其前身是日本共产党所创办的极东书店，自创办之初，它就与

中国建立了书刊贸易关系，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两

党关于国际共运主义大论战以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也直

接影响到了中国图书在日本的发行。

1966年，原极东书店负责人安井正幸等脱离日本共产党，

在东京重新组建发行中国出版物的机构——东方书店，东方书

店就是这样诞生的。

图 1  东方书店招牌 

从 党 派 书 店

脱胎而来的东方

书店，1967年在

京都经营，1970

年迁至日本图书

业 的 中 心 —— 东

京 神 保 街， 此 后

业务逐渐发展扩大，1971年东方书店在大阪设立分社，1980

年在东京板桥区设立了业务中心（占地535平方米，主要用于

仓储、发送货物和“外卖”）。东方书店的图书推销主要采用“外

卖”的办法，所谓“外卖”即送书上门，销不掉的再运回来。

这样就必须要求客户对中国图书的需求有准确的了解和把握，

但东方书店在最初的经营过程中也走过了一段弯路。开始时，

东方书店主要销售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日文书，中国供应

什么书，就卖什么书，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与日

本图书相比，中国书的定价普遍便宜很多，安井正幸等带着

这些中国书到处推销，往往卖到的钱还不够支付差旅费；二

是中国供应的图书，大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远远不

能满足日本客户的需要。

1978年以后，东方书店改变了这种做法，逐步以满足日本

读者的需求为中心，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

民族等等，只要是能够找得到的，都尽可能搜集齐全，尽力把

书店变成文化交流中心，变成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用东

方书店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中国图书情报信息基地”面貌屹

立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出版界。他们与全日本设有中国问题研究

的大学、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北海道到南边的

冲绳都有东方书店的客户。

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的图书、

杂志约15000种，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进口的图

书约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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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书店虽然员工不足百人，但

营业额、利润在日本近10家中国书店中效益最好。根据王益先

何明星，男，生于1964年1月19日，辽宁人，北京师范

大学文艺学文化传播方向博士，曾在新闻、图书出版业工作

20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史、

对外文化传播史研究。

【推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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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资料，1986的东方书店的营业额就已经是17亿日元，是

1977年的2.2倍 ，而2010年的营业额已经是50多亿日元。

中文传统文化典籍曾经是主体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典籍曾经是日本多家中国书店获得市

场份额的大宗品种，东方书店也不例外。根据新中国自1949

年成立之后专门负责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专业机构——国际书

店（又称“中国国际书店”，1983更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的数据，国际书店在1953年与包含东方书店在内的几

家中国书刊销售机构的出口发行册数仅为1.4万册，但3年后

就猛增到10万册，此后逐年增多。下图是国际书店自1953至

1988年出口中文图书的年度数量走势图：

图 2  1953—1988 年国际书店在日本中文图书发行走势图

从上图2可看出，中文图书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

前一直具有较大的空间，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需求量迅速增

多。 自1973年 至1988年，15年 时 间 发 行 长 期 超 过10万 册。

在 1980 年、1981 年、1982 年、1983 年、1984 年、1985

年、1986年、1987年、1988年分别达到261492、408263、

496948、455766、518550、420134、864822、796147、

643608册（套），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

而这些销售到日本的中文图书，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最受

欢迎。笔者找到了一份当时的书目，这个书目是最初在日本大

安株式会社京都分社工作，后又自己开设朋友书店的土江澄男

先生，在1988年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的文章里提到

了，这是一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畅销的中文书刊目录，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进口中文传统典籍的内容大概：

1958年，我很幸运能在与国际书店有贸易关系的大安株式

会社京都分社找到了工作，从此我与国际书店的关系更密切了。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开始在出版界反映出来，这期

间发行了几百种古籍，相继出版的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水经

注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李

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四书集注》

《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骇馀丛考》《二十四史考异》

《少室山房笔丛》《蛾术编》等等。这个时期还公布了“古籍出

版十二年计划”，其内容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示

了出版文化的远大前景。  

土江澄男先生这份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书目，展现了当

时日本对中国图书需求的基本概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

图书贸易，可谓源远流长，自17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

一直成为中日文化贸易的最大宗。

笔者目前没有拿到东方书店销售中文图书的具体书目，

但根据2009年9月现任东方书店经理山田真史在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上的发言透露，截至2009年，东方书店的中文书籍

销售额占据整个中文图书日本市场总额的一半左右，在东方

书店电脑中保存的中国书籍销售目录达到18万种 。可以推论

东方书店销售中国图书的主要门类，应该主要是中国传统文

化典籍或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这部分在很长时间

曾经是东方书店最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中国主题图书的新趋势

这种中文典籍图书大受欢迎的局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

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是东方书店自

1979以后开始介入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业务。这个业务称之

为“东方选书”丛书，从其所出版的中国主题书目中，可以发

现这个具有50年历史的老店转变的轨迹，这种变化就是中国

内容在当代历史环境下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在日本东方书店的网站上，按照编年的方式刊载了自

1979年至2010年东方书店出版的书目，其丛书系列名称为

“东方选书”。这个系列其实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中国古

籍的今译、笺注、日本著名中国学专家的文集，也有日本当代

学界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还有大量汉语学习的字典、辞（词）典，堪称日本关注

中国主题的一扇窗户。由于东方书店的代表性，因此这扇窗户

可看作日本关注中国的一个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1979年至2010年的书目统计，“东方选书”总数共有

465种，其中1968年1种，1978年1种，1979有3种，1985以后“东

方选书”出版品种逐年增多。按照年度出版品种统计，增长趋

势如下图：

图 3 东方书店 1968 年至 2010 年出版图书数量

由上图可看出，东方书店介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业务，是

从1979年起步，1985年以后开始逐年增多，直到2010年，除

2008年8种之外，在24年里始终保持在年均10种以上，其中

超过20种的年份有8年，最高的年份是1997年，达到30种。

1979年至2010年这30多年，也是中国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1953  1955  1957  1959  1961  1963  1965  1967  1969  1971  1973  1975  1977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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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下发生巨大变化的30多年，中国主题图书内容在日本受到

关注，再次体现了文化出版与政治、经济等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东方书店的出版品种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内容依

然占据较大的份额。下图是传统内容品种与总品种增长变

化趋势。

图 4  1979 至 2010 年中国传统内容品种与东方书店总品种数走势图

由图4可看出，中国传统内容的图书品种基本随着年度出

版总品种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总体上看是一种逐年下降趋

势，这从传统图书内容品种占整个年度总品种数的比例变化

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图 5  1979 至 2010 年东方书店出版中国传统内容图书量占出版
总品量比例走势图

图5显示了东方书店在1979至2010年30多年间，中国传

统典籍类图书的年度出版品种与年度总品种之比的变化图。图

中显示进入2000年之后，比例最高的一年是2006年，比例为

33%， 远 低 于1982年 的50%、1985年 的57%、1992年 的

48%，而且在20世纪80、90年代是剧烈震荡期。这表明中国

传统主题图书已经进入调整动荡的不稳定时期。

当然，东方书店在30多年仅出版了99种中国传统内容方

面的图书，这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的研究成

果，如中国人很熟悉的内山完造文集、冈崎嘉平文集，著名敦

煌学者金冈照光的《敦煌绘画故事》，京都大学的大廷修教授

的《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还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茅盾的学

者松井博光的《黎明时期的文学》等。但这部分内容占总品种

的比例仅为21%，而且465种中国主题图书在庞大的日本市场

上好比沧海一粟，因此对于中国传统主题图书在日本市场上的

真实表现，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图 6   东方书店出版的汉语词典系列 

与中国传统主题图书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文化出版的直接推动，就是在全世界迅速兴起了一股汉

语学习热。因此出版汉语学习类图书成为全世界出版社竞

相争夺的出版资源，作为经营中国主题图书的东方书店自

然也会倾注全力经营这部分品种。而与全世界图书市场不

同的是，日本市场的汉语热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 后 便 开 始 逐 步 升 温 了， 相 比 其 他 国家起码早了10年时

间，这得益于中日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背景。下 图8

是 东 方 书 店 在1979年 至2010年 出 版 汉 语 学 习 类 品 种 的

增长趋势图：

图 7 1968 至 2010 年东方书店出版图书总数中汉语学习类图书种数走
势对比图

由图7可发现，汉语学习类图书年度出版品种几乎与总

品种数同比增加。

图 8  1979 至 2010 年间东方书店汉语学习类图书品种占年度总品
种比例

图8是年度出版汉语学习类图书品种占年度总品种的比

例，图中显示，除1986年、2006年两年外，其余28年时间，

东方书店出版的汉语学习类图书品种增长比例长期保持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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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增长，尤其是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汉语学习类

占年度总品种数比例分别超过50%，最高的2000年竟然达

到61%，可见这类图书的市场反响之热烈。

作为与中国经济热同步而兴起的汉语学习热，东方书店

把汉学学习类品种作为最为重要的出版资源，自然是题中之

意。但如果仔细发现日本东方书店出版的汉语学习类品种，

我们可以发现东方书店所关注的内容，其目标读者非常强，

市场细化很准确。比如早在1987年，东方书店就出版了《中

国旅行会话》《日中贸易会话》《马上就能用的上海话对话》

《马上就能用的广东话对话》，同时还灌制了录音磁带，深受

读者欢迎。

值得警惕——中国出版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但值得警惕的是，东方书店从中国出版社改编或直接购

买版权的品种却很少，下图是1968年至2010年的30多年

译自、改编或购买中国出版社版权的图书品种数量走势图。

图 9  1968 年至 2010 年东方书店出版图书总数中来自中国出版社的
品种数

由图9可看到，30多年间东方书店译自、改编或从中国

出版社购买的图书品种仅有19种，1988年、1994、1996、

2000年超过2种，其余11年是每年1种。输出19种图书的出

版社分别是外文出版社4种，中华书局4种，商务印书馆两种，

浙江美术出版社、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地质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各1种。这与东方书

店完全依赖中国出版社翻译、改编中国出版的当代作品，如

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高玉宝的《半夜鸡叫》等的20世

纪50、6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

最为触目惊心的是，自2005年以来至2011年6年来的数据

显示为零。这一方面说明东方书店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业务的成

熟，逐渐摆脱对中国出版社的依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出版

的日文图书与日本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预示着中国出版的竞争

力、影响力在大幅下降。

这个结论从东方书店出版图书总品种的作者来源分析上也

得到证明。分析30年间东方书店所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作者来

源，可以发现虽然东方书店出版的品种在增多，但来自中国作

者的图书在呈逐年递减趋势。具体如图10所示：

图 10  1968 年至 2010 年东方书店出版图书总数中中国作者数量
走势对比图 

由上图显示，除1991、1996、1997年三年翻译中国作者

的图书品种超过二位数以外，其余27年间均处于个位数，尤其

是进入2000年以后逐年走低，2007年仅为1种，其余的年份均

保持在2种至5种之间。按照东方书店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书刊

贸易关系，中国作者应该是东方书店取之不尽的出版资源，但

显示的数据恰好相反，自2000年后中国作者的数量越来越少。

这不得不让人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创新能力产生怀疑，而这

种结果恰恰与中国近20年来出版社体制改革所预期的目标相

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的高度警惕。

总之，有些结论还需要再进一步探讨，但俗语说，一滴水也能

反映太阳的光辉，它预示了中国内容在日本市场的竞争空间：以中

国经济发展为最大亮点的中国图书出版，汉语学习内容已经具备

了很强的竞争力，超过了传统的中国历史、中医、武术等文化典

籍内容，这为当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以哪些中国内容为切入点，

怎样获得“走出去”的第一桶金提供了最好的启发。中国出版

界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阅读的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由出版的价值所主导的，出版史和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进步

主义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 这种观点虽然有些夸大了出

版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也预示着在文化资本主

义的滚滚洪流面前，坚守文化价值导向的出版也并非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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