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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接受理论”的图书馆系统中读者地位和作用研究

摘要　“接受理论”是研究读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从“接受理论”角度看 ,

读者是图书馆系统中不可分割的要素 ;读者对图书馆“系统质”特征有重要制约作用 ;读者在图

书馆系统中的主要功能是信息的接受、反馈、求新和开拓 ;读者的期待值应作为图书馆系统的重

要调控依据。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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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作为储存和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宝库 ,以其特有

的功能 ,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书馆作为

客观存在 ,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为目的而

创建 ,又是在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而发展的。可见 ,读者在图

书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强化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读者意识 ,努力为读者提供快捷而高效的服务 ,一直

是人们热切关心和讨论的话题。此前虽有不少人撰文强调增

强读者意识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但

对读者在图书馆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潜在功能还未曾见

到很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方面 ,文学理论中的“接受

理论”似乎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接受理论”就是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它是研究

读者即接受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 ,其

本质就是读者学。该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是由原联

邦德国汉斯·罗伯特·尧斯等几名文学理论家创立 ,其核心

是 :把“作家—作品—读者”放在文学创作的全过程进行研

究 ,强调读者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它以新颖的观

点、独特的视角 ,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通过领悟该理

论之要义 ,探求其精华 ,拓宽了我们的知识视野 ,它启发我

们重新审视读者在图书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1 　读者是图书馆系统不可分割的要素

像其他任何系统一样 ,图书馆也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 ,具有复杂的多元性结构。构成该

系统的主要元素 :一是工作人员 ,包括其领导者、具有不同

职称的工作人员及相关服务人员 ;二是硬件设施 ,包括馆舍

及馆内各类相关设备 ;三是图书、期刊、资料等信息资源 ,包

括各类纸质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 ;四是处于流动状态的读

者群体。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并突出图书馆系统的本质属

性 ,我们姑且把以上四个方面抽象为馆员、设施、书刊、读

者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图书馆系统的结构视为是由“馆员—

设施—书刊—读者”这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的。

“接受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 ,它把读者视为文学创作系

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而突出了读者在文学创作全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理论上的突破 ,为我们重新认识图书

馆的结构模式提供了借鉴。笔者对图书馆系统四元结构的基

本假设是否与事实相符 ,读者是否应作为该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这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而

判定。事实上 ,任何图书馆都是把为读者服务作为办馆宗旨 ,

它所进行的每一项调控措施无不是以读者为出发点 ,可以说

任何图书馆都是在为读者服务中生存和发展的。读者作为该

系统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诸如 :读者

与馆员的关系 ,这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它集中体现着服

务质量的高低和读者的满意程度 ;读者与设施的关系 ,这里是

相互适应的关系 ,正是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促进了图书馆的发

展 ;读者与书刊的关系 ,它集中反映着读者对所需信息资源的

供求矛盾。深刻认识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 ,深入研究

读者与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无疑会使我们认识到 ,读

者是图书馆系统中不可分割的要素。把图书馆系统视为四元

结构即“馆员—设施—书刊—读者”,突出了读者在图书馆系

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准确地概括了图书馆系统的本质特征。

事实上 ,只有从这一基本结构出发 ,我们在研究和处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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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时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且有积极

意义的结论。

2 　读者对图书馆“系统质”特征的制约性

“接受理论”认为 ,“系统质”就是在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产生的系统的功能结构所具有的质

的规定性。显然 ,图书馆以其固有的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方

式 ,规定了该系统的结构功能 ,也即规定了图书馆自身的“系

统质”。不难看出 ,图书馆的“系统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即积累性、流动性和适应性。读者是图书馆系统的重要元

素 ,它对该系统的“系统质”特征起着重要制约作用。

积累性是图书馆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图书馆从它建馆的

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信息资源的积累和储存 ,诸如购置图书资

料、订阅报刊杂志等 ,其信息积累的程度直接标志着其资源含

量的高低。但是 ,任何图书馆在信息积累的过程中都并非是

盲目地全盘接纳 ,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 ,其选择信息资

源的重要依据就是相应读者群体的基本需求。事实上 ,任何

图书馆 ,包括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农村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普

通中学图书馆等 ,都有其特定的读者群 ,它们在信息需求方面

既存在共性的一面 ,又存在特性的一面。因而在信息资源的

积累中 ,图书馆既要考虑共性资源的积累 ,又要从自身的读者

群体需要出发考虑其特性资源的积累。

流动性是图书馆系统的第二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信息资源自身的流动性。图书馆的所有信息资

源如图书、期刊、资料等都不是静止的 ,均因读者的使用而

处于流动状态 ,其流动频繁的程度直接反映着其使用效率

的高低。二是因信息资源的新陈代谢形成的流动。图书馆

既要不断地追踪和获取最新信息资源 ,同时 ,在确保有用信

息资源的同时对那些无用的、过时的“资源”进行剔除 ,以使

信息资源处于不断更新的最佳状态。毫无疑问 ,无论是追

踪和获取最新资源还是剔除废旧“资源”,都是要以读者的

需求为出发点的。要使此项工作做得及时、准确 ,就必须深

入了解和掌握读者的需求。

适应性是图书馆系统的第三特征。主要包括 :信息资

源的适应性 ,即图书馆所具有的信息资源应与读者的借阅

和使用相适应 ;设施的适应性 ,即相关设施的可用数量及现

代化程度应与读者的需求相适应 ;馆舍的适应性 ,即馆舍的

规模应与藏书数量、相关设施和读者数量相适应 ;人员的适

应性 ,即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数量及其自身素质应与图书馆

的发展相适应。适应与不适应是一对矛盾 ,图书馆就是在

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中得以发展、壮大。

综上可见 ,图书馆“系统质”的每个特征都是与读者的

需求紧密相关的 ,读者对该系统的“系统质”特征均起着至

关重要的制约作用。一言以蔽之 ,“积累性”就是为读者的

需求而积累 ;“流动性”就是为读者的需求而流动 ;“适应性”

就是与读者的需求相适应。

3 　读者在图书馆系统中的主要功能

“接受理论”认为 ,接受者即读者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

主体因素 ,它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作家应充分发挥主

体因素的内在潜能 ,启动读者在“信息接受、信息加工处理

和信息反馈”上的能动性。在图书馆系统中 ,读者亦为接受

者 ,在图书馆运行的每个环节中 ,读者的需求都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正像“接受理论”推断“读者是文学创作全过程的

主体因素”那样 ,读者也理应成为图书馆系统的主体因素。

在图书馆系统中读者的主要功能是 :信息资源的接受、信息

的反馈、信息资源的求新与开拓。

对于主体因素的第一功能 ,即接受信息资源 ,这里似乎

勿庸多加解释。读者按照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

在图书馆借阅有关书籍、期刊 ,查阅相关资料 ,其目的就是

为了捕捉信息、汲取营养、充实和提高自己 ,在这里读者既

是信息资源的接受者 ,又是信息的接受者。读者在对相关

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和处理时 ,由于自身的需求与文献之间

存在的差异 ,必然会产生对新的信息资源的期望和渴求 ,读

者把类似的渴求与期望信息反馈给图书馆 ,这就是主体因

素的第二功能。读者信息的反馈为图书馆追踪和获取最新

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依据。在最新信息资源的获取中 ,图书

馆工作人员不应仅凭主观意志而决定弃取 ,而应像“接受理

论”所提出的那样“心目中要有隐在的读者”,要根据读者的

反馈对其需求意向、接受能力、欣赏兴趣、知识水平等作出

预测和判断 ,并据此采取有效措施去追踪和获取读者所需

的最新信息资源 ,从而实现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求新与开

拓 ,这就是主体因素的第三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里我们强调读者的主体地位并不

排斥馆员的主导作用 ,正像学校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并不排斥以教师为主导一样。从图书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看 ,读者无疑是处于主体地位并发挥着主体作用。在图书

馆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努力挖掘主体因素的潜在功能 ,启动

读者的能动性 ,使其真正发挥主体因素的应有作用。

4 　读者的期待值应作为图书馆系统的重要调控依据

图书馆系统是动态系统 ,它是在不断发现矛盾和解决

矛盾中得以发展的。为了使该系统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状

态 ,必须对其进行适时地、合理地调控。由于读者对图书馆

“系统质”特征的制约性 ,以及读者在该系统运行中所发挥

的主体作用 ,“接受理论”启发我们 :读者的期待值应作为图

书馆系统重要的调控依据。

“接受理论”认为期待值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与作者有

关 ,它是储存于作品中能够被发现的期待值 ;另一种是与读

者有关 ,它是读者强加于作品的世俗的或来自生活实践的

期待值。在图书馆系统中 ,馆员的期待值显然已储存于该

系统中且容易被发现或者说是容易被体现的 ,而读者的期

待值是来源于读者对该系统的渴求与期望 , (下转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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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氏刻书抄书和藏书学的发展
有了图书才有藏书 ,藏书即是藏书楼的基础 ,人们对图

书的认识不断深化 ,其思想学说和理论方法 ,形成了图书学
及藏书学研究成果。如果从狭义角度说藏书是一种被动收
藏行为的话 ,那么抄书与刻书便是藏书家们的主动行为。
伴随着藏书家们对校雠、目录、版本研究、抄写、雕印、出版
这些生动的藏书实践过程 ,推动了藏书、藏书楼以及藏书事
业及其理论的发展。而此中 ,常熟藏书大家们在图书抄刻
传播方面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毛晋 (1599～1659) ,可称得上是明代晚期最著名的藏
书家兼刻书家。他刻书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得见宇宙之大
全 ,故于经史全书 ,勘雠流布 ,务使学者穷其源流 ,审其津
涉。其他访佚典 ,搜秘文 ,皆用以裨补其正学”[7 ]。“子晋本
有田数千亩 ,质库若干所 ,一时尽售去 ,即以为买书刻书之
用。创汲古阁于隐湖”[8 ]。他刻书的资金除售卖已刻书来
周转外 ,还售去良田以作补充。毛晋所刻图书 ,均为传世精
品。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所据底本质量上严格把关 ,多采用
宋本作底本 ,且经精审精校 ,有精良的版本作底本就有流传
的价值。二是用纸讲究。其印书纸张 ,每年都从江西专门
定做 ,厚的叫“毛边”,薄的叫“毛太”,这种纸直到几百年后
也还很有名气。三是精挑刻工 ,“其时银串每两七百文 ,三
分银刻一百字”[9 ]。自明万历末迄清顺治初的 40 余年中毛
氏刻书达 600 多种 ,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
李善注》、《六十种曲》及《说文解字》等为最著名 ,当时就有
“毛氏之书走天下”的美传。

毛氏刻书不仅在当时当地繁荣了图书市场 ,而且波及
了全国各地 ,引发了吴中地区藏书家的刊刻高潮 ,推动了文
化发展 ,推动了版刻事业和藏书事业的前进 ,也影响了以后
数代人对历史藏书文化传播的重视。

“影宋抄”是毛晋对图书文化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毛氏深知宋本书将日渐稀少 ,决心以推行其流布为己

任 ,创造了“影宋抄”的方法。“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
者 ,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影宋抄”就是将质薄而坚
韧的纸复在宋刻本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苟地摹写 ,这样
的摹写本酷似原本。孙从添《藏书纪要》说 :“汲古阁影宋精
抄 ,古今绝作 ,字划、纸张、乌丝、图章 ,追摹宋刻 ,为近世无
有能继其作者。”毛氏使抄书推向了一个质量巅峰 ,也是图

书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由于影宋抄保持古本原貌 ,使濒于灭绝之书得以流传

久远 ,其功莫大焉。上海图书馆珍藏中的毛氏影宋抄本《南
宋六十家小集》52 册 ,纸墨精洁 ,字划严整 ,影抄的都是宋人
集子 ,如今宋本不见传世 ,仅赖毛氏影宋本以延续。当代著
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得好 :许多藏书家“不惜巨资大
量地精工传抄 , ⋯⋯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 ,这种一时成
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 ,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
涵。”[10 ]

常熟藏书家兼刻书者还带有前赴后继的色彩 ,精神执
著。明代胡震亨于万历年间曾辑刻丛书《秘册汇函》,但此
书未刻全 ,残版后归汲古阁 ,毛氏据此扩而增之 ,加刻成《津
逮秘书》,嗜书者偶得之 ,视为拱璧。至清代张海鹏又在汲
古阁本基础上 ,精选、补充自购善本 ,再借各家之本 ,增订而
成《学津讨原》,使许多几将绝世书籍得以流传。其侄张金
吾于嘉庆己卯 (1819)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 ,也
是私家木刻活字印书中十分有影响的。

刻印书籍自然推动了私家藏书的发展与普及。常熟藏
书家们普遍从事自家藏书的校勘研究、编辑刻印等 ,为我国
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资料 ,对当时和以后的
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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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2 页)这种期待值往往不易被发现或者说是不容易

被体现的。为了对图书馆系统进行合理调控 ,馆员必须主

动了解和掌握读者的期待值 ,并努力开发这种期待值。

读者的期待值主要来源于读者的反馈。可以按照反馈

的深刻性把反馈分为感性反馈和理性反馈。感性反馈往往

是不深刻的 ,它是来源于读者的浮浅的、表面的感受。馆员

应努力调动读者反馈的积极性 ,采取必要措施诸如发放调

查提纲、设计调查表格、编制调查问卷等使读者的感性反馈

上升为理性反馈。除了调查了解之外 ,尚需对读者的反馈

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 ,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准确

获取读者的期待值。依据读者的期待值并结合图书馆的客

观实际 ,制定具体规划和方案 ,以实现对图书馆系统的整体

调控。由于这种调控是以读者的期待值为依据的 ,故调控

后的图书馆无疑将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求。事实上 ,只

有定期了解读者的期待值并不断对图书馆系统实施调控 ,

才能使图书馆系统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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