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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野中的国外老年人阅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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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雪

摘　 要　 老年人阅读是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国

外学界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指出，生理学的研究集中在阅读与老化的相互影响、降低老化对阅读的影

响，心理学主要研究工作记忆老化及不同阅读策略、不同文本体裁、不同文本元素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社会学聚焦于老年

人阅读的社会价值、阅读状况、影响因素、社会障碍与社会促进研究，教育学关注老年人的阅读能力、阅读行为和阅读策

略研究，图书馆学主要研究老年人的阅读兴趣、老年人阅读与图书馆利用的关系及图书馆的老年阅读促进。 各学科在研

究视角、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分野，但在思想基础、研究取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相互交融和借鉴之

处。 参考文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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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世界逐步进入老龄

化。 １８６５ 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龄化国家。 大规模

进入老龄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基本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１９９６ 年，全世界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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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５月　 Ｍａｙ，２０１４

７％［１］ ，从此全球进入老龄化，２１ 世纪更趋严重。 老

龄化发展态势成为所有研究老年人问题的社会背

景，自 １９３９ 年英国成立第一个老年学研究组

织———老年研究会［２］ 以来，研究历史已近 ８０ 年。
其中，老年人阅读因其对老年人所具有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而凸显重要性，吸引了多

个学科研究者的介入。 各学科不同的研究旨趣带

来了不同的研究侧重和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

试图概述各学科介入老年人阅读研究的内容及特

点，了解其中显现出的学科分野与交融态势，揭示

老年人阅读研究的总体状况。
首先阐明“老年人”这一概念在不同领域中的

界定，通行标准是年龄，国际上普遍以 ６５ 岁作为老

年人的年龄起点。 但在具体研究中年龄又是多维

的，包括日历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

等维度，致使老年人定义多元化。 Ｔｏｎｇｒｅｎ 对 ６７ 篇

文献汇总发现，许多研究采用从 ４９ 岁到 ６５ 岁等不

同的“临界年龄”来描述老年人［３］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ｈｒ 对

多部法规和研究文献的综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４］ 。
本文尊重各研究中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而代之以

“老年人”这一较为模糊的统一称谓。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主要采用“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ｔｈｅ ａｇｅｄ”、 “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等词与“ｒｅａｄｉｎｇ”、“ｂｏｏｋ”组配，对时间

不加限制，在 Ｊｓｔｏｒ、ＥＲＩＣ、ＥＢＳＣＯ、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ｅｒａｌｄ、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等数据库及 Ｇｏｏｇｌｅ 中进

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中的参考文献进行回溯检

索，从而扩展检索结果，最终获得的文献跨度主要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

２　 多学科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状况

２ １　 生理学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

随着年龄增加，作为阅读主要生理基础的大

脑神经系统和视觉器官都会发生较明显的衰退，而
且衰退呈现总体的单向性，会给老年人阅读带来一

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是相互的，“用进废退”的原

理即使在老年期也依然发挥作用。 因此，生理学主

要考察生理器官老化与阅读的相互影响，进而研究

如何延缓和补偿老化对阅读的负面影响。 实验法、
访谈法和跟踪调查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２ １ １　 阅读与老化的相互影响研究

从老化对阅读的影响来看，视觉的老化首当其

冲，Ｈｉｒｓｃｈ 考察老年人视力的变化，发现在 ６０ 岁以

前，视力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６０ 岁以后，便急

剧衰退，而且近距离视力比远距离视力的变化更

大［５］ 。 但预测性强的词汇会加快老年人的阅读速

度并提高理解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视力衰退

对文本阅读的影响［６］ 。 Ｈｅｎｓｉｌ 和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对 ５３ 位

老年人进行实验研究发现，轻度的听力损失并没有

降低他们的听读速度，而视力较低的老年人使用电

脑进行有声阅读和其他人用眼睛阅读在速度上没

有明显区别［７］ 。
就阅读对老化的影响来看，英国利物浦大学英

语系与神经科学专家对 ３０ 位自愿者进行调查，发
现受测者阅读辞藻深奥繁复的大师级作品时脑部

活动较活跃，由此认为阅读名著有助于脑部灵活而

且可以防止老人罹患痴呆症［８］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 研究认为

经常参与阅读等复杂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高于

那些不做这些活动的人［９］ 。 有学者将 ８７ 位健康老

人根据阅读能力分为两组，测试他们的认知能力，
结果发现阅读是一个测试老化过程中执行力和认

知能力保有量的可靠指标［１０］ 。
２ １ ２　 降低老化对阅读的影响研究

视力退化尤其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Ｄ／ ＡＭＤ）常常迫

使老年人放弃阅读［１１］ ，外在辅助设备和内在知觉

训练成为进行阅读康复的主要方式。 Ｍｙｒｂｅｒｇ 等人

对瑞典 ３ ２００ 名视力受损者（其中 ８６％为老年人）
进行了视力辅助设备使用的培训，并在随后三年里

对 ５％的人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９５％的被

调查者将这一设备视为他们最爱使用的阅读工具，
７１％的人能够用来阅读新闻，５０％的人能够流利阅

读，但三年后使用者数量有所下降［１２］ 。 在各种视

力辅助设备中，闭路电视比光学放大镜提供了更好

的聚光距离、更强的对比和更广的视野，能使老年

人阅读更持久［１３］ 。 但就阅读舒适度而言，辅助设

备存在不足，Ｗａｔｓｏｎ 等人继续进行了符合人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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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的阅读研究，招募了 １２ 位 ７０ 岁以上患有

ＡＲＭＤ 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低

视力辅助设备后，他们的阅读速度显著提高，阅读

的不适感也大大减少［１４］ 。 Ｆｏｓｓｅ 进行的实验研究

则考察了光亮度与患有 ＡＭＤ 老人的朗读速度之间

的关系，结果发现阅读速度对光亮度存在依赖关

系［１５］ 。 增强边缘视觉的阅读能力对于因患 ＡＲＭＤ
而丧失中心视域的老年人进行视觉康复非常重要，
知觉学习可以成为低视力老年人阅读康复的潜在

选项［１６］ 。

２ ２　 心理学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

心理学对阅读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层次深

入，体系丰富，在老年人阅读中也鲜明地体现了这

一特点，主要针对各类不同文本要素分析其接收和

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感知、理解、回忆等心理机制。
实验法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眼动跟踪分析为主

的实验室实验和以阅读日志分析为主的自然实验

均被采用，以前者居多，老年人与成年人常作为对

比组进行分析。
２ ２ １　 工作记忆老化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研究

大量研究均证实老化会降低阅读效果，感觉

功能最先随年龄增长衰退，继而加工速度衰退，最
后是工作记忆衰退［１７］ ，工作记忆老化对语言理解

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具有显著影响［１８］ 。 Ｋｅｍｐｅｒ
等人采用眼动跟踪技术考察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句

法复杂句子的阅读能力，回归分析显示工作记忆越

少的读者需要越多的回视和越长的眼停时间来处

理宾语关系从句［１９］ 。 Ｄｅ Ｂｅｎｉ 等对成年人（１８～ ３０
岁）、年轻老年人（６５～７４ 岁）和年老老年人（７５～８５
岁）进行的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工作记忆能力和复

合阅读要素在解释阅读记叙文和说明文的不同模

式变化上起着关键作用，而年龄因素并不能带来这

样的解释力［２０］ 。
２ ２ ２　 不同阅读策略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研究

与年轻人相比，在阅读速度相似的情况下，老
年人的阅读理解水平会受损［２１］ ，而在理解水平相

似的情况下，老年人的阅读速度又会降低［２２］ ，老年

人不得不选择降低阅读速度以保持高阅读理解能

力［２３］ 。 预览对于老年读者和年轻读者都一样有

利，只是相对于年轻读者而言，老年读者从预览中

所获收益要弱一些［２４］ 。 比较老年人和成年人复读

的心理处理过程发现，老年读者的理解水平与成年

组的同样好，在第一遍阅读过程中，老年人分配给

理解情景模式特征的时间多于成年人，但复读时，
两个组对此分配的时间相似；在复读过程中，老年

人对单词层次上的处理不如成年人熟练［２５］ 。 比较

成年人和老年人在阅读理解和回忆中所采用的策

略发现，当遇到阅读文本中存在不一致信息时，成
年组更可能选择重读某些段落，而老年组倾向重读

整个文本，表明老年人意识到文本中的理解问题，
但是在利用选择性复读策略以确认信息方面很不

擅长［２６］ 。
２ ２ ３　 不同文本体裁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研究

１８～３４ 岁成年人与 ６１～７７ 岁老年人各 ２０ 位同

时阅读说明文和记叙文各四篇，结果发现两个群体

对记叙文的阅读速度更快，回忆效果更好，老年人

在阅读说明文时花的时间更多，对文本的理解状况

同样受到文献体裁的影响，选择性复读能力对于回

忆说明文更加重要［２７］ 。 通过眼动记录考察说明性

图片与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阅读效果之间的关系，
发现老年人在字词认知和文本理解上的表现与年

轻人不相伯仲，甚至更好，但老年人在图片理解上

却稍逊于年轻人，这也打破了认为图片会增强老年

人对健康信息理解能力的假设［２８］ 。
２ ２ ４　 不同文本元素对阅读效果的影响研究

从文本句法结构来看，老年人阅读句子主题所

需的最少时间明显比年轻人长［２９］ ，甚至其阅读困

难可以归因于密集的主题句和复杂的句法结

构［３０］ ，他们在阅读主语从句时会比年轻人有更多

的回视次数和时长。 当成年人与老年人在线阅读

时，尽管成年人在总的阅读时间和文本理解水平上

要比老年人更占优势，但双方在有干扰信息的文本

处理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３１］ 。 拼写错误识

别也是文本处理过程中经常考察的问题，Ａｂｒａｍｓ 等

人的研究表明：识别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３２］ 。

２ ３　 社会学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

进入老年期，老年人面临着生活方式和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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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动。 一方面家庭责任的消减和退休带来了

大量的空闲时间，另一方面退休、丧偶、空巢等又在

很大程度上带来与社会的脱离感，如何进行老年期

的生活调适成为社会学研究老年人时经常关注的

问题，阅读的价值受到关注，它作为老年人日常活

动方式之一进入社会学的视野。 在老年社会活动

的情境中考察老年人的阅读状况成为社会学研究

的特点，问卷和访谈调查是普遍采用的方法。 在调

查对象上涉及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年龄段、身体残

疾及不同种族的老年人；在调查内容上涉及老年人

阅读的习惯、时间、来源、目的及影响因素等。
２ ３ １　 老年人阅读的社会价值研究

阅读对所有年龄来说都很重要，它与几乎所

有积极的个人和社会行为都有关系，阅读改善了生

活［３３］ ，对老年人而言同样如此。 阅读能够提供积

极影响和休闲时光，有助于满足老年人对世界持续

的好奇心，也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强化自尊的方式，
而且进行阅读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社会事

务［３４］ 。 Ｗｉｌｓｏｎ 的研究也指出阅读是信息提供、休
闲交流的方式，有助于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调

适［３５］ ，并通过描述佐治亚州阿森斯的退休者中心

阅读小组的活动实践，指出团体阅读的价值在于保

持老年人的积极水平，延续早已形成的习惯并促进

了他们的社会接触［３６］ 。
２ ３ ２　 老年人的阅读状况研究

社会学所关注的阅读状况主要是阅读在老年

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并对此开展了大量的调

查。 在时间上的历时调查，如 １９７４ 年受国家老龄

委员会委托开展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
在 ４ ２５４ 位老年人中，３６％的人在阅读上花了很多

时间，阅读是仅次于与朋友交往、园艺之后，与看电

视并列第三的活动，１９８１ 年再次开展的调查显示这

一比例有略微增长，增至 ３９％［３７］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逐

年进行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ｉｍｅ Ｕ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ＴＵＳ）数据也显示，６５ 岁以上人口中阅读

位居十大休闲活动第二位，仅次于看电视，且多是

独立进行的个人行为［３８］ 。 现时性的调查更多，如
Ｈａｒｒｉｓ 对美国印度裔、英裔、西班牙裔等其他种族

的 １２８ 位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阅读是最流行的活

动之一［３９］ 。 Ｓｗａｍｉ 描述了印度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其中谈到阅读成为老人们的爱好［４０］ 。
２ ３ ３　 老年人阅读的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与阅读紧密关联，教
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老年人会阅读更多的

书和杂志［４１－４２］ ，教育水平越高，阅读技巧和态度越

好，而且阅读对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所带来的学习

和休闲的贡献大于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４３］ 。 此

外，种族［３９］ 、居住生活方式［４４］也会影响老年人的阅

读行为。 这些关联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研究

共识，但对年龄、身体机能、性别、婚姻等因素的研

究结论却不尽相同，这也反映了老龄对阅读所带来

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就年龄的影响而言，ＭｃＬｅｏｄ 对加拿大 ３ ３５４

位 ４５～６４ 岁和 ６５ 岁以上读者的调查指出，随着年

龄增长  读者的阅读时间增加但阅读范围在变

窄［４２］ 。 Ｇｒｕｂｂ 对德克萨斯州 ３０４ 位年龄在 ６５ 岁以

上老年人和 ２００ 位年龄在 ２５～ ６４ 岁的成年人进行

的对比分析也认为，前者的阅读兴趣和行为确实与

后者存在差异［４５］ 。 而 Ｓｍｉｔｈ 则认为老年人的阅读

模式与一般人群并无二致［４１］ 。
就身体机能的影响而言，老化无可避免，但身

体、感知和智力退化对老年人阅读来说很少或几乎

没有影响，他们仍是有多种目标的热心读者［４１］ ，
Ｓｃａｌｅｓ 的调查也显示老年人具备完成阅读的生理

机能，包括视力、书报翻页、集中注意力等［４６］ 。
就性别而言，Ｓｃａｌｅｓ 调查了 ４９ 位老人，发现婚

姻、性别对阅读习惯没有影响［４６］ ，与此相反的结论

同样存在，认为女性老年人在阅读上所花费的时

间、阅读数量和范围都高于男性［４２， ４７］ 。
２ ３ ４　 老年人阅读的社会障碍与社会促进研究

在社会学家看来，老年人同样具有高水平的理

解和解释能力以及自由的心，他们所面临的阅读问

题显然不应归结为个体，而是社会的失败［４７］ ，因而

促进阅读就需要消除来自社会的各种障碍因素。
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社会乃至老年项目设计者对

老年人的消极观念和错误认识。 Ｒｉｇｇ 批评了很多

阅读项目都有的一种潜意识，即认为老年人为了实

用目的而阅读，但他认为并非如此，老年人是将“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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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为社会参与和与他们的同龄人互动的一种方

式”，两者的认识并不匹配［４８］ ；Ｓｃａｌｅｓ 则批评了老年

项目设计者对老年人阅读的忽视，认为他们对老年

人阅读不感兴趣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老年人也开始

将阅读视为一种没意思的行为［４９］ 。 其次是学习机

会的缺失———在老年人应当进入学校学习的年纪

他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４５］ ，这使得他们面临着来

自知识的阻碍，需要进行再教育［５０］ 。 第三是阅读

资源的缺乏，几乎没有商业出版社有兴趣出版和营

销适合老年群体的阅读资料［４７］ 。

２ ４　 教育学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很多研究都认同教育水平对

老年人阅读带来的影响，因而教育学很早就开始了

对老年人阅读的关注，主要从成人教育素养（Ｌｉｔｅｒ⁃
ａｃｙ）培养和终身学习理念出发。 研究的焦点集中

于阅读能力、阅读行为和阅读策略，测试法、访谈

法、自我报告法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２ ４ １　 老年人的阅读能力研究

老年人的阅读能力显著低于 １８～６０ 岁的成年

群体［５１］ ，１９９３ 年“全国成人素养调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ＮＡＬＳ）也指出 ６５ 岁以上老人

在短文阅读素养和文档阅读素养上的表现均显著

低于其他年龄群体，而且差距幅度都在 ３０％左

右［５２］ ；在 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中，这一状况依然没有根本

改变［５３］ 。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比较儿童、成年人

和老年人，发现语音技能能够最好地预测儿童和成

年人的读写能力，而可变智力和日历年龄则是预测

老年人读写能力的最好指标，这反映了老化带来的

变化影响了很多能力，尽管如此，老年人仍然保持

了与成年人相同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意味着他们具

有强大的补偿技能［５４］ 。
２ ４ ２　 老年人的阅读行为研究

在阅读时间上，Ｓｈａｒｏｎ 对 ５ ０６７ 位成人的调查

发现，成年人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间将近 ２ 小时，而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为 ８９ 分钟［５５］ 。 在阅读内容上，报
纸、杂志都成为老年人偏爱的主要文献类型，新闻、
历史、传记、宗教成为偏爱的主要内容［５６］ ，他们并

不喜欢阅读科幻小说、抑郁的书、包含性或暴力的

书、情节混乱的书或字母多的书，他们对有助于保

持创造性和最大智力能力的资料有强烈需求［５７］ 。
在个体差异上，在对 １ ３０８ 位老人的报纸阅读进行

考察后发现，６０～７０ 岁的读者在人口学和个体特征

上的差异要大于 ７０ 岁以上的读者，８０ 岁及以上老

年人中的读者数量在下降，但他们的阅读满意度却

更高［５８］ 。
２ ４ ３　 老年人的阅读策略研究

Ｍｅｙｅｒ 等人对 ４６ 位老年人进行的阅读指导研

究表明，老年人更多依赖文本中的标志来进行阅

读，严格的认知文本学习路径对老年人而言是不够

的［５９］ ；培养高水平的口头表达能力，降低阅读速

度，采用分析方式进行阅读，辨别阅读资料的段落

结构等策略能提高回忆效果［６０］ 。 Ｃｈａｍｐｌｅｙ 对 ９６
位具有大学学历、年龄在 ６５～７９ 岁的老年人进行研

究，发现阅读理解状况与单词、解码、语音和词形的

掌握情况正相关，而且这一群体阅读材料范围很广

泛，阅读策略很多样，总体来看是成功的阅读

者［６１］ 。 Ｄｕｎｃａｎ 从回溯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的阅读历

史，对 ２３ 位退休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这些

终身阅读者很早就展现了对阅读的兴趣，他们的经

历可为学校和其他机构制定阅读指导策略提供

参考［６２］ 。

２ ５　 图书馆学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

在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上，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美国芝加哥学派对阅读成为“科学的研究”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他们把阅读视为将文献中所包含的社

会知识转移到个人知识的中间环节，而图书馆则是

促成这一转移大规模实现的社会机构，力图通过大

量的社会调查，阐明阅读这一转换过程，并将这种

转换的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重新解释和理解图

书选择、服务、管理、图书馆历史等图书馆学的问

题［６３］ 。 作为学派创始人之一的 Ｗａｐｌｅｓ 是阅读研

究的先锋，１９３１ 年他与 Ｔｙｌｅｒ 对成年读者的阅读选

择进行分析，发现阅读兴趣上的差异并不是来自年

龄而主要来自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地位等因素。
他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以人们潜在需求来收集和提

供图书这一图书馆学原理性的认识，而且开启了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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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的调研传统。 他的学生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 延续了这

一传统，对 １９３０—１９４８ 年图书馆利用情况进行分

析，认为正规教育程度是影响老年人利用图书馆的

唯一原因，而且年纪越大利用图书馆就越少。 他还

发现年轻的成年人与老年人相比会借阅更多的非

小说型书籍，而老年人会借阅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

的文献［６４］ 。 总体而言，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基本奠

定了图书馆学老年人阅读的研究特点：在研究内容

上将阅读兴趣与读物选择关联起来，将阅读与图书

馆利用关联起来，将阅读促进与图书馆馆藏建设和

服务关联起来；在研究方法上，以针对图书馆及其

用户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案例法及针对流通数

据的统计分析法为主。
２ ５ １　 老年人的阅读兴趣研究

在阅读内容上，１９６９ 年尼尔森调查公司受国

会图书馆盲人和身体残障服务部委托，利用流通数

据调查 １２ 万用户，９１ ３％的 ６５ 岁以上读者喜欢有

声书胜过其他设备；老年读者不喜欢阅读操作手

册、科幻小说、包含性或暴力的书，对职业性或专业

性阅读资料也无需求［６５］ 。 Ｄｒｉｃｋｈａｍｅｒ 通过招募老

年人进行馆藏阅读和推荐来分析老年人的阅读兴

趣，发现感悟生命和易打发时间的图书得到明显的

偏好，科幻小说、抑郁的书、有大段描述的图书基本

没人推荐［６６］ 。 Ｗｅｉｔｋｅｍｐｅｒ 通过邮件问卷调查的方

式，对利用丹尼尔·布恩区图书馆延伸服务的 ５５０
位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读者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阅

读兴趣依次为宗教或励志书、历史小说、传记、爱情

小说、神话和西部小说［６７］ 。
在阅读特点上，尽管老年读者的需求不同，但

绝不存在与成年读者的巨大差异［６５］ ，Ｆｉｓｃｈｅｒ 综合

多项老年人阅读兴趣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阅

读喜好与一般成年人接近，无论在主题或是态度上

都是多样化的，喜好的主题包括浪漫小说、传记、侦
探小说、旅行、宗教、大自然、怀旧之情及有快乐结

局等，对有关性、暴力与科技方面的图书资料则不

感兴趣。 基本上老年人可归为一个喜好轻松读物

的读者群，而非具有个人嗜好的个体［６８］ 。
在读物类型上，尽管 Ｄｒｉｃｋｈａｍｅｒ 的研究指出

大字书和哑粉纸书受欢迎［６６］ ，但 Ｓｐｅａｋ 和 Ｇｏｕｒｌｉｅ

对此并不完全认同。 前者对莱斯特老年护理中心

图书馆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字书很受重

视，但它并不如预期那样使用频繁［６９］ ；后者对俄亥

俄州奥克伍德公共图书馆 ７０ 位 ５０ 岁以上读者进

行调查，大部分读者更倾向于阅读标准字号而非大

字书，女性读者随着年龄增长对大字书表现出了强

烈的兴趣，所有年龄读者都使用大字书而并不仅仅

是老年人［７０］ 。
２ ５ ２　 老年人阅读与公共图书馆利用研究

路易斯·哈里斯公司在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８１ 年进

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老年人的阅读时间有略微增

长，他们去图书馆的频率也增加了［３７］ 。 这一结果

显示出阅读与图书馆利用的关联。 Ｎｇａｎｄｕ 等对

１０１ 位老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７４％的被调查

者将图书馆看作他们的主要阅读资料来源［７１］ ，
Ｗａｔｓｏｎ 的研究更指出将近 １４％的老年读者完全从

公共图书馆来获得图书［７２］ 。 在经济困难时期，这
种情况更加明显，印第安纳州马里昂公共图书馆员

发现很多收入有限的退休老年人经常利用图书馆

来进行阅读［７３］ ，ＯＣＬＣ２０１０ 年报告也显示在金融危

机时期，１６％的美国老年人更多地使用图书馆［７４］ 。
除了提供阅读资料外，公共图书馆对老年人的吸引

力还在于所开展的阅读俱乐部，它不仅为老年人提

供了分享阅读体验、推荐阅读、增长知识的机会，而
且以阅读为纽带为老年人提供了结识新朋友、与他

人互动、增进社会融入的方式［７５］４８，［７６］ 。
２ ５ ３　 老年人的图书馆阅读促进研究

长期以来认为老年人不读书或不使用图书馆

的消极认识成为影响老年人参与阅读和利用图书

馆的最大障碍［７７］ ，将阅读与学技能、找工作、赚钱

相关联的功利观念同样阻碍了对阅读适用于老年

人生活的休闲或人文功能的认识，因而促进老年人

阅读应当丰富他们的阅读体验，重建他们对阅读的

积极观点，图书馆可通过代际活动或图书馆咖啡厅

等方式增进老年人的社会互动，将图书主动送至老

年人身边而不是被动地等他们来图书馆，并且提供

更多能吸引老年人的阅读资源［７８］ 。
在读物内容的选择上，Ｗａｐｌｅｓ 指出老年读者

通常想增长知识面，但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读物则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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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７９］ ，为此要结合老年人的阅读水平、教育程度和

身体状况考虑读物的可读性和吸引力［７７］ 。 对老年

人阅读兴趣的调查结果能够为图书馆员进行馆藏

建设提供参考，Ｒｏｍａｎｉ 指出在图书馆学探讨图书

馆为各类老年人服务的文献中，老年人的阅读兴趣

似乎都是一样，但 １９６８ 年《图书馆趋势》“公共图书

馆群体服务”专刊对全国 ７２ 家公共图书馆进行的

调查却显示，图书馆员对应纳入老年人服务的馆藏

存在分歧［８０］ 。 那么，以同龄人的视角来评价和推

荐图书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罗德岛图书馆服

务部招募了 ５３ 位年龄在 ６５ 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四

个月时间里阅读、评价并且推荐他们认为其他同龄

人也会阅读的图书，最终形成 １５０ 本书的购买清

单［６６］ 。 从老年人的读物选择策略来看，浏览是主

要方式，图书馆员的建议和图书展示方式很受重

视，因此加强馆员的阅读指导也是非常重要的［６９］ 。
Ｔｕｒｏｃｋ 在 １９８１ 年就建议在每个图书馆应配备老龄

化问题专家以开展阅读辅导评价、上门服务等［８１］ 。
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馆员 Ａｈｌｖｅｒｓ 结合老

年人的三个世代———英雄的一代（Ｇ 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沉默的一代（Ｓｉｌ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婴儿潮一代（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ｓ）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阅读推荐方案，
并指出应分析老年人阅读的发展趋势以增进导读

吸引力［８２］ 。 Ｎａｔｋｅ 为图书馆开展同主题书籍讨论

（ｂｏｏｋ ｔａｌｋ）活动提供了多项建议，包括选择合适的

时机介绍合适的主题书籍，提供待讨论书籍清单，
展示书籍的纸质或录音版以便老年人借阅，将图书

馆服务融入其中，评价活动项目等［７５］４５。
视力、脑力、行动能力随着老化的进程而变弱

是老年人阅读面临的障碍，因而克服这些障碍，有
效提供老年读物成为促进老年人阅读的基础。 首

先，在设施设备上需要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特点，譬
如设置专门的老年人区域，配置舒适的阅读桌椅

等［８３］ ，图书馆应组织提供便利的交通方式以帮助

老年人来到图书馆或者将图书馆服务送上门［８４］ 。
其次要关注阅读资源配置与服务活动。 为改

善大字书缺乏的局面，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康奈图书

馆中心开展了时长两年半的大字书项目，取得显著

成效。 其成功经验是：图书馆需要开展面向疗养

院、医院、社区中心、居家的潜在用户的邮寄、巡回

书库服务，要宣传图书馆的大字书，以促进老年读

者的利用，通过政府或私人渠道寻找资金以建设完

整的大字书馆藏，最好以巡回方式在图书馆体系中

进行流通利用［８０］ 。 Ｆｉｓｃｈｅｒ 指出，对于出行不便的

老年人而言，图书馆应开展馆藏寄存、送书上门、移
动图书馆、图书邮寄服务，还可以与其他服务如送

餐服务相结合以增加书籍和读者的联系［６８］ 。
Ｋｌｅｉｍａｎ 对公共图书馆为老年人服务提出了 ２０ 条

首要操作方法，内容包括购买大字本、提供老年人

喜好的网络资源链接等［８５］ 。 Ｓｔｒｅｅｔ 则介绍了英国

公共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上门服务、流动书库

和图书定期轮换的服务情况［８６］ 。 Ｉｒｖａｌｌ 介绍瑞典

图书馆与有关老人医疗机构合作，为高龄和痴呆老

人提供朗读和简单记忆训练的经验［８７］ 。

３　 多学科视野中的老年人阅读研究评析

３ １　 老年人阅读研究的学科分野与交融

３ １ １　 各学科的研究分野

综观老年人阅读的研究成果，各学科在研究视

角、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显露了

明显的学科分野。
在研究视角上，生理学和心理学主要是个体视

角，侧重个体的身心因素与阅读的互动，而社会学、
教育学和图书馆学更偏重社会视角，强调阅读与个

体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社会学从考察老年社会生

活调适方式的角度进入，教育学从提高老年人功能

性素养和促进终身学习的角度切入，图书馆学则以

促进社会到个人的知识转移和老年服务为切入点。
在研究对象上，各学科都选取了不同类别的老

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年龄是普遍的选取和区分方

式。 生理学对不同生理机能，心理学对不同心理机

能，社会学对不同种族、阶层、地域、机构，教育学对

不同教育水平，图书馆学对不同社区、图书馆利用

状况，这些对象侧重构成了各学科的差异。 在对阅

读文本的研究层面上，学科的差异也同样存在，生
理学更关注语形，心理学更关注语法，教育学更关

注语义，社会学和图书馆学更关注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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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内容上，生理学主要考察阅读行为发

生的生理机能与老化的相互影响，心理学主要研究

老年人对不同文本的感知、注意、回忆与理解的过

程与效果，它们都侧重于阅读行为的客观实施过

程；教育学偏向老年人阅读能力和阅读策略，侧重

于实用性、学习性阅读，社会学主要研究老年人阅

读的社会价值、影响因素与障碍消除，图书馆学则

倾向于读物选择和图书馆服务，它们均侧重于日常

性、休闲性阅读行为。
在研究方法上，生理学和心理学更多采用自

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多以人为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法

为主；社会学和图书馆学多以自然情境中的问卷和

访谈调查法为主，但前者多选择社会人群，后者多

选择图书馆用户，教育学则较多采用测试法。
３ １ ２　 各学科的研究交融

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同样存在，首先表现在理

论基础上的渗透。 以图书馆学为例，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

第一届白宫老龄大会期间，老年学的概念和理论就

进入图书馆学，Ｋａｎｎｅｒ 对 １９４６—１９６９ 年图书馆文

献进行内容分析，指出这种转移的平均时间是 ５ ５
年，有的需要 ６～ １１ 年［８８］ ；芝加哥学派从社会机构

和社会知识转移的角度来理解图书馆和阅读显然

受到了社会学的影响，同时 Ｗａｐｌｅｓ 的研究也受到

了同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系 Ｇａｒｙ 的影响。
其次是研究取向的交融。 在早期，无论是老龄

还是阅读都被视为个人问题，外界无法干预。 随着

对老龄化认识的深入，老龄问题成为社会问题，老
年人阅读也被视为社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能带来

多方面积极效应。 老化的影响虽然无可避免，但它

绝不是决定因素，老年人仍然具有参与阅读的能力

和主观意愿，而辅助设备、认知训练、发展教育和增

进社会支持等外界力量介入更被普遍认为可以大

大降低这一影响。 这种取向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

对老年人阅读的积极态度，而且使得个体视角与社

会视角、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

合，从而实现对老年人阅读的整体性解读。
第三是研究主题的交叠。 阅读学研究的主要

刊物《老年教育学》、《阅读学季刊》上刊登了来自

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有些很难区分属于哪个学

科，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研究主题非常相近。 日常阅

读偏好、阅读时间、读物来源、阅读障碍与阅读促进

在社会学、图书馆学都成为常见的考察主题，阅读

认知过程、阅读能力与阅读策略在心理学和教育学

的研究中也相互交织，心理学的研究常常成为教育

学的立论根据。 一些研究结论也获得了多学科的

认同，如老年人阅读的多样化与老年群体的异质性

特征相一致，而老年群体的同质性又带来了阅读偏

好上的一些共同点；年轻时的阅读习惯和对阅读的

态度会影响老年期的阅读行为；老年人的阅读能力

相对前代人而言在提高，但相对于同时代其他群体

而言依然偏低，教育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老年刻

板印象是阻碍老年阅读项目开展的主要因素等。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 芝加哥学派代

表人物之一 Ｗａｐｌｅｓ 较早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入

到图书馆学领域，他在研究老年人阅读兴趣时采用

了社会学的访谈法，确立了 １１７ 个访谈问题，而不

是使用图书馆学传统的流通数据来获得结论［７９］ ，
具有革新性。 访谈法的应用范围也早已扩展到其

他学科，成为适用性最广的研究方法。 此外，将研

究对象置于实验室或其他人为环境中进行考察所

获得的研究结果难以充分反映现实情境中的状况，
因而心理学在实验室实验法之外，借鉴采用了社会

学和图书馆学的日志分析法；反过来，图书馆学对

心理学眼动跟踪法的采用也日渐增多。

３ ２　 网络环境中老年人阅读研究的多学科进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文献载体从纸质延伸到

网络文本、电子文本，各学科的研究范围也相应地

扩展了，网络载体对于老年人来说意味着新事物，
因而较多研究比较分析老年人对网络设备的使用

状况及两类阅读载体的阅读效果。 网络的发展还

带来了从知识导向到信息导向的阅读并促进研究

的转变，阅读与信息行为的界限愈加模糊。 但总体

而言，各学科分野与交融的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

变化。
从电子文本与纸质文本的阅读比较来看，２０

位 １９～３３ 岁成年人和 ２０ 位 ６２～８１ 岁老人在电脑和

纸本阅读上的表现显示，老年人的阅读表现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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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子版还是传统精装本没有差别；相反，在线操

作对两个群体都带来了积极影响，能够回忆起更多

的信息和问题并报告出更多文本不一致之处［２６］ 。
１９９５ 年类似的实验再次实施，４０ 位成年人和 ４０ 位

老年人阅读四篇说明文的电子版或纸质版，结果表

明电子版对两类群体而言都带来了更好的回忆和

理解，相较而言，年轻的被试的阅读时间更少，回忆

的信息更多［８９］ 。 ５７ 位老人和 ６３ 位成年人分别在

纸本、自己控制速度和机器控制速度的电脑界面上

进行阅读，结果发现老年人进行纸本阅读时的理解

最有效，而成年人则是电脑；４６％的老年人喜欢在

电脑界面上进行阅读，而成年人的比例为 ６７％［９０］ 。
但在德国最近进行的眼动跟踪研究中，老年人使用

平板电脑时的阅读速度快于纸本，更快于电子书阅

读器，平板电脑能够调节对比度、背景灯光，因而更

易于老年人使用，但从心理感受上，传统文化观念

影响下纸质书仍获得了老年人更多的认同感［９１］ 。
从网络阅读设备的使用来看，“互联网与美国

人生活”项目 ２０１２ 年进行的全国电子书阅读调查

显示，美国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在过去一年中阅读纸

质书和电子书的比例，均低于其他各年龄段。 但他

们却是所有年龄人群中阅读量最大的，在过去一年

中平均读书数量达到 ２３ 本。 对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进行的三次调查结果发现，６５ 岁老年

人中拥有平板电脑的比例虽低于其他年龄群体，也
低于总体水平，但却在稳步上升；同样的情况也存

在于电子书阅读器上［９２］ 。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指出如果电脑

在将来能像电视机那样普及，电子书可以随意放

大，方便阅读和下载，那么图书馆可以为老年人提

供电子书替代大字书，他还将虚拟图书馆描述为一

个对老年人来说非常友好的场所，因为它能够调节

以弱化老年人视力和行动障碍［９３］ 。 Ｆｏｒｓｙｔｈ 对 １１７
家图书馆的调查显示没有图书馆针对老年人开设

在线阅读小组，但他认为 ５５ 岁以上老年人的网络

接入和使用比例增长非常迅速，而在线方式可以让

读者自己调节字体、使用屏幕朗读、保存，在线视频

聊天还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行动能力弱的影响，因而

网络提供了图书馆与老年人交流的新方式，包括在

线视频阅读讨论、在线阅读推荐和文献传递、在线

代际阅读小组、电子书、移动书目等［９４］ 。 图书馆

ＯＰＡＣ 通常同时显示多个记录，但字号太小会阻碍

老年人浏览这些资料，因而图书馆在设计时应考虑

这一问题或至少提供一台有大字体或安装放大软

件的电脑工作站［８３］ 。 另外，老年人的网络技能水

平是不同的，因而获取基本的网络使用知识对于老

年人来说至关重要，图书馆和馆员能够成为他们进

入数字时代的培训者［９５］ 。

４　 结语

老年人阅读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交叉领域，学
科分野带来了研究的多维视角和内容侧重，为我们

提供了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成果借鉴，而学科的交

融为我们构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奠定了基础。 正

如伯顿·克拉克所说，“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

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９６］ 国外老年

人阅读已经呈现出在分野之上的交融趋势，我国近

年来阅读研究升温，老年人阅读也在老龄化急剧发

展的背景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国外研究提示我

们，要增进该领域的研究就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
研究主题为统领，从更宽广的多学科视野来获得整

体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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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雪： 多学科视野中的国外老年人阅读研究综述
Ｘｉａｏ Ｘｕ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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