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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    言 

阅读是人们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是人类自身发展和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它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

受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阅读活动。阅读文化作为一

种社会文化系统，有助于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社会文化品质的提升。① 

国民阅读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也是衡量

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推进全民阅读，实现和保障人们的阅读

文化权益，提高国民素质已成为世界多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顶层设计战

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提出“全社会人人读书，读书成为个人日常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于 1995年确定每年的 4月 23日为“世界读书日”。

1998 年美国国会通过《阅读卓越法案》，2001 年日本国会通过《儿童读书活

动促进法》，2007 年西班牙颁布《阅读·书籍和图书馆法》。  

1997 年，我国提出实施“倡导全民阅读，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

2000 年确定每年的 12 月为“全民读书月”；2006 年，中宣部等 11 个部门联

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14 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习近平总书记说：“读

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

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读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有不移的恒心，还

要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讲求读书方法和技巧，在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②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一个国家养成全民阅读习惯非常重要。

而这与公共图书馆普及密不可分。”在 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倡导全民

                                                           
①  王余光，汪琴 .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图书情报知识，2004（5）：3-7. 
②  www.360doc.com/content/17/0423/07/380005_6477827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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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提法更是升级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全民阅读工

程”被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全民阅读已提升到国家战略

高度，加强阅读文化建设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

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全民阅读，实现和保障人们的阅读文化权

益，提高国民素质正在成为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顶层战略设计。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推进

全民阅读，加强阅读文化建设，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让阅

读点亮中国梦。  

2008 年 10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提出了“图

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的理念。图书馆作为一个开放的知识和信息中心，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

读权利为天职，承担着民众继续教育、传播民族文化的责任，是阅读文化建

设的重要引导者和推动者。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图书馆职能，加强阅读文化

建设研究，建立一种科学的社会阅读保障体系和机制，改变目前大众阅读不

良现状，以提升民族整体素质和文化软实力，为创建书香社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寻求一条可供借鉴的现实路径，是图书馆等文化工作者当前急需解决

的重要问题。  

武陵山民族地区属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地处湘、鄂、渝、黔 4 省市边

区，是我国跨省交界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程度深、贫

困类型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已将武陵山

区、六盘山区等 14 个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作为 2020 年前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并把武陵山连片特困区作为扶贫攻坚先行试点，为其他贫困地区脱贫提供示

范。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武陵山区腹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了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号召，并

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

高骛远的目标”。武陵大地精准扶贫大幕由此拉开。武陵山民族地区拥有 86

个图书馆（公共馆 74 个、高校馆 12 个）。作为该民族区域信息中心和社会公

益性文化机构的武陵山民族地区图书馆，承担着社会阅读推广、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保障广大民众应有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①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2/content_51882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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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生活需要等社会职能。由于受历史条件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武陵

山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阅读能力和文化素

质较低，社会阅读现状堪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下，没有广大

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惠及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人的全面发

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作为该民族地区信息中枢的

图书馆，以阅读推广为平台和切入点，加强阅读文化建设，提升人的综合素

质，推进文化精准扶贫是当今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因此，应结

合图书馆建设，立足该民族区域，结合民族特点，在十九大精神引领下，探

索构建该民族地区阅读文化模式，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升文化自信，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促进书香社

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由此可见，在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的武陵山民族地区，加强阅读文化建设是武陵山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大发展大

繁荣的题中之义。  

1.1  研究综述 

1.1.1  国内外阅读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关于阅读问题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北京大学王

余光教授是我国公认最早从文化视角审视、研究阅读文化的学者，他的阅读

文化研究之旅始于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撰写《中国文献史》一书。编撰

此书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几千年阅读史蕴含的文化内涵，对阅读文

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笔耕不止。王余光教授《论推荐书目》（1983）一文

指出，推荐书目是对读者进行教育，指导受教育者阅读而编写的书目。他与

众多同行专家一道，系统地整理了阅读文化方面的有关资料，经过 4 年编撰，

我国书史上第一部以阅读为主题的百科辞典《中国读书大辞典》于 1993 年正

式出版。2004 年，王余光及其弟子的部分研究成果在《图书情报知识》以专

题形式发表。2006 年 11 月，中国首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在深圳举行，

会议旨在分析阅读文化的发展趋向，唤醒各界对报纸阅读文化的关注，充分

发挥大众媒体在全民阅读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全国 30 多家出版机构的编辑

和有关专家与会交流。另外一位阅读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是南开大学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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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柯平教授在阅读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为网络阅读文化，主要在于网络

阅读文化的本质内涵、特征、结构等方面。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已出现了阅读文化研究。一些有关文学史或

图书史研究的著作中，都涉及阅读史等有关阅读文化研究，如布奈特

（H.S.Benette）的《英语图书与读者》、卡梭（Carl F. Kaestle）的《美国文学：

1880 年以来的读者与阅读》，以及沙迪尔《图书的秩序》等著作。  

近年来，学术界对阅读文化的研究日渐趋热。本书基于文献检索及其内

容分析，并结合引文追溯的文献收集方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外学者对阅读文

化研究的有关学术信息。从收集的情况看，相关著作主要从基本理念、阅读

史、阅读方式、阅读活动、阅读文化建设等方面作了探讨和研究。  

1.1.1.1  关于阅读文化的基本理念研究  

阅读文化的基本理念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关于阅读文化的概念、特

征及结构等基本理念的研究，是阅读文化学术研究必须掌握的重要内容，也

是阅读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需要弄清楚的基本前提和首要问题。关于阅读文化

概念的界定，目前在学术界有多种阐释，各有所长。王余光、汪琴（2004）

认为：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社会意识和

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阅读活动；阅读文化结构层次可分为功能

与价值层面、社会意识与时尚层面、环境和教育层面；在阅读文化的特征方

面，他们认为阅读文化主要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民族性。①王静美、朱明

德（2005）认为阅读文化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阅读文化是指阅读文

学艺术类作品，广义的阅读文化是指阅读人类创作的一切文明成果。② 

孙颖（2010）则立足精神和实践层面，认为阅读文化是由阅读行为产生

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在一定历史时期

所形成的共同阅读价值取向和阅读行为特征，具有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属

性。精神属性表现为阅读群体的阅读观念、价值取向及大众阅读氛围；其行

为属性表现为群体的阅读兴趣爱好、阅读行为习惯、书籍选择等。③ 

田磊（2011）认为阅读文化是一种文化系统，是指阅读主体在一定的社

会环境和社会意识影响下，通过特定设立的文化传播媒介，接受人类所创造

                                                           
①  王余光，汪琴 . 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图书情报知识，2004（5）：3-7. 

②  王静美，朱明德 . 中俄公民阅读文化比较[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3）：42-44. 

③  孙颖 . 阅读文化及其建设策略[J]. 图书馆论坛，2010，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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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成果，传承和创造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它由阅读主体——读者、阅

读客体——文本、媒介为中介，三者构成一个文化系统。①周敏（2015）认为

阅读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而复杂的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进步的源泉，是人类社会文明传承、发扬与创新的桥梁和纽带。② 

1.1.1.2  关于阅读文化的阅读史研究 

纵观阅读文化研究状况，国内学者对阅读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展了相

关研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王余光（2001）认为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成果

稀少，而其史料颇丰，如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荀

子·劝学篇》、《吕氏春秋·劝学》、《朱子读书法》、《读书止观录》等。王龙

（2001）认为阅读史就是阅读活动的历史或读书史。研究阅读史能够充分反映

阅读活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和现实意义，反映一定社会的总

体状况，特别是社会文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探寻人类思想的发展轮廓和科

学、理论、知识的演化进程；也能体现文献交流与信息交流的关系，从根本

上阐明文献传播的社会效果和意义，帮助人们深入了解文献传播的历史状况；

另外，从读者角度看，阅读史研究也反映读者的历史状态和发展变化，促进

读者认识文学史，深化对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艺术史等学科的认识，

拓宽文献史、图书馆史、出版史和目录史等学科的研究领域。③王余光、许

欢（2005）认为中国阅读史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阅读史理论研究、中国

阅读传统、社会环境与教育对阅读的影响、社会意识与宗教对阅读的影响、

文本变迁与阅读、学术知识体系与阅读、生活时尚与阅读、中国阅读史资料

的集结、历代学者论阅读等。④ 

陈香（2008）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人的阅读文化史经历了

从精神需求到物质追求再到个性化飞跃的发展轨迹，折射了中国历史变迁和

经济发展变化，反映了大众阅读的时代文化需求。⑤徐雁、童翠萍（2009）

认为中国当代阅读史拥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

色读本”、苏联作品遍布社会，政治氛围浓厚；改革开放初期，大众阅读情感

                                                           
①  田磊 . 阅读文化的变迁与图书馆的文化责任[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9）：6-9.  

②  周敏 . 对全媒体时代大学生阅读文化的分析[J]. 江西教育，2015（12）：4-6. 

③  王龙 . 阅读史研究探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1）：17-20. 

④  王余光，许欢 . 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J].高校图书馆工

作，2005，25（2）：1-6. 

⑤  陈香 . 30 年中国流行阅读史：精神之痒[N]. 中华读书报，200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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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发，社会涌现出武侠、言情等阅读热潮；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阅读呈现出内容多元化、载体多样、读者多类的特征。①朱

永新（2009）认为个人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思想基础和

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离不开阅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更离不开阅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力量， 而是取决于它的精

神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取决于它的大众阅读水平。正

因为如此，世界很多国家把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国家作为重要的国家战

略。② 

在国外，学界对阅读史的研究成果较多。法国学者积极开展阅读史的研

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在对法国旧政体（Old Regime）时代的阅读史研究

上，罗杰·沙迪尔（Roger Chatier）、丹尼尔·霍什（Daniel Roche）、丹敦已

经对阅读史领域的 6 个问题，即关于阅读什么、谁在阅读、何时阅读、在何

地阅读、为何阅读以及如何阅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另外，在现代法国阅读

史研究上，以丹尼尔·霍什的《现代法国阅读史》影响较大，在其研究基础

上，詹姆士·斯密斯·艾伦（James Smith Allen）在其博士后论文中对法国现

代早期（1800—1940）的阅读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研究，认为阅读史研究

的目的就在于凸现人们阅读体验的历史意义。  

英国的沃尔夫（D. R. Woolf）通过广泛史料知识的阅读  ，并采用大数据

比对，对英国现代早期的出版与阅读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1.1.1.3  关于阅读文化的阅读方式研究 

阅读方式可分为传统阅读方式与现代阅读方式两大类。  

（1）关于传统阅读方式的研究。  

赵薇（2006）认为传统阅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纸本的阅读，

狭义是指经典的阅读。③龙丽、刘青、屈会芳（2008）认为，当前网络时代

下，纸本阅读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的状况与网络便捷阅读方式紧密相关，加

强传统阅读必须推行国家阅读政策的制度性改革，同时发挥图书馆指导作用，

形成社会良好阅读风尚，促进形成阅读方式多元化格局。相对传统阅读而言，

经典阅读是指对经典文献的阅读。当前，受网络阅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

                                                           
①  徐雁，童翠萍. 中国当代阅读史（1949—2009）[J].图书馆杂志，2009，28（9）：3-9，37. 

②  朱永新 . 个人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J]. 人民论坛，2010（4）：56-57. 

③  赵薇 . 网络时代大众阅读方式的选择[J]. 图书馆学刊，2006（6）：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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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阅读和经典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质量明显下降。彭斐章、费巍（2008）

认为当前经典阅读教育质量明显下降，重构民族精神、赋予时代内涵，是回

归经典阅读、张扬读者个性的重要途径。① 

朱建亮（2010）认为当前影响大学生阅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没有养成良好读书习惯，阅读方法不科学，图书选择缺乏标准化，经典阅读

意识不强等，经典阅读要振兴，关键在于对经典阅读价值的高度认同。② 

结合朱建亮学术思想，杨祖逵（2010）提出需要创建立体、多元、引人

遐想的经典体验模式，吸引读者树立经典优先的价值取向，倡导和建立大众

经典阅读体验模式，引领社会大众从“让我读”转向“我想读”。③王丽丽（2014）

认为，图书馆应主动担负起经典阅读推广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作为文化信

息中心，图书馆经典著作收藏丰富，是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实施经典教育的

主要社会平台。开展经典教育活动，可以通过理解经典著作及其所含深意、

时代背景等来反思现实社会，促进当前当代大学生深化阅读经典读物的经典

教育浪潮影响，另一方面，经典教育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重要抓手和主

要路径。栾雪梅（2015）认为经典阅读推广的着力点应在于致力于唤醒读者

的兴趣爱好，使其把简单式、碎片化阅读方式转变为可持续的经典阅读体验，

突出重视阅读推广中的环境场景建设，并把阅读习惯的培育作为阅读推广基

本策略。陈幼华、蒋丽丽（2016）认为经典阅读对文化传承及民族素质提高

具有重要意义，并创新提出“共享空间、第三空间、流空间”等新观点理念，

以实体空间、虚拟空间、服务空间为支撑点，阐述了三维一体的图书馆经典

阅读推广体系架构与功能设计，对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工作的战略部署与实

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周向华（2017）从中国传统经典和阅读价值另一角

度，以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3—2016 年阅读情况为样本，深刻分析当代大

学生传统经典阅读现况及成因，指出引导大学生传统经典阅读要明确“读什

么”的问题，表明编制适合时代群体、具有针对性的经典导读书目，是一条

应当参照的有效路径；同时，组建导师团队和健全管理考核激励机制，开展

经典通识教育，营造浓厚经典阅读氛围，促进大学生“如何读”“必须读”“我

要读”良性教育链条整体统一。  

                                                           
①  彭斐章，费巍 .阅读的时代性与个性[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2）：9-15. 

②  朱建亮 . 当前大学生的阅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J]. 图书馆论坛，2010，30（6）：
248-253. 

③  杨祖逵 . 经典文学阅读困境之分析——基于单一阐释模式下的文化现象及对策 [J]. 

图书馆，2010（2）：30-31. 



武陵山民族地区阅读文化建设研究 

008 

（2）关于现代阅读方式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媒体开始运用到大众阅读领域，读者

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现代阅读应运而生。所谓现代阅读，是指借助现代媒

体介质进行阅读的一种阅读方式。王余光、汪琴（2005）认为日新月异的现

代阅读方式对传统阅读的观念和习惯带来强烈冲撞，极大拓展了阅读范围，

一些新型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方式、阅读形态不断产生，如超阅读、泛阅读、

微阅读等新方式以及移动阅读、在线阅读与云阅读等。Beymer D.、Russell D.、

Orton P.（2008）研究发现，采取眼动追踪方法分析到字体大小和类型对在线

阅读带来影响，对于更小的字体，读者停留时间更长导致速度变慢。茆意宏

（2010）认为，手机的高度社会普及程度让阅读空间环境被打破，手机阅读具

有突破时空局限、信息及时传递、阅读节奏快捷等特点，能满足人们个性化的

阅读需求。柯平（2015）提出数字阅读概念，指出数字阅读是基于数字文本知

识和数字媒介获取信息的一种阅读活动，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基本理论问

题包括概念、主体、客体、过程、类型以及数字阅读环境空间。①张俐俐、李

子运（2016）就数字阅读再提出新观点，认为数字阅读具有两个层次含义:一

是阅读内容的数字化，如电子书、网络小说、数字电影、网页等；二是阅读方

式的数字化，即采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如电脑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

阅读等。 

1.1.1.4  关于阅读文化的阅读活动研究 

阅读活动即指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内容应包

括阅读指导、阅读推广、阅读需求、阅读心理、阅读疗法等方面。  

（1）关于阅读指导的研究。  

姚荔（2006）认为阅读指导是在阅读过程中对阅读加以指点和引导的行

为与过程，如阅读行为的引导、阅读文本的选择等，具有便利性、直接性、

互动性、主体性、服务性、社会性等特点。②陈书梅（2006）针对台湾地区

阅读推广活动的现况，认真探讨地方阅读人口流失与阅读风气提升制约因素，

并阐述阅读指导内涵，提出公共图书馆应担负阅读指导，引领大众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的职责与使命。李军（2010）将阅读指导方式进行归纳整理，认

为读者指南、好书推荐、网络导航、专家讲座、阅读培训、开展读书交流会、

                                                           
①  柯平 . 数字阅读的基本理论问题[J]. 图书馆，2015（6） :1-6. 

②  姚荔 . 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指导[J].图书馆论坛，2006，26（5）:11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