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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学科普文本的易读性

李　法　宝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５１０６３１，广州）

摘　要　易读性是指文字、图像等文本符号易于被读者迅速阅
读、准确理解。加强对医学科普文本的研究，既是为了适应医

学科普期刊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

对医学科普知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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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文本的易读性，既与它的特性有关，也与

其作为文化创意产品的属性密不可分。易读性译自英

文ｒｅ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是指文字、图像等文本符号“被读者阅读
和理解的速度及准确性”［１］。文本其实“就是由书写

而固定下来的语言”，且“指‘本来’或‘原本’意义上

的、仿佛未经过任何人阐释的对象，它的意义总是有待

于阐释的、向读者开放的。”［２］

法国符号理论家让·克罗德·高把文本归结为一

种表达方式。他说：“应该把文本理解成一个社会中

可以找到的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某些书写

的、人们通常称作文本的东西，也可以是广告或某一位

宗教人士或政界人物所作的口头讲话，这些都是文本。

它可以是诉诸视觉的，比如广告画。也就是说，实际上

是一个社会使用的旨在介绍自己或使每个人在面对公

众的形式下借以认识自己的表达方式。”［３］

美国传播学者小詹姆斯·坦卡德认为，大众传播

要求它吸引最大数量的读者，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读

者容易理解的书写形式或表达方式［１］。

那么，医学科普文本怎样才能为读者更好地提供

知识和服务呢？事实证明，易读性文本才是吸引读者

的好办法。美国学者进行过关于易读性的研究，并提

出了著名的易读性公式，即文本要求做到通俗易懂，富

有人情味［１］；另外，文本还要追求“陌生化”与熟悉度

的统一：因此，提升医学科普文本的易读性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整体观和全局意识。

１　医学科普文本要做到通俗易懂

　　医学科普文本需要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广泛
地吸引读者。易读性影响到读者接受的难易程度，包

括医学科普文本易于被读者迅速阅读、准确理解。医

学科普文本要想吸引读者，就必须采用人们易于理解

的书写方式或表达技巧。

著名语言学家科克曾对语言与文字作过一次相当

深入的统计研究，并对句子的长度、各种字词出现的频

度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希望找出一条驾驭人类语言

行为的法则，这条法则就是“最小代价律”［４］。也就

是，文本传递信息，为了让读者花最小的力气就能得到

最大的收获，必须用字简单、造句平易，否则，文字晦涩

难懂，必将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直接影响医学科普文

本的传播效果。

例如：《家庭医生》所刊登的医学科普文本，力求

生动而富有哲理性；其《新闻透析》栏目的“新闻”，均

是摘自报纸上所刊登的真实故事，并对读者阅读该新

闻报道之后可能产生的医学疑问进行释诊，成为普及

医学知识、指导人们健康生活的有效信息载体［５］。

而且，只有通俗易懂的医学科普文本才能更好地

担负起引导公众建立良好生活方式的重任。当今时

代，大众传播正经历着“从内容为王到信息产品为王，

再到服务为王的新时代”［６］。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像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

病等已成为高发病、多发病，这些疾病基本上都与人类

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关。这就需要在社会公众中

大力提倡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且伴随着人

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读者普遍厌恶那些文字冗长单

调、内容繁冗的长篇大论，而更乐于接受那些新奇、一

目了然的医学知识或信息；因此，医学科普读物编辑应

了解并关注公众的这种心理，选取那些富有情趣、通俗

易懂的文本内容和形式，以便于公众阅读和记忆。这

是实现医学科普健康教育目的，达到医学科普文本与

公众交流情感、传递知识的基本目标。卫生部原副部

长顾英奇说过：“我曾和医学科普界的同仁讨论过是

否可以稍微多介绍一点新的医学知识，稍多用一点医

学名词的问题。我主张随着群众医学知识水平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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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可以逐步增加一点这方面的介绍，以便逐步开拓

群众的视野，提高群众的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７］

读者对医学科普知识的关注程度，与人们的实际

需要程度呈正相关。像《家庭医生》作为全国发行量

最大的医学科普期刊，自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医学科

普知识的传播与推广，或提供有关的信息服务［８］。

２　医学科普文本应富有人情味

　　医学科普文本可以采用讲故事的传播方式，让文
本富有人情味。一般地说，易读性不仅仅是容易读懂，

更重要的是让人乐意去阅读。医学科普文本的力量在

于人情味。

所谓“人情味”，就是以个人的故事或体验为切入

点，为读者提供各种医学知识，而富于人情味的文本最

容易吸引、打动读者的心。人情味就是以一种方式有

意识地影响读者的感情，并引起读者的共鸣。只有人

情味的医学科普文本，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以讲

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医学信息才更容易被理解和

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趣。这样，

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事实罗列，而是真实的人

类生活。

医学属于科学，科学原本是抽象的，讲究逻辑性。

故事用事实说话，以情动人，同时，故事也可以增强医

学科普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增强读者对文本的无

意注意。现代心理学认为，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

象的指向和集中。无意注意指事先没有预定目的，也

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这种注意的引起与维持，

不是依靠意志努力，而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强烈

的、新颖的和感兴趣的事物所表现的心理活动［９］。

基于读者的这种心理特征，医学科普文本以故事

为引子或者在文中穿插故事，常能让读者“眼前一

亮”，并吸引读者兴趣和感情的投入。如《家庭医生》

曾刊发的《几只阴虱，要了几公斤肉》一文［１０］。该文是

以第一人称来撰写的：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每天打太极拳，买菜、做

饭，过着平静而愉快的生活，然而发现内裤有斑斑点点

的暗红色血迹后，惶恐不安，睡不着，吃不香，因为和

“我”一起练太极拳的“身体挺棒”的李姨就经历过“绝

经后的流血和子宫癌”；后来“我”历尽波折，掉了十几

斤肉，才查明不是患癌，只是几只小阴虱在作怪。

接着，“医生点评”则对阴虱这种疾病的病原体、

病因、临床表现、诊断等，或作简要的知识介绍说明，或

发表评论［５］。

这种叙事加“医生点评”类型的医学科普文本富

有人情味，有明显的易读性，而且能吸引读者阅读。

医学科普文本采用“讲故事”，或者说使文本具有

故事性，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传播方法；因为生动的故

事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并吸引读者。

例如，《家庭医生》曾刊登《她恳求医生剁去手指》

一文［１１］。此文一开头便引起读者的强烈好奇心：章霄

女士见到医生就说，“求求您，无论如何，把我的小手

指剁掉一节”。见了面就要求医生帮忙剁去一节手

指，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发生，是不是患者的精神有问题

呢？文章接着排除患者有精神病的可能。她年龄３０
岁左右，身材苗条，容貌端正，且精神正常，绝不像是精

神病患者。那么，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女子为何要恳求

医生剁去手指？章女士伸出双手，向医生诉苦：“右手

小指痛，痛起来就没得命。”原来是手指疼痛而求医，

这种“痛起来就没得命”的手指在读者想象中必定在

外观上很不寻常，可这是一双十分漂亮的手，纹理细

致，颜色红润。女士要求剁去的右手小手指，大小粗细

均无异常，表面既不红也不肿。读到这里，读者完全被

吸引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文章顺着读者的思路，继

续讲故事，逐步将谜团解开。该文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让读者了解到有关手指血管球瘤的症状、

体征等医学知识。这些故事形象生动，情节设计巧妙，

且把一种疾病的知识，尤其是读者所关心的疑问，通过

故事情节的展开介绍得清晰、详尽。

亚里士多德说过，故事最根本的特点是情节，好的

故事一定要有好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而故事最能愉悦

读者。

３　医学科普文本要把握好“陌生化”与熟悉度
的统一

　　撰写或编辑医学科普文本应正确认识和把握好
“陌生化”与熟悉度的关系。

当前，人类正在步入信息传播的时代，他们每天主

要通过媒体来知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信息。向这样一

个读者群进行传播，而且要在他们快速阅读的过程中

进行，文本必须是易读的，而陌生又熟悉的医学科普文

本才是最容易吸引读者的。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

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转移出来，并通

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

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地给读者以新鲜感［１２］；因此，

“陌生化”就是对日常的话语或过去经历的违背或颠

覆，创造出一种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特殊的符号体

验，而熟悉度则指个体对刺激物所容易引起的注意。

一般而言，凡是引起注意的刺激物，对个体而言都

必须具有相当的熟悉度，否则无法编码记忆。当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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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熟悉度一个条件，未必能够引起注意，当熟悉而重要

时，熟悉度才会显示出意义，因为太熟悉的事物反而不

容易记忆，而且，陌生化与熟悉度还会形成一种对比反

衬，使之以异于过去的面貌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有鉴于此，撰写或编辑医学科普文本时需要正确

认识和掌握“陌生化”与熟悉度的表达技巧：一方面，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医学科普文本必须简洁明了，也就

是说，它必须通过读者熟悉的惯例增加医学科普文本

的易读性；另一方面，如果医学科普文本过于普通且易

于理解，那也会使人们感到索然乏味，在这种情况下，

医学科普文本需要设置障碍以延长读者理解的过程，

于是，这就构成一个悖论。因此，为了让读者因其过于

明白或过于晦涩而退出阅读活动，必须驾驭好这个两

难的选择。如果说，依据惯例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医学

科普文本的话，那么，陌生化则是打破惯例，使读者的

感觉非习惯化。

将此借用到医学科普文本之中，陌生或新鲜的医

学信息常常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是因为新鲜的医学信

息总能开阔读者的眼界，增长知识；但读者往往又难免

陷于一种矛盾之中，那就是，当陌生度和熟悉度超出一

定的限度时，理解就会产生障碍。因为对于新鲜信息的

理解，不能依赖于直接理解，需要依靠间接理解，新鲜度

越强，间接理解中需要经过转换的关系就越多，思维过

程就越长，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转换发生困难，都会导

致理解的阻隔；所以，医学科普文本并非是越新鲜越好。

这项传播技巧恰恰在于能够适当地把握医学科普

文本新鲜的度，恰当地运用比喻。医学科普文本可以经

常采用比喻的方法，比喻的功效之一就在于把一个人们

本来生疏、陌生的事物与一个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降

低陌生事物的新鲜度，增加读者对生疏事物的理解力。

例如，《家庭医生》在《生、育、性》栏目中曾刊登过

一篇题为《皇家女儿不愁嫁》的文章［１３］，就写出了新

意。这篇文章讲到“精、卵腹腔内移植”这种技术，本

身是一种很枯燥的医学科学知识，作者却以风趣、幽默

的笔触，将育龄妇女比喻为“皇后”，把卵细胞比喻为

“公主”，将女人盆腔比喻为“后宫”。这种形象而生动

的比喻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到有关的医学信息，

并增长了生活知识。这种文本寓知识于娱乐之中，寓

知识于叙事之中的形式，真正做到了生动活泼，引人入

胜。此外，“皇家女儿不愁嫁”这个标题也人格化了，

让人感觉妙趣横生。

４　结论

　　２１世纪已成为“健康的世纪”，人类对健康的渴望
和追求越来越强烈，这会极大地推动医学科普工作的

发展；因此，研究医学科普文本的易读性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加强医学科普文本易读性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满

足社会和公众对医学科普知识的需要，特别是随着我

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医学科普知识的需求

日益增长。如广东省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就有

７９．６％的广东人对医学与健康信息最感兴趣［１４］。同

时，这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需要。

医学科普期刊既是精神文化产品，又是物质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医学科普期刊纷纷问世，读者市场

和广告市场逐渐形成，逐渐走上市场化经营的轨道，同

时竞争加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需求的满足主

要是通过文本能够提供各种有效的信息需求和服务来

实现的，而且，由于这些读者包括不同性别、年龄、职

业、文化等，不同层次读者兴趣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

所以，只有在医学科普期刊市场上寻找到自己的读者

群体，并为读者提供有效的信息增值服务，才能获得读

者，取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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