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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传播现象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

象, 它与图书馆事业密切相关, 是图书馆学研

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在这一方面, 国内重要的

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所著

的《文献交流引论》。现代 文献学研究将文献

传播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国外, 研究文献传播活动的规律也是图书馆

学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美国的巴特勒 (P.

Bu t ler)、谢拉 (J. H. Shera)、布迪 (John. M.

Budd) , 英国的奥尔 (J. M. O rr) 等, 都从事过

这方面的研究。

然而, 文献传播研究不仅仅是图书馆学

研究的对象, 它事实上涉及诸多方面的学术

范畴, 诸如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中还

涉及了一个以往图书情报学研究中几乎没有

人提及的学科——阐释学。本文试图提出与

阐释学有着渊源关系的文本阐释理论, 并对

这一理论在文献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意义和影

响作出深入的剖析。

1　文本阐释理论的提出

“文本”( tex t) 一词, 在日常用语中, 一般

是指文件的某种本子, 也指某种文件。我国的

《现代汉语词典》中便是这样解释的。作为西方

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文本一般指按语

言规则结合而成的, 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或

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

织本身, 在当代符号学及阐释学研究中, 文本

超出了语言现象范围, 指的是任何时空中存在

的能指系统, 如文学文本、艺术文本等。在当代

文献学范围内, 文本指的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

受众阐释的对象。它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

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 大到一部著作, 小到

一篇独立的论文, 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 付诸

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知识信息。

文献传播的核心是符号交流过程。文献

是文本符号系统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传播的

本质便是一个受众对文本符号的解码、阐释

过程。阐释, 英文为“H erm eneuein”, 是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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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语的“H erm es”一词演化而来, 指的是信息

的传达和解说。阐释具有认知、理解、解释和

翻译的意义。文本阐释则指受众在利用文献

过程中, 对文献的选择、阅读、解构、体验、认

知、反馈等一系列从文本符号中获得意义的

应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

文本阐释理论源于阐释学。它解决的是

探究文献利用过程中受众交流性阐释行为,

为文献传播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打开了方法之

门。受众对文本阐释理论为文献传播研究的

演化与拓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试从阐释

学的发展和文本阐释理论的演化来介绍其理

论的基本状况。

阐释学 (H erm enert ics) 是由古代巫师占

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以及学者对远

古典籍的注疏等逐渐发展起来的传达、阐明

和诠释的方法与理论。作为人文哲学, 阐释学

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

古典释义学, 中世纪时成为注释圣经的理论,

后又经历了从生命哲学到现象学, 再到本体

论,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现代阐释学

与现象学、接受理论和传统阐释学结合而成

为一种“对话交流”哲学。它包含了对文本意

义解释的诸多范围, 如对文本作者、文本结构

和意义、受众接受文本的理解和说明等。

在中世纪的神学精神背景影响下, 阐释

理论主要用于解读《圣经》经文。核心是依赖

一套阐释原则来诠释圣经教义。从 1720 年到

1820 年这 100 年当中, 德国几乎每年都有一

种新的阐释手册出版, 以指导新教牧师的宗

教活动。中世纪后期,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理

性主义发展, 扩大了阐释对象的范围, 而不只

局限于圣经, 还包括了对经典内容的考证和

意义阐发, 逐步形成有关圣经和法律条文的

“释义学”(exegesis)和考证古典资料的“文献

学”(ph ilo logy)。

德国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 ( F.

Sch leierm acher)则创建了以方法论为中心的

古典哲学阐释学, 使阐释学不再只是文学解

释的技术。继之, 19 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

狄尔泰 (W. D ilthey) 则将阐释学融进历史哲

学, 将之视为人文科学方法, 认为对文本的解

释不应把对文本作者的意义看作最终解释,

从而使阐释学的对象不断从文本、文本意义

和指谓转到文本所表达的生命体验上来。哲

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最终完成了阐释学

的本体哲学体系, 伽达默尔在他的哲学阐释

学著作《真理与方法》(1960 年) 中, 将阐释学

分成三个领域, 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

领域。

此后, 阐释学与诸多学科结合, 呈现出多

元化的格局。法国的李克尔认为, 阐释学讨论

的是诸如文化艺术等符号含义复杂的系统的

意义阐释原理的文化阐释。德国的卡西尔则

认为, 关于文本的分析, 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基

础, 阐释的目的是通过文化作品了解其背后

的意义, 理解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然后是对

文化本质的确定, 全面分析人类的符号行为,

对产生作品的心理过程加以研究和分析, 探

讨人类在符号活动中的符号意识。德国哲学

家哈贝马斯 (J. H aberm as) 在《沟通行为》一

书中, 以传播理论作为阐释的条件, 认为阐释

学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之上的。

对文本阐释理论产生较为重要影响的是

姚斯的接受理论。阐释学的发展, 使人们愈来

愈注意到单纯作品文本研究与单纯作者心灵

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片面性, 它忽视了人的活

生生的交流与文献社会接受效果, 将文献社

会活动这一动态性过程分割。姚斯则对文本

中心论进行反驳, 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

受理论。

1967 年, 姚斯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

理论的挑战》。他认为, 从根本意义上说, 文献

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 读者是文献活

动的能动主体, 读者通过作品实现与作者的

心灵对话, 读者接受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现

实意义。正是读者的解读和阐释, 才打破了文

本意义结构的封闭形式, 读者经验与文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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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互为主体, 相互阐释, 相互生成。

2　文本阐释理论的研究意义

文本阐释理论从文献学角度来发展阐释

学的理论, 其核心是通过作者、文本和读者的

意义关系的研究, 考察阐释过程中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 区分写与读两种对话模式, 探讨作

者与受众心态对原文意义的涉入, 阐明理解

原文意义以及读者自我理解的互动关系。

通过对阐释理论发展中一些观点的阐

述, 我们不难发现, 文本阐释同样是文献传播

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对传播系统统

一性的人文重建, 使人们能够从最本质的方

面研究文献传播的符号意义交流过程。张扬

接受者理解和阐释权力, 将一种复归原意的

本源性溯源转换成接受者对文本的重新创意

的多维性, 使文本阐释理论成为文献传播理

论的本质基础, 也是阐释学方法的逻辑推绎

和具体发展。

以往对文献的研究, 重在绝对客观主义

的释义和自然实证的说明, 尽管人们逐步认

识到了文献是通过传播活动来实现意义转换

的, 但却忽略了文献与个人体验、再创造并进

而与历史文化普遍性的联系。研究文献传播

则片面强调了文献载体交流与组织, 对文献

的评述也缺乏主体参与意识, 对读者的研究

更是站在传播者的立场上去分析、推测读者

的心理状态, 完全压抑和忽视了受众阐释行

为的主体意识。研究者只局限于探讨作为客

观存在的, 永恒地存在于文献载体的文献价

值与规律, 认为读者的利用是被动的。

然而, 事实上接受文献的活动不是一种

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而是一种主体

间性的交流活动, 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交

流系统是建立在主体 (作者与读者)通过对象

(文本)而相互关联沟通的基础之上的。文献

的意义、价值、主旨和本质都是在传播活动

中, 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过程而生发出来

的。受众不仅不是一个盲目的、被动的受播

者, 相反, 从根本意义上说, 文献注定为受众

而存在, 文献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文本

阐释, 从而将文献作为一个有其内在结构的

符号系统, 放在与社会传播系统中人类精神

活动的位置来考察其意义产生的双向建构。

对文本阐释活动的认识, 从传统上强调

文献的注疏、训诂及一般阅读活动中寻求作

者初始意义的释义活动, 发展到对受众文本

阐释主体功能及交流性的分析, 为文献的传

播意义重新定位, 是对传统文献观的一种继

承和发展, 也是文献传播人文研究告别旧有

模式的重大转折。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它

们之间的差别。

传统文献观与人文文献观的比较表

传统文献观 文本阐释的人文文献观

1.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物质载体。
文献是立足于传播与阐释的文本符号系统, 载体是一种相对

传播形式。

2. 文献是自足的系统, 是自我相关的。
文本在受众理解中复活, 传播者、文献受众是一个整体, 文献

具有被编织与被阐释的特征。

3. 著者是文献之父。 著者是文献之父, 受众则是文献再生之父。

4. 著作与阅读相互分离。
著作与阅读通过文本而联结成意义对话结构, 著作即阅读,

阅读即阐释性交流。

5. 读者总是文献传达的意义的被动者。 文本通过受众阐释达到视界融合并超出视界。

6. 文献传播是一个线性模式。是文献从

作者到读者的传递过程。

文献传播与利用是传播与阐释统一的过程, 呈螺旋式上升的

关系型模式, 意义不断被更新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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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献观 文本阐释的人文文献观

7. 文献著作是严肃的, 与读者的解读与

赋予意义无关。

文献的文本是著者与受众达到心灵对话而消除误解的中介

桥梁。

8. 文献是著者思想的外壳, 是储存思想

的容器。

文献具有真诚性、开放性和人文性, 是未完成的交流活动的

中介, 它始终等待阅读。

　　总之, 文献的文本阐释理论为文献传播

研究提供了一个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

方法和认识方法。作为文化现象与人类交流

活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传播活动的基

本原理是传播与阐释原理, 对文本信息的传

播与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

是对文献传播从现象到本质, 从个别到系统

的整体规律的把握, 并以此建立起人文研究

的新“范式”, 对它的研究正是文献传播人文

研究的目标及意义所在, 同时使传统的文献

研究走出封闭的、考据式的领域, 使之更具活

生生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 从而为一切知识

积累和人类交流提供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可

能, 突出了文献传播活动所处的多元的、动态

的人文结构关系, 为图书馆哲学的研究也提

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3　文本阐释活动的社会交流作用

阐释文本是一个自我的交流过程, 受众

通过文本与潜在地存在于文本符号系统中的

传播者进行对话, 将人与文本的关系变成人

与赋予文本意义的人的心灵沟通和灵魂对话

关系。主体 (著者与受众)通过对象 (文本)而

相互交流, 成为文献传播最基础、最核心的传

播形式。

阐释交流活动从传统的文献训诂、注疏

等古典释义行为及一般性阅读活动的文本意

义的寻觅, 发展到今天具有主体接受和对话

意义的中介交流, 既是人们认识文献活动的

深入, 也是对文献传播活动从表象到本质的

一个认识过程。

文献阐释活动不仅作为一般接受和认知

行为而存在, 它的特殊性活动创造性地发挥

着社会交流的作用。这些特殊性活动包括文

献评论、文献翻译、文献注释、文献引文及文

献加工改编等阐释性交流行为。

文献评论作为阐释活动反馈环节的传播

活动, 使文献的创作、生产、消费与利用之间的

传播环节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 达到社会传播

动态的平衡。它把对作品中蕴含的作者创作意

向的检验、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通过评

论的方式反馈到作者的创作活动中, 从而不断

调节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关系, 时而调节社会传

播关系。我国著名书评家肖乾就曾引用美国学

者舍伍德 (J. F. Sherw ood) 的话说, 书评是图

书馆员随意滥买与亲自逐本审查的理想中间

的妥协办法。[1 ]可见, 文献评论在图书采访中

的重要作用。文献评论由四个要素构成, 即批

评主体 (批评家) , 批评对象 (作品) , 媒介 (各

种传播机构) , 批评受众, 由此构成一个调节传

播系统。文献评论是文献传播的社会监督形

式, 评论家则是“把关人”, 它通过对文本的描

述和评价, 对传播的可能效果与影响加以分析

与预测, 以此影响和引导受众的消费与利用。

不恰当的或死守传统的批评, 或许会成为文献

传播的严重障碍, 反之则是一种促销手段, 可

起到广告作用。

翻译过程是一种阐释与创作相互结合的

过程。它更能体现出文献受众与文本隐含的

作者的对话交流的人文特质, 其间包括整理、

排列、加工、创造及延伸原著的基本意义, 达

到“信、达、雅”的目标。译者在发现已客观存

在于原文主旨的同时, 总是在阐释过程中重

新梳理出适合读者处境的文本形式, 从受众

的背景及阅读角度来传播原著文本的意义。

作为文献跨文化性阐释活动重要方式的翻译

活动, 能在译者、文本与原著者之间重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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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从而扩大了文献的传播范围。文化间的

交流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献的这种特殊

传播形式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交

流。译者既是阐释文献的读者, 同时又是传播

文献的文本转换者。

如果说翻译是疏通了跨种族的横向层次

的文献传播的障碍, 那么文献注释则疏通了

古今之间纵向历时性文献传播的障碍。注释

在阐释文献的同时起到了传播文献的作用。

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指出:“时有

古今, 犹地有东西、有南北, 相隔远, 则语言不

通矣。地远则有翻译; 时远, 则有训诂。有翻

译, 则能使别国如乡邻; 有训诂, 则能使古今

如旦暮。”[2 ]文中的“训诂”便是古代我国注释

文献的方式。古典文献的文本文字为繁体难

认, 又多用异体、假借字, 且往往传抄有误, 难

于为今人把握, 通过注释的句读、今译、释词

语及明通假, 排除阅读障碍, 有助于古籍的整

理与传播。注释在当代的文献出版活动中起

到疏通传播障碍、帮助受众利用文献的作用。

文献的创作活动离不开对前人或他人文

献的引用。引文现象充分表明了文献受众阐

释文献并由此借鉴到自己的著述活动中而形

成的一个科学交流系统。引文分析已经发展

成为研究科学情报交流的重要方法, 它可以

查证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分辨学科特征和背

景, 评价和选择核心文献, 了解文献创作的背

景和文献交流状况等。文献征引关系作为一

种特殊的逻辑交流关系, 具有许多复杂原因

和动机, 因而对于研究文献传播规律和“文际

关系”的交流性有重要作用。

对文献原著进行二、三次文献的加工以

及改编活动, 也都是在文献阐释基础上的交

流行为。大众传播媒介, 如广播、电影、电视等

对原著的改编, 能使作品成为阅读行为的一

个特殊组成部分, 进入社会整体文化消费渠

道。这种改编活动借助受众广泛的大众传播

手段扩大了影响范围, 从而反过来促进了原

著文献的进一步传播。二、三次文献更通过目

录、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等编制与撰写形式,

促进了一次文献的传播, 成为文献组织传播

渠道重要的传播手段。

4　结语

文本阐释理论对于深化文献传播形式、

结构、本质、目标理论的研究, 有着重要的意

义, 它是在阐释学、接受理论、传播学和符号

学等理论研究基础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哲学

认识和人文重建。

不可否认, 图书馆学研究应当理论联系

实际, 在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时代, 图

书馆学研究应适应这一潮流并且加以新的定

位。然而, 我们不能任由图书馆学研究摇摆于

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人文科学与应用科

学之间而无以为根, 必须解决图书馆学科学

的渊源和哲学基础, 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学

术范畴。在这一点上, 文本阐释原理或可提供

一种方法和理论思想, 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

究更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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