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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的“二十大”中，对“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走出去”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然而，中国儿

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际交流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儿童文学是孩子们一生

中最早接触到的书籍，对于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

促进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是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中国儿童文学

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提出了一些优化传播路径的策略，

为中国儿童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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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requirements were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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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for “enhanc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on a global scal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ajor national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the speed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to the out-
side world has become faster and faster, and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i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the earliest book that children come into con-
tact with in their lives, and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i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oday’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promoting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Rus-
si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path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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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中，对“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走出去”

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近 10 年来，

作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儿童文学，在创作方面更是取得丰硕成果，日益成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力载体。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的翻译与系统的传播，中国儿童文学在译介、传

播力度方面尚有待加强。除了需进一步增加有关作品的俄译数量，也需要解决文化差异不利读者理解和

接受作品，传播和销售途径狭窄，以及对作品的讨论不够广泛和深入，对其文学性关注不足等问题。鉴

于此，为了弥补中国儿童文学在对外传播上的不足，并期望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多参考方向，本文以

翻译传播学交叉学科的视角，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并提出一些优化传播路径的策略，

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提供借鉴。 

2. 中国儿童文学对俄传播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 

2.1. 中国儿童文学对俄传播的重要性 

现代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认识新时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同时，通过儿童读物走向世界，把现代儿童文学带到国外，可以帮助更多的海外儿童了解中国文化、感

知中国脉搏，和中国孩子共同创造美好明天。儿童文学的创作、阅读折射着未来的中国，中国儿童文学

的输出对世界重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有着重要且无法取代的意义。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高洪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泉根教授所说：“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

中国。别具特色的现代性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俄文翻译与出版状况，可以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对俄翻译与传播提供一

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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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儿童文学对俄传播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文化软实力”、“文化”“文学”、“走出去”等关键词在国家社科课题指南中频繁出现，

这表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受到了政府与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载体，书籍毫无疑

问是“走出去”的最佳方式，而儿童书籍则是“走出去”的最佳选择。在“中国图书推介工程”的大力推

进下，中国图书“走出去”已从“被动”走向“主动”，“引进”与“出口”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许多出

版社每年的主题出版规划中，都会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进行专题策划，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儿童文学

的输出上。在我国，已有不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然而，从整体上看，

儿童文学真正走进国际主流社会的并不多，真正走进俄罗斯的更是凤毛麟角！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比，目前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首先，国产的儿童读物市场秩序混乱。儿童读物在我国的出版业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但其弊端也

十分明显。目前童书出版模式尚不完善，缺少资金、人才和市场三方面的综合管理模式。各出版社纷纷

出版儿童读物，呈现“满天星”状“散沙”状的架构，造成整体架构过于松散和不科学[1]。再加上欧美

儿童读物的大量引入，在我国儿童读物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在这样的形势下，本土原创作品

很难脱颖而出。 
其次，在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尴尬的局面。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学术界对儿童文学俄译的研究更是远远不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儿

童文学俄译的研究成果很少，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缺乏系统的研究。儿童书籍与成人书籍相比，尽管

其翻译比较容易，但在易读、艺术等方面却有较高的要求。当前，国内大部分的儿童文学的俄文版都是

由国内的翻译人员来完成的，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很可能会遭遇到文化差异的阻碍，使得翻译出来的作

品在一定的语境中丧失了应有的幽默感和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在真善美、异化

和归化之间寻求平衡。 
最后，儿童文学的输出渠道单一。目前，我国的图书进出口仍然是由国家控制，主要依靠国营的图

书进出口企业来完成，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自主进出口。尽管部分中间商会为儿童读物提供空间，但从

整体上看，仍缺乏系统化、机制化和体制化的“走出去”计划，更难形成有效的规模。 

3. 传播学理论 

翻译传播学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最早采用信息理论

来解释翻译实践活动。1982 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提出翻译是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

式。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翻译传播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吕俊最早关注到翻译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内在联

系，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就是传播”。廖七一也主张将信

息传播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 
简而言之，翻译传播学是借用传播学理论来探讨翻译实践的学科，是翻译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产

物。哈罗德·拉斯韦尔于 1948 年提出了“5W”模型，who (谁)、says what (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对谁)、with what effect (取得了什么效果) [3]。“5W”模型是一种经典的传播

学理论，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忽视了传播主体的动机和情境，缺乏对信息的反馈机制，也没

有体现出沟通的双向性和交互性。此后，尹飞舟和余承法运用传播学理论对翻译进行学科溯源和交叉学

科创新，在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模式中加入了译者为第六要素，并将翻译传播过程分为发起、翻译、传

输、接收四个阶段[4]。在翻译传播的六个要素中，主体、译者、媒介及受体分布于翻译传播过程的四个

环节。传播主体是发起者，主要负责编码并发出讯息，译者则是翻译环节的主体，主要进行异语信息的

语言解码和转换，传输环节须依托传播媒介，进行讯息的传递，在接收环节，传播受众接收讯息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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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5]。 
上文笔者已经提到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有序的市场秩序，翻译研

究成功也较少，输出渠道单一等等。通过对以上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借鉴，结合中国儿童文学目前在

俄罗斯的传播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儿童文学的俄译和传播路径探索也适合依据发起、翻译、

传输、接收四个环节来进行。通过对这几个环节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找出每一个环节的不足之处，从

而更好地指导儿童文学的俄译和传播。 

4. 儿童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路径优化策略 

儿童文学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和翻译的整合过程。基于此，本论文从翻译

传播的四个环节(发起、翻译、传播、接受)为切入点，探讨一下儿童文学的俄译与传播策略。 

4.1. 发起环节 

官民结合共作传播客体。传播主体作为传播活动的发起者，其首要任务是对信息载体(原始信息)进行

编码，对译者和传播媒介进行筛选，从而对整个传播过程进行控制。故而，美国传播学者库尔特·卢因

把传播主体称为“把关人”[6]。目前，儿童文学的对外传播主体大多集中在官办的出版社。例如，由海

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在创作、理论和出版等各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

并充分利用了国际译联在这方面的专家力量，收到了很好的反响[7]。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充分发挥自己

的资源优势，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精心的翻译，并对其进行封皮设计。旗下的国际儿童图书出版平台——

新前沿出版社，以出版业务互通、国际化经营管理的模式，输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原创儿童读物，如《阿

诗有块大花布》、《阿诗的神奇树叶》、《谢谢你》、《五千年良渚王国》等，销往欧美地区。若能把这

种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翻译实践推广到俄语中，必将使中国的儿童文学精品持续走进俄罗斯。尤利娅·亚

历山德罗夫娜·德列伊吉斯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年轻译者和学者，她在 2015 年创建了一个名为

“стихо(т)ворье·诗江湖”的网站，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本网站由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与

大众传媒署出资，旨在动员中、俄以及世界各地的汉语、俄译者，一起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交流。

这一以民间机构为主体、外加政府扶持，通过网络将中俄两国翻译资源整合起来，为中国现代文学俄译

开启一个全新的窗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将可以成为其翻译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4.2. 翻译环节 

选定合适的编辑和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到儿童这个年龄阶段的认识层次与心理特点，要

让翻译既好听又有趣，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要尽可能地让文章的内容更加适合目标读者。当译文

与主流文化价值发生矛盾时，译者也应根据“有益于儿童”的原则，适当地修改原文。同时，随着童书出

版行业的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儿童文学编辑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也有了较大

的发展空间。其工作内容涉及：策划选题，联络译者，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宣传文案撰写等。当然，在

翻译过程中，译者和编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对作品质量的把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儿童文学编辑的基本素

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和翻译家陈伯吹曾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中阐述了其秉持的儿童

本位化的编辑观，强调“文字合于儿童的程度，事物合于儿童的了解，顾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以及阅

读的兴趣，务使成为儿童自己的读物，而不是成人的儿童读物”。这就要求儿童文学的编辑要有一种“以

儿童为中心”的强烈的读者意识。作为儿童读物的第一批阅读者，编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检查译

文的正确性外，还应充分考虑到儿童的阅读心理与认知能力。既要保证译文的语言通顺、有趣，又要与

译语国家的文化价值相适应，使译文更易为受众所接受。编辑的专业经历、儿童视角、翻译观念、外语

能力和对儿童读物市场的敏锐洞察力，都将极大地影响着译文的最终形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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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传播环节 

利用多样的传播媒介。借助新旧媒介，线上线下相结合，采取多形式，立体化的宣传活动，如此中

国的儿童文学将会有更广阔的受众群体。在新译本出版的时候，可以组织读者、译者、作者之间的多维

现场交流，根据新媒体时期的网民需求和消费习惯，建立这三个之间的线上交流平台，通过文学作品，

推出动漫、影视、广播剧、连环画、贴纸、娃娃等一系列的汉语作品，并开展儿童文学的翻译比赛。 

4.4. 接受环节 

建立适时的反馈机制。翻译传播学的受众是讯息的接收者。受众对译文信息的评估，能使传播主体

了解到传播效果，从而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9]。为此，必须建立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掌握观众对信息

的反馈情况，了解受众的评价和传播效果[10]。比如，通过各种途径(如社交网站、短视频平台、学术交

流活动、展会、报刊杂志等)，主动收集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正反两方面的反馈，找出存在的问题，完善翻

译。 

5. 结束语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化建构的基石，在满足儿童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其在俄罗斯的推广，对推动中俄交往，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儿

童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信息传递过程，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对中国儿童文学对俄罗斯

的翻译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启示：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官民结合共作传播客体，选定合适的编辑和

译者共同协作翻译传播、利用多样的传播媒介，进一步拓宽译界途径，并根据受众的反馈不断评价传播

的效果，努力克服中俄语言差异，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助力中国儿童文学乃至中华文学更好地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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