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9-03-1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项目编号:AHSKF2018D44)
作者简介:杨敏(1977-),女,河南平舆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阅读史与阅读推广。

文学经典阅读推广的学理机制

———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阅读接受与审美反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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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接受理论把读者与阅读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文学接受过程的各种特点,具有自洽性。在全民阅读推广

研究中引入文学接受理论,其学理性有利于探寻推广主体的桥梁作用和指导作用。以《平凡的世界》和《白
鹿原》的接受为例,阐述文学作品意义的发掘和审美导向问题,为读者提供有效的阅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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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陈忠实的《白鹿

原》分别荣获第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取得当代文学

经典的崇高地位。作为向社会读者推荐、评介优秀读

物的全民阅读推广主体,图书馆界如何从读者的角度

为他们评书、荐书,做好读者服务呢? 笔者借助读者

接受理论,以两部作品的阅读为例,期望能寻找一种

架起作品与读者桥梁的评介方法,为读者提供有效的

阅读服务。
一、接受理论与全民阅读推广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不是放

在书架上的:它们是表明作品含义的过程,只有在阅

读的实践中才能实现。”[1]西方理论界认识到读者在

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后期生成专注于读

者的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从解释学延伸而来,德国“康士坦学派”

把接受研究推向理论高峰。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有

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沃尔夫冈·伊瑟尔,美
国的斯坦利·费什、乔纳森·卡勒等。接受理论又称

作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

理论与批评。接受理论认为存在着不同的读者:一是

“假想的读者”,即完全符合作者期待的读者,是一种

理想化的理论上存在的读者;一是“实际的读者”,即

日常生活中阅读作品的普通读者,他们千差万别,阅
读作品时受自身的知识结构制约,阅读效果参差不

齐。从阅读推广的角度说,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普

通读者这里。
斯坦利·费什说:“我们所能进行的思维行为是

由我们已经牢固养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的,这些规

范习惯的存在实际上先于我们的思维行动,只有置身

于它们之中,我们方能觅到一条途径,以便获得由它

们所确立起来的为公众普遍认可的而且合于习惯的

意义。”[2]这段话阐述了个体接受和群体接受的关系,
读者的阅读活动与自身的阅读经验有关,阅读经验的

形成来自于社会生活对个体的培养,由于个体生活的

差异,难以形成普遍性的阅读共识,因此对作品意义

的获取常常要依赖“解释团体”给予的理解帮助。我

们可以把“解释团体”看作一个前阅读的理解结构,也
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化的公众系统,它有一定的阅读规

范,提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参照。个体阅读既受“解
释团体”的影响同时自身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解
释团体”作为一个由众多读者参与的集合体共同显现

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联系到全民阅读推广,我们所能做的工作:一是

辨析“解释团体”提供的意义导向,一是推广人自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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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阅读提供的意义指南。也就是说作为“解释团体”
中的一份子,依据全民阅读推广的基本目标和方法,
在自身阅读的基础上综合各种解释,提供给阅读者最

适合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意义指南,使读者在阅读时

获取到有益的知识,这即是文学经典阅读推广的学理

机制。
每个读者在面对同一部作品的时候,由于阅读动

机不同、知识结构不同、阅读经验不同,导致“解释团

体”提供的意义导向妍媸各异,阅读推广者需要在这

个意义的河流中去粗取精、沙里淘金,分辨出具有正

能量的意义,然后与自己的阅读发现相结合,从作品

中偶然的、具体的事件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关于社

会、人生的审美经验,为读者的阅读架起一座有益的

桥梁。我们把整个文学活动划分为一个完整的链条:
“作者—作品—解释团体—阅读推广者—读者”,在这

个链条中,阅读推广者成为作品与读者之间重要的一

环,阅读推广者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指南,就会影响到

读者对作品意义的探寻。
二、《平凡的世界》的阅读接受与审美反应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谈《平凡的世界》,必须把握作

品中有什么内容会向我们的生活现实敞开,能够与读

者产生共鸣的地方又在哪里? 这是一部全景式表现

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孙少安、孙少

平兄弟二人的生活为中心,描写20世纪70年代中期

到80年代中期社会各阶层的发展变化,展现了普通

人在大时代变动中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事业、感情

在小说中互相产生纠葛,善良与丑恶、道德与伦理常

常考验着当事人,快乐和痛苦经常交织在一起,充分

体现了人生的丰富与复杂。
小说中的百味人生会在读者心里发生反应,使人

进入到小说描写的情境之中,喜怒哀乐随情节的变化

而变化,这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应和。在审美的层

面上,其旨归是善的领悟,恶的规避,人性往高尚一极

提升。在陕西这块黄土地上,自古就有朴实、憨厚、刚
毅、勤奋的人文传统,世世代代激励着生活在这里的

乡民。主人公坚忍不拔的毅力、敢于承担的勇气、开
拓进取的精神,都来自于黄土地生活传统的滋养,是
对黄土地积极进取精神的良好继承。他们的人生道

路虽然充满了艰难坎坷,但磨难并不能使他们退缩,
阻挡不了兄弟二人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步伐。他们在

人生追求中体现出的崇高精神,直入读者的心灵,予

以洗涤和净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展开,社会前行

步伐加快,物质水平稳步提升,但是,在精神生活的层

面上,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和物质欲望的冲击,人们在

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滋生了精神的空虚和焦虑,出现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平衡的倾斜状况。人生目标

的空虚、创业创新的焦灼、日常消费的刺激、人情和人

际关系的冷淡等新的社会问题都会让人产生精神上

的负面效应,导致精神领域的虚无状态,以颓废的态

度应对人生。大量的青少年和一部分成年人,由于生

活经验匮乏,理性判断能力较弱,知识储备贫瘠,喜欢

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经不起磨难和挫折,迷
失了生活的方向。这一个为数可观的潜在群体,完全

可以通过使用《平凡的世界》实施阅读的疗救,驱散读

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迷雾,从个人的颓废状态中超拔

出来,重新获得信念和勇气。
从“解释团体”提供的意义综合体中,我们去粗取

精提取出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几个关键词:信念、勇
气、顽强、进取、利他、和睦等,这些精神品格蕴藏在小

说人物的身上,需要我们去辨析。我们尤其注意小说

中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的关系,而对于普通读者来

说,常常难以分辨。社会发展前进的大趋势是必然的

事情,其中发生的一些曲折甚至暂时的恶压倒善的偶

然事件,需要以理性来思考。当我们以阅读推广者的

身份进行评价的时候,就得从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中

发掘出一般的、普遍的价值,给读者一个正确的阅读

方向。
孙少平和孙少安都有悲痛和欢乐的交集,经历过

善与恶的考验,也有过短暂的低迷,但他们身上的韧

性始终没有中断,常常是精神的力量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攀向人生新的高峰,精神之于生活的重要性可以

说是作品提供给读者的最大价值。也因此有人称《平
凡的世界》为励志性的文学作品。古人讲志在于心,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小说在路遥现实主义的手笔

中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在净化读者心灵的同

时激励着他们的意志,小说中立足现实的人生经验足

以照亮读者的人生,帮助他们规划自己有意义的

生活。
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是个人享乐、贪图富贵、

得过且过、挥霍青春吗? 是只能索取、不可付出,把快

乐建立在别人的艰辛努力上吗? 《平凡的世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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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读者并非如此,快乐和幸福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奋

得来的。不可否认,当下不少人对于劳动的意义已经

不清楚了。现在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上追求享乐、崇
尚奢靡的风气,使辛勤劳动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野,
通过双手劳动获得报偿被看作低人一等,很多人以物

质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这些都属于价值

观的扭曲,也是人性的扭曲。孙少平从一个高中学生

到民办教师,之后进城打工,最后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他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人生目标却很坚定,在利他

与利己之间总是能够以公平与正义为重并做出正确

的选择。孙少安一直在农村打拼,生活富裕之后,仍
然能够保持勤劳与朴实的本性,为改善双水村的生活

努力。他们身上体现的优秀素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极其重要的,善良、纯朴、刚毅、勤劳、公正,这些

维持社会和谐运转的正能量,来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

承的黄土地,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优秀成分,也是我

们当下急需继承的优良传统。作为民族发展的精神

动力,我们会越来越认识到传承的重要性。
优秀文化的传承依靠全民的认同与接续,阅读文

学经典,在潜移默化中调整生活态度,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阅读的意义所在。读者在

《平凡的世界》中领悟生活的道理,接受崇高精神的洗

礼,心灵世界由此得到审美的净化,与作者的创作意

图尽可能靠近,这样的阅读就属于接近完美的阅读,
是作者期待效果最大化的阅读活动。从文学接受的

意义上说,读者在阅读中充分敞开了作品的深层意

蕴,播种下善良与崇高的种子,让人们对生活产生了

新的理解,显示出文学介入生活的实际意义。
文学接受理论认为,普通读者在阅读时会受到

“解释团体”的影响,不自觉地向“解释团体”提供的某

些意义靠拢,从而影响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作为一个

阅读推广者,需要对这些意义进行筛选、提炼,以阅读

推广者的身份研读《平凡的世界》,目的是找到与普通

读者构成对话交流的连接点,引导读者把握充满正能

量的生活内容,规避丑陋、不公、邪恶,让读者敞开胸

怀拥抱爱与美。
三、《白鹿原》的阅读接受与审美反应

与路遥《平凡的世界》关注改革开放后青年人的

现实奋斗不同,陈忠实《白鹿原》把视线转向了历史。
小说以白嘉轩为核心,描写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半

个多世纪期间,发生在黄土地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

这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社会的动荡时期。小说在政

治与文化的焦灼中展现传统中国文化经受的种种冲

击,对文化转型作出了严肃的思考。
“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最为关键的1890至1920

年代,基于强国保种及建立民族国家理想而进行的社

会政治变革,与寻求普世价值、创造新文化而进行的

思想启蒙运动,二者合力,使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在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均发生千年未有的巨变;
而传统的哲学、伦理等价值体系,也在这个激进的现

代化浪潮中支离破碎。”[3]在修复并弘扬传统文化的

今天,确实需要我们反思新旧文化转型的问题了。
19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化转型确实对传统文化实

施了打压,致使现代民族国家在建构的过程中疏忽了

传统文化的融合与支持,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众

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了。这

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隔膜,经常容易出现误解,
把传统判定为封建糟粕。冯天瑜认为,在新文化运动

期间,“‘封建’的含义在某些重要论者那里发生变化:
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

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

名词。”[4]否定传统的实质是否定民族生存的根基,21
世纪以来,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传统文化修复,便是

正确的举措。
《白鹿原》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传统文化及其现代

命运,对于读者了解、接受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大

有裨益。《白鹿原》问世以来,至今出现各种各样的解

读,有些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解释,常常搅乱普通读者

的理解和判断,带来认识上的偏颇,与弘扬优秀传统

背道而驰。不可否认,《白鹿原》在讲述传统的时候有

溢美之词,也需要我们认真辨析。所有这些问题给

《白鹿原》的阅读推广制造了麻烦,增加了难度。
从文学接受层面看,对作品意义的把握是最重要

的事情。小说开始时描绘了一个生活上其乐融融的

礼俗世界,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和村民们在黄土地上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修宗祠、办学堂,沿袭着千百年不

变的乡土日子。但是不久,王朝大厦倾倒,小说里讲:
“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他们对鹿子霖投

机当上官员的新政府充满不信任,白嘉轩的姐夫朱先

生便拿来传统的行为规范,抄录了“乡约”,希望以此

来稳定并延续白鹿原的礼俗生活。尽管乡约导人以

善,但却挡不住内部的崩离和外部强大的攻击,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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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被卷入政治、文化激变的漩流中,白嘉轩心力交瘁,
最终没能实现中兴的梦想,这种悲壮值得深思。

小说还讲述白鹿原其他人在社会巨变时期的人

生选择,鹿子霖背叛了仁义,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最终

落得个凄惨的下场。白嘉轩家的长工鹿三,与主家一

样恪守仁义,他们身上显示的是坚韧、顽强和悲壮。
白鹿原的第二代走上了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道路,在
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斗争的道路上,踏上了国

民党、共产党、土匪三条迥异的人生之路,白鹿原上的

仁义追求被舍弃后,他们已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白鹿原》中有两个思想和行为完全对立的人物,

田小娥与朱先生。田小娥被父亲送给老举人做姨太

太,感情生活非常痛苦,这当然能说明包办婚姻漠视

人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负性的揭露。因此,田小娥

反抗婚姻具有合理性,不过,她的反抗方式却不可取,
她没有选择正当的抗争方式,而是以偷情去获取性与

爱的满足,就其行为来说,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被赞扬。
她后来被鹿子霖欺负又受到鹿的指使去色诱别人,更
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解释团体”给出的人物解

释中,有很多解读完全赞赏田小娥的行为,很令人费

解,对普通读者的误导性很强,容易让读者疏忽田小

娥在法律和伦理上的正当性问题。她的遭遇值得同

情,但她的行为不值得赞赏。与田小娥仅仅追求个人

快乐不同,朱先生在小说中是一个处处为白鹿原民众

着想的善人,他熟读儒家经典,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体现出儒家文化中“圣”的一面,是白嘉轩的精神导

师,白鹿原的灵魂。小说第六章写朱先生因为朝代更

换引起礼崩乐坏的局面而抄录“乡约”,希望以此恢复

传统的礼俗生活。这是一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乡约,
由宋代张载的弟子吕大均兄弟四人编订,名为《吕氏

乡约》,又称《蓝田乡约》,之后经朱熹增删后定为《朱
子增损吕氏乡约》,这是一份以儒学为核心阐述社会

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的乡约,对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和

睦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先生以“乡约”进行规劝的治

本之道给族长白嘉轩带来了励精图治的信心,于是他

便致力于“乡约”的推行,希望在风雨飘摇的世界拓展

一处“礼仪之邦”。作为白鹿原上的大学者,朱先生成

为小说中最受人敬仰的人物,朱先生践行的修齐治

平,确实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通过推行“乡约”来拯救儒家文化,其实是作者提

出的一种文化方案。白嘉轩身为一族之长,最大的心

愿就是在姐夫朱先生的指导下建祠堂、定乡约,把仁

义白鹿村的嘉言懿行发扬光大,把农耕时代“耕读传

家”的生活方式维持下去。传统儒家的伦理文化,需
要读者认真分辨,与专制王权制度相匹配的教条性规

范,如等级制、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无自主权的婚姻等

确实是糟粕,当然应该予以抵制;另外一些超越具体

时代培养人性向善的规范,如自我修身、仁义教导、合
理的孝悌观念等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完全可以继承

并发展下来。白嘉轩身上体现出的重义轻利、人格高

尚等向善的一面,就是他赢得白鹿村村民敬佩的

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众开展思想启蒙的时候,

以激进的方式批判传统,认为传统伦理道德培养的国

民性充满了负性的东西,鲁迅就说过,阿Q代表了沉

默的国民的灵魂。这种矫枉过正的举动影响了人们

对国民性的判断,妨碍了对仁义、善良等民族性格的

发扬,《白鹿原》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国民性格的深

入思考,对国民性正负两面的细致剖析,尤其是黄土

地生活传统中孕育的坚韧、朴实、善良、仁义等国民性

品格的弘扬,对读者来说就是一次崇高的洗礼,审美

的升华。
四、结语

哲学领域有一个主体间性概念,适合从阅读推广

人的角度谈论文学接受问题。主体间性指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统一性,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通过移情、同感等方式达成主体间的一致。以此来

看,阅读推广主体介入到阅读活动中对阅读主体进行

引导就有了理论的依据。而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也
能形成伽达默尔所讲的“视域融合”,他说:“一个被重

构的问题决不能处于它原本的视域之中。因为在重

构中被描述的历史视域不是一个真正包容一切的视

域。其实它本身还被那种包括我们这些提问、并对流

传物文字做出反应的人在内的视域所包围。”[5]阅读

推广主体的理解在与读者发生作用的同时达成视域

的融合,“阅读推广者与接受者,不同阅读推广者之间

是通过平等对话,继而实现互相依赖和信息交换的过

程。”[6]阅读推广者以主体的身份连接作者主体和阅

读主体,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引导读者获取良好信息,
充分体现了阅读推广者的行为价值。本文对《平凡的

世界》和《白鹿原》的阐释,作为两个具体的实践案例,
希望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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