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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阅读史理论体系的建构
———写在《中国阅读通史》出版之后

熊　 静 

摘　 要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正式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阅读史

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通史，在建立阅读史理论体系，凝练中国古代阅读传统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 阅读史由读者的阅

读行为构成，受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中国阅读史研究可被分解为三方面：基本理论研究；文

本变迁、学术与知识体系、社会环境与教育、社会意识与宗教、出版传播等外在因素及其对阅读活动的影响；读者的

阅读行为、阅读内容、阅读观念、阅读思想与理论等内在因素及其与阅读行为的关系。 本文按照时间脉络梳理阅读

活动的发展历程，将中国古代的阅读传统与精神凝练为五个方面：阅读价值观、传统阅读方法、阅读精神、古代读书

人的文化情怀、热爱藏书；最后提出供本领域研究者继续探索的几个方面，包括：基础史料的整理与出版，阅读

史研究方法论，阅读史与阅读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区域、民族阅读史研究，专门阅读人群及个案研究等。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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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ｍ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１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主编的十卷

本《中国阅读通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自 ２００４ 年《中国阅读通史》编撰计划提出，到 ２０１８
初正式与读者见面，整整用了 １３ 年的时间。 笔者

作为本书的副主编之一，负责部分章节的撰写和全

书的统稿工作。 在本文中，笔者代表编撰团队重点

阐释《中国阅读通史》提出的阅读史理论体系的主

要内容，在总结中国古代阅读传统和精神的基础

上，提出未来阅读史研究的五个主要方向。

１ 《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及主要内容

《中国阅读通史》共分十卷。 第一卷《理论

卷》，集中讨论阅读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具体

包括：中外阅读史研究进展，中国阅读史与阅读

文化的研究内容，阅读史与阅读文化的民族、时
代、区域特征，文本变迁、社会环境与教育、社会

意识与宗教、学术变迁等因素与阅读活动之间

的相互影响，并从宏观角度对我国悠久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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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统进行了提炼和总结。 第十卷为《图

录卷》，辑录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与阅读活动

相关的图画资料，包括人物图像、书影、书法画

作等艺术作品、藏书楼和图书馆图片等，并附文

字说明。 第二至九卷基本遵循历史分期，梳理

阅读史的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将中

国阅读史划分为 １１ 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具体分

期为：先秦、秦汉（第二卷），魏晋南北朝（第三

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夏辽金、元（第五

卷），明（第六卷），清代上（第七卷），清代下（第

八卷），民国（第九卷）。 每一阶段均独立成编，
讨论的话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出版、藏书

事业等对阅读的影响；本阶段内阅读活动的总

体特征；各类型读者群体及其阅读特征；阅读方

法和理论的发展；代表性读书人物及其贡献；阅
读的区域性、民族性特征等。 本书的作者，除王

余光教授外，集中了一批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

学等全国著名院校在阅读史领域有一定积累的

中青年专家。 经过作者们的共同努力，历时 １３
年终毕其功，《中国阅读通史》也成为了我国阅

读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中国阅读通史》 的编撰计划最早提出于

２００４ 年，在此之前，以王余光教授为首的科研团

队已在中国阅读史和阅读文化研究领域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 史料收集和整理方面，有《中国

读书大辞典》 （１９９０）、《读书四观》 （１９９７）、《把

卷心醉》 （ １９９７） 等，将中国历代有关读书的典

故、古训分门别类汇集成编，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基本的资料支撑。 经典导读和推荐书目研究方

面， 有 “ 读好书文库” （ １９９９ ）、 “ 书海导航”
（２０００）、“世纪阅读文库” （ ２００１） 等，从文本出

发，讨论经典的形成、阅读等问题。 特别是“读

好书文库”的开卷之作《名著的选择》，在对中外

推荐书目进行梳理统计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

阐释了阅读的价值及人群阅读倾向形成的原

因。 代表人物阅读活动和经验的总结，有“中国

名人读书生涯”（１９９７）丛书十种，为建立个人阅

读史研究范式积累了经验。 中外阅读史研究进

展和中国阅读史研究体系探索，有《关于阅读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 （ ２００１）、 《 中国阅读史论》
（２００１）等单篇文章，充分论述了中国阅读史研

究的必要性，并初步界定了本领域的主要论题。
上述工作为中国阅读史和阅读文化研究的全面

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过程中，一批对

阅读、阅读史研究怀有热忱的同道，同时感到了

编撰中国阅读通史、建立中国阅读史研究理论

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 《中国阅读通

史》的编撰计划被适时提出。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首次编撰

工作会议，就《中国阅读通史》撰写的意义、主要

内容、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综合考虑阅读活动的阶段、地域特征，确定了中

国阅读史的历史分期，以此为依据分卷，并讨论

通过了王余光教授提出的“中国阅读通史撰写

纲要”，在中国阅读史研究体系的架构等基本问

题上达成了共识。 会后，各卷作者按照编撰工

作会议的精神，分工完成了资料搜集与初稿的

撰写。 十余年间，我们掌握的研究资料越来越

丰富，对于阅读活动本质的认识也愈发深刻，一
些在编撰计划启动之初尚未兴起的论题和研究

领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如在阅读理论方

面，增加了对社会阅读、阅读疗法的研究和论

述。 在阅读史的各分期内，重视对代表性阅读

著作及思想理论的系统梳理；加强了对特定人

群阅读行为及特征的关注，如女性、少数民族读

者等。 应当说，随着编撰工作的逐步推进，我们

对于中国阅读史理论体系的探索也在不断完

善。 今天，《中国阅读通史》已经正式出版，等待

读者的检验，在此，我们将编撰过程中对于中国

阅读史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分享给读者，求教

于方家，希望能够对中国阅读史研究的体系化、
学科化产生积极影响。

２　 构建中国阅读史理论体系的探索

谈到中国阅读史，我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

是：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阅读传统的文明古

国。 诚然，中国的阅读历史悠久，史料丰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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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详赡，但是古代并没有专门研究阅读的学科

分支，即使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也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才兴起的一个新兴领域。 中国古代

的阅读史料，大量分散于史志、书目、文人著作

之中，如何组织这些材料，展现中国阅读史的独

特魅力？ 在我们提出编撰《中国阅读通史》的计

划时，相关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如何构

建中国阅读史的理论框架？ 如何界定中国阅读

史的研究内容？ 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阅读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但在西方已

有数十年的积累，对西方阅读史研究状况的梳

理，有助于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阅读史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在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上，
融合了美学中的读者反应理论而兴起的一个研

究领域［１］ 。 从 ２０ 世纪中后期至今，西方阅读史

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理论和研究

体系。
读者反应（或接受）理论认为，文本的解读，

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文之中的孤立的事实，而是

必须依据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效应的动态过

程”，所以应当把注意力从文本本身转移到“读

者和反应上来” ［２］２０９ 。 西方阅读史诞生之初，深
受该理论的影响，许多读者反应理论的核心概

念都被引入到阅读史研究中来，如“阐释团体”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 阅 读 人 口 ”
（ｒ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等，被广泛地应用于阅读行为和现

象的解释。 比如，法国著名书籍史、阅读史学家

罗杰·夏蒂埃（ Ｒｏｇｅｒ Ｃｈａｒｔｉｅｒ）就认为文本的意

义需要由人来阐释，而阐释团体“是一个分享共

同阅 读 风 格 和 可 辨 认 的 诠 释 策 略 的 读 者

群” ［３］ １５４－１７５ 。 罗伯特·休莫（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ｍｅ）则倡

导调查“具有历史意义的读者反应群体”，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文本”是什么和阅读作为一

种历史力量的意义［４］ 。 阅读人口的研究则重视

拥有共同阅读习惯的人群数量、构成及阅读情

况的综合，大量采用计量的方法，去解决人们何

时、何地，以及如何阅读的问题。
在这种学科背景下，西方阅读史形成了以

读者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在西方阅读史理论奠

基之作 《 迈向阅读史的第一步》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又译为《阅读史初

探》）中，罗伯特·达恩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ｎｔｏｎ）将阅

读史研究内容归纳为“外部的阅读史”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和“内部的阅读史” （ ｉｎｎｅｒ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两大类。 前者关心“谁
阅读”“在何处阅读” “阅读什么” “什么时候阅

读”等外部活动所表现出的形态，后者则是关于

“如何阅读”以及“为何阅读”的问题。 前者的解

决有赖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通过两种研究

方法来实现：其一是利用大规模书目进行系统

分析和阐释的宏观研究；其二偏重对“私人图书

馆、个人财产登记和购书登记、图书馆的借阅登

记簿”等微观维度上的考察。 至于后者，由于涉

及读者消化文字的心理过程，目前并没有特别

有效的研究办法。 对此达恩顿提出了五个可能

的研究维度，包括对于过去人们阅读理念的假

定，普通民众的阅读活动，代表人物的个案研

究，利用文学理论解构阅读过程，从更宏观的层

次利用书目分析学的成果等［５］１２９－１６１ 。 西方阅读

史的另一经典著作———由著名学者古里耶默·
加瓦罗（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Ｃａｖａｌｌｏ）和罗杰·夏蒂埃主编

的《西方阅读史》（１９９９），讨论的话题包括：书和

阅读与各时期文化、政治、公众意识等因素之间

是如何互相影响的；阅读方法与文本载体形态

的时代变迁及其特征；阅读形态的演进；阅读人

群的发展和演变等［６］ 。
应当说，西方阅读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

果，为确定《中国阅读通史》的体例和编撰大纲

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其以读者为中

心的研究思路，对于中国学者颇有启发。 但是，
中西方的阅读传统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说是迥

然不同的，一些涉及东方阅读传统的西方阅读

史著作，由于文化的隔膜、资料的不足，在阐释

中国阅读史的相关问题时总是令人感到隔靴搔

痒，有浮光掠影之嫌。 这既是我们撰写《中国阅

读通史》的动因，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阅读

史理论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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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阅读是阅读主体（读者）与文本

（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整个宇宙）相互影响

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

种体现” ［７］２８ 。 同时，阅读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更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保存与传

播的首要途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过去

的研究，重视读者个体的阅读活动，注意力集中

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互动，读者对文本的

阐释，对阅读原理的分析等层面，而较少将之视

为一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环境中

综合考察，未能从宏观上揭示阅读的文化内涵

和文化意义” ［８］３ 。 从阅读文化角度来看，其结

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功能与价值层面，揭示

阅读文化的精神内核，包括阅读目的、阅读功

能，阅读者对于阅读的观念等；②社会意识和时

尚层面，研究各种社会因素与阅读活动之间的

交互影响，如政治意识、群体意识、禁书、时尚

等；③环境和教育层面，阐释阅读文化产生的物

质基础对其的影响，如经济发展、藏书事业、出
版事业、教育环境等［８］７－８ 。 上述这些方面，同时

包括了影响读者阅读的内外因素，它们的总和

及时代变迁，能较为清晰地展示中国阅读史的

历史进程，也能为构建中国阅读史研究的理论

体系奠定基础。

３　 中国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吸收中外阅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立足于

对中国阅读史资料的挖掘，综合考虑影响读者

阅读的各种因素，我们建立了一套社会文化视

野下的中国阅读史研究体系，将中国阅读史的

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涉及八个主要问题。
（１）学科基础和理论研究

阅读史研究的基础。 即阅读史研究资料库

的收集与建设，包括关于阅读的各种历史记载；
历代学人论读书、读书方法、读书价值等的史

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文献资料，在阅读

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实物，如藏书楼，艺术资料，
如读书画、雕刻，民俗资料，如年画、民俗习惯

等，过去受到的关注较少，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来看均有其独特的价值，应当被纳入到学科基

础中来。 因此，我们在《中国阅读通史》中特别

设立了《图录卷》，借以展现中国阅读文化的丰

富性与多样性。
阅读史的基础理论。 包括：国内外阅读史

研究的进展，中国阅读史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阅读文化的阶段性、区域性特征等。 基础理论

主要勾勒阅读史研究的框架，界定研究对象，明
确研究内容，并从宏观角度梳理中国阅读史的

发展脉络、历史分期和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阐
释影响阅读行为的内外因素及其影响力的表现

形态。
（２）影响阅读的外在因素

文本变迁与阅读。 讨论文字演变、文本载

体形态和制作方式的变革对阅读的影响。 以文

本变迁为标志，２０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阅读史

有三次明显的转型期，分别为纸简替代、雕版印

刷术普及、机器印刷术传入。 载体形态和书籍

生产、制作方式的变革，促进了文献的激增，在
给阅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阅读行为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如阅读的“泛化”、通俗阅读的兴起

等。 文本是阅读的对象，文本变迁对于阅读的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应当成为阅读史研究

的首要对象。
学术、知识体系与阅读。 通过分析历代书

目、文本释义学（主要是经学）、工具书、推荐书

目的发展，考察知识体系的构成、变迁，阐释阅

读的变化。 理解或者阐释文本是阅读的目的，
而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阅读者的知识体系。
可以说，知识体系限制着人们的阅读能力和理

解能力。 比如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从“七略” 到

“四部”的变革，在历代书目中的直观表现为图

书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其本质则反映了古代学

术之升降，子书减少，地位降低，儒学兴盛，成为

主流思想。 同样的文本，对于身处不同时代的

读者，在文本价值和思想内涵认识上的差异几

乎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古代经学发达，历代对

于经典的阐释和演绎，是人们理解文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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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制约着人们的阅读行为。
社会环境与教育对阅读的影响。 重点研究

社会经济、出版业、藏书事业、教育活动与阅读

活动之间的关系。 阅读是人们的个体行为，但
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 社会环境因

素既为阅读活动提供保障，同时也限定了阅读

活动的边界。 以经济条件为例，中国古代阅读

南北区域差异明显，江南地区藏书、读书之风盛

行，北方相对逊色，江南地区经济条件优越，有
更多的家庭可以负担子弟读书的费用，就是其

中十分关键的因素。 考察影响阅读的社会环

境，实际上是在描绘阅读文化赖以形成的社会

基础与条件。
社会意识、宗教与阅读。 相关因素有：政治

意识、国家文化政策、禁书政策、群体意识、宗教

信仰等。 社会意识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社会心

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存在

的精神反映。 阅读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不可

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 以古代国家文化

政策为例，自汉武帝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历代统治者都将儒家学说视为正统，因此

形成了以先秦儒家典籍为核心的“重圣尊经”的

阅读思想。 到了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是官方

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科举考试也以其为依据，
伦理教化便成为了当时阅读活动的主流。 再如

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宗教典籍

阅读活动的兴衰，辽金西夏元时期，少数民族统

治者崇信佛教，一时间宗教书籍的刊刻和阅读

蔚然成风，成为了这一阶段阅读史的标志。
（３）影响阅读的内在因素

个人及群体阅读史。 阅读研究，归根结底

要落到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去，谁在阅读、如何

阅读、阅读的内容、阅读的场所等问题，共同构

成了影响阅读的内在因素。 从阅读主体的角度

界定，可以分解为个人和群体阅读行为的研究。
以代表性读书人物、书香世家、阅读群体为点，
挖掘阅读行为的内在动力，讨论中国人的阅读

习惯、对阅读环境营造的独特审美、阅读情趣和

心理特征，展现东方阅读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

果说，外在因素对阅读的影响是间接的、宏观

的，那么内在因素对阅读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具
体的，个体的阅读行为可从其读书经历与思想、
阅读的习惯等方面寻找切入点，研究资料包括

且不限于其藏书目录、读书心得、朋辈交游资料

等。 对阅读群体的研究，则是对一群有相同阅

读行为模式、分享共同文本阐释策略的人群展

开的专题研究，重点揭示某一群体共同的阅读

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中国的阅读传统。 将阅读现象精炼为理

论，同时梳理历代阅读方法、思想和理论的发

展。 阅读的传统，反映的是某一区域内人们对

于阅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人们为何

阅读和如何阅读的问题。 中国的阅读传统，展
现的是中华民族对于阅读的独特认知，除了现

象的描述，对阅读传统的揭示，其重点在于明晰

在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阅读活动与文

化形成的内外机理，及其对民族文化建构、社会

历史发展之反哺。
《中国阅读通史》分卷的写作就是围绕着上

述方面展开的，由这些方面展现的阅读现象和

阅读行为，结合每一时期阅读文化表现出的时

代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就是我们所期望构

建的中国阅读史研究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
述影响阅读活动的内外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统一于时代背景之下，只是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某些因素会体现的更为突出，比如魏晋

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盛行，阅读活动更多地受

到这种社会时尚的影响。 两宋以后，常被时人

诟病的读书“苟简”之弊，则与科举考试制度的

完善、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与普及关系密切。 我

们在构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体系时，为了保证研

究视角的多样性，采用了庖丁解牛的做法，将影

响阅读活动的内外因素一一剥离，最终总结归纳

为上述几个方面。 但当我们完成“局部解剖”的

工作后，仍需应用“系统”的思想，将某一时期的

阅读活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厘清各影响因素

间的主次关系和互相关联，以期对阅读现象与人

群的描述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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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凝练中国阅读的传统和精神

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

变化；同时，阅读又是文化的延续和传承，经典

常存就是其反映。 可以说，“一部阅读史，正是

在这种变迁与永恒的矛盾中展开的” ［９］ 。 阅读

的时代性，勾勒出阅读史的波澜壮阔、起伏动

人；经典的永恒，凝练出中国阅读不变的传统和

精神。
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

合多次提出有关传统文化的命题。 什么是传统

文化？ 哪些属于优秀传统文化？ 回答这些问

题，是学术界的共同责任。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实现有赖于今天的

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和认同。 而理解和认同的

基础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清晰界定和具象展

示，这是包括阅读史在内的一切历史研究的现

实价值。 我们常说，中国有着悠久的阅读传统，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
中国的阅读传统有哪些？ 又是如何通过阅读活

动展现的？ 如果说，我们建立阅读史研究框架，
是为了梳理中国阅读的历史进程，完善阅读史

学的知识体系，那么，上面两点则是通过《中国

阅读通史》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既是学术关

照现实的要求，也是书香社会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中国阅读通史》的各卷中，我们都用大

量篇幅对阅读传统进行详细阐释。 概括来说，
我们认为中国的阅读传统包含了多个层面的

内容。
（１）阅读价值观。 强调读书为学的意义在

于求知、修身、怡情；同时阅读的目的和动力带

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学而优则仕”是其突出表

现；在阅读内容和方法上，以儒家经典及其阐释

为中心。
（２）传统阅读方法。 对阅读方法和理论的

钻研，是中国阅读史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方

面。 比如读书以识字为先（重视小学）；讲究博

约结合，循序渐进；读书方法上强调读、思、习、
行结合；并发展出较为完善的抄写、诵读等具体

方法。
（３）阅读精神。 这是中国阅读史上最感人

的篇章。 读书以立志为先，勤学苦读，学贵以

专，虚心涵泳，一串串名言背后凝聚的是阅读史

上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提倡快乐阅

读，但是这种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阅读精神，
对营造书香氛围、提升阅读风气仍有积极意义。

（４）古代读书人的文化情怀。 对于古人来

说，书籍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珍贵，更在于其中

蕴含的象征意义。 读书让人有教养，体现了一

个人的地位、权力或特征。 古代读书人尊重文

本，嗜书如命，精心营造阅读环境，不仅出于对

知识的崇敬，更是灵魂深处的精神追求。
（５）热爱藏书。 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读

书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耕读传家、书香继世，
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与此相应的就是中国古

代藏书文化的发达，藏书大家层出不穷，也是古

代书香家风的一个极佳的佐证。
这是我们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得出

的一些基本结论。 中国的阅读传统源远流长，
内容丰富，任何形之于文字的总结可能都是不

够全面的。 上述观点，仅是我们根据中国阅读

史的研究框架，结合史实、史料，做出的一些总

结，不当之处诚请教于方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传统是一个中性词，是对历史上存在且具有

长期延续性的现象、精神的客观陈述。 随着时

间推移，必然有一些传统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

的要求，而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仍能激励今天人

们的行为，获得广泛心理认同的传统，才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阅读传统也是

如此，比如上述“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中国古

代阅读文化中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阅读本身就

带有工具属性，任何时代，人们对阅读的现实需

求都是无法避免的，今天我们仍要通过读书参

加高考才能升入理想的大学就是一例。 把读书

做官当作人生的终极追求固然狭隘，但同时也

应看到，古代许多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早已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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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到读书与仕宦之间的关系，“士之读书

者，岂专为禄利而已哉？ 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

斯民也” ［１０］４９１－４９２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在
“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的今天，难道不值得我

们大力提倡吗？ 阅读史研究的价值也正在于

此，在客观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凝练出适应社会

发展，值得继承弘扬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服务于

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

５　 阅读史研究的未来方向

上面我们介绍了《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过

程和主要内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是我们为中

国阅读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的一点努

力。 我们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关注

内外因素对阅读活动的影响，在梳理史实的基

础上，总结中国阅读的传统和精神。 然而，中国

阅读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本书并不能解决中

国阅读史研究中的全部问题，并且由于论题宏

大，资料浩繁，限于作者的精力和认识水平，本
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 首先，本书采用了项

目制分工协作的写作模式，书成于众人之手，虽
然后期编委会投入了大量精力统一全书体例，
核实观点、材料，但仍有不少疏漏之处，且各卷

之间的篇幅比例亦不尽合理。 其次，在勾勒阅

读史发展脉络时，本书偏向于对现象的描述和

基本史实的梳理，而对这些现象、史实背后文化

内涵的分析与揭示还不够深入。 第三，在研究

视角上，更注重对宏观、群体特征的把握，而对

微观的、个人的阅读行为关注度不足。
当然，《中国阅读通史》只是中国阅读史研

究的一个阶段坐标，本书提出的和尚未解决的

问题，有赖于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后来者继续

为之努力。 在此仅就我们的编撰经验，提出对

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１）基础史料的整理和出版。 资料是研究

的基础，虽然在《中国阅读通史》撰写过程中，我
们已经收集和整理了一部分，但相对于汗牛充

栋的史料来说，我们做的还十分有限。 中国阅

读史的史料十分分散，收集和整理的难度都很

大，建设中国阅读史研究基本资料库，是阅读史

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完成此项工作的基础在于

对阅读史史料类型和范围的界定，从广义上说，
一切文本均属阅读史研究之资料。 在阅读史研

究领域，过去较受学界重视的史料主要集中在

读书观念和读书方法方面，比如民国时期推出

的《古今名人读书法》，近人辑录的《古代阅读

论》等。 反观西方阅读史，其在研究资料的视野

上要宽阔的多。 中国古代史籍浩瀚无垠，其中

的大部分资料是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对
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来说，首先

应当拓宽视野，从学理上解决资料类别、收集范

围的问题，其次则要充分吸收相邻学科的最新

进展，利用编目、文献辑录等方法，不断丰富资

料库的内容，为学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阅读史研究方法论。 阅读史是一个新

兴的研究领域，回顾西方阅读史的研究发展历

程可以发现，其基本取向是在新文化史思潮框

架下搭建的一种社会文化史或者心态史研究，
建立在对西方史学传统批判之继承基础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丰硕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种

思路的合理性。 但是，这种根植于西方文化传

统的方法论是否适合中国阅读史研究？ 这是一

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试举一例，达恩顿在

其阅读史经典著作《屠猫狂欢》中，使用了民间

童话故事、书信、出版商保存的材料、警察档案

等大量文本，以阅读为核心概念，通过 ６ 个案例

来讨论 １８ 世纪普通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实际

上，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注是西

方阅读史研究的共同特征，而对中国学者来

说，这种研究取向是十分困难的，研究资料的

匮乏，精英士大夫阶层对于“话语权” 的垄断，
让那些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被证明为“有效”
的研究思路显得“水土不服” 。 因此，在吸收和

借鉴西方阅读史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切合

中国文化传统的阅读史研究方法论，就显得尤

为迫切了。
（３）阅读史与阅读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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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价值在于关怀现实，阅读

史研究也不例外。 阅读的历史与传统，本身就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倡导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现实

价值。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除阐释现象、
总结历史经验、讨论阅读传统在阅读推广工作

中的应用领域等具体问题之外，探讨阅读作为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何影响与塑造中国人的

思维模式和精神世界？ 阅读史的永恒与变迁之

间，是否有一以贯之的规律可循？ 当代社会阅

读活动的新特点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否能

够在阅读史上溯及渊源？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选题。
（４）区域、民族阅读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既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
有各地、各民族的区域特色，二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展现中国阅读史的全貌。 《中国阅读通史》
的相关卷册已经注意到了对民族阅读史的论

述，如《辽金西夏元卷》中党项、女真、蒙古族对

于以民族文字记载的读物的重视，但限于篇幅，
这种关注还是比较笼统的。 据学者统计，目前

仍在使用的民族语言就有百余种［１１］ ，其中不少

是留下了文字记录的，还有一些以口耳相传形

式流传至今的民族史诗，都是民族阅读史研究

的极佳材料。 此外，中国幅员辽阔，阅读活动也

因此展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在研究较为成熟的

藏书史领域，除了《中国藏书通史》，各种区域藏

书史著作同样十分丰富。 阅读史与藏书史、出版

史同属“书学三史” ［１２］ ，理应借鉴藏书史的研究

思路，充分利用藏书史研究成果，丰富自身的研

究领域。
（５）专门阅读人群与个案研究，如女性阅读

史、文人群体阅读史、宗教阅读史等。 在我国文

学史研究领域，亦有大量经典的文人群体研究

成果，如魏晋隐逸、江西诗派、东林党人等，研究

专门的阅读人群应当注意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

成果，而阅读史视角也将为我们重新梳理既有

资料、阐释历史现象提供一个全新的切入点。
此外，对代表性读书人物的个案研究，则可深入

到读者的阅读心理，反映阅读发挥作用的内在

机制。 中国的阅读传统源远流长，可供作为个

案的代表人物众多，历史上大部分藏书家同时

也是读书家，其中的许多人一生“丹黄不辍、手
自校雠”，在整理、校勘、阅读藏书的过程中留下

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都是

反映读者阅读心理的一手材料。
十年磨一剑，古往今来，通史著作因贯通古

今、资料繁复，向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 盛世修史、资政弘文，对于《中国阅读通史》
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今天，继承

和弘扬传统文化，重拾阅读传统，建设书香家

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

恰逢其时。 然而，回首本书编撰计划提出之时，
正处在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读书话题不受重

视、学术出版异常艰难的时间节点。 学术研究，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坚持，在认定

的道路上踏实前行，是学者应当坚守的信念，也
是《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

富。 当然，囿于学力，本书的错误、疏漏之处在

所难免，在中国阅读史的恢弘画卷上，本书的出

版只是一个小小的序章。 衷心地希望通过我们

的工作，对中国阅读史研究以及全民阅读工作

的开展稍有促进，同时吸引更多关心阅读史研

究、热心全民阅读事业的同道加入进来，对我们

提出批评指正，丰富阅读史研究的内涵，共同铸

就中国阅读史的万里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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