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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
∗

谢　 蓉　 刘　 炜　 赵珊珊

摘　 要　 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基本形式，近年来逐渐得到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可，由此

带来的一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一定的研究和澄清。 本文从逻辑上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提出了图书馆

阅读推广的定义，阐述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两个基本目标、两种基本类型，以及全面性、系统性、职业性和专业性

等特点，总结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层次等。 作者认为，在当今网络时代和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图

书馆阅读推广应该突破传统上局限于“休闲阅读”的认识，向多学科、跨领域、全媒体，以及覆盖所有人群的阅读

推广发展；以大力发展读者成为图书馆的忠实用户、促进各类馆藏资源的利用作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主要目的；

应将读者的信息素养培育明确纳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体系中。 这些观念上的突破亟须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

支持。 近年来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已形成了初步框架，但仍需要向阅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借鉴和学习，以尽

快发展成熟，才能更好地解释、模拟、指导和预估阅读推广实践中产生的丰富现象。 图 ５。 参考文献 ２６。

关键词　 阅读推广　 理论构建　 图书馆学研究　 全民阅读

分类号　 Ｇ２５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ＸＩＥ 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ｉ ＆ 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Ｙｅｔ ｉｔ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ＲＰ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ＬＲ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ｗａｌｋ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ＬＲＰ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ＬＲＰ ｉ 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ＲＰ 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ｒ ｒｅａｄｅｒ⁃

０８７

∗　 本文系 ２０１３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市级项目“大学生新媒体阅读及图书馆服务研究”（编号：Ｂ１３０４２）
的研究成果之一。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ｏ Ｂ１３０４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通信作者：谢蓉，Ｅｍａｉｌ：ｘｒ＠ ｓ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 ２２４３ － ２１２５（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ＸＩＥ Ｒｏｎｇ， Ｅｍａｉｌ：ｘｒ＠ ｓ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２４３－２１２５）

探索交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九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Ｒ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ｗａｙ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ｍｅｒｅ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ｏ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Ｒ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ｉｍ ａｔ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ａｙ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ｍｅｒｅｌｙ ｓｐ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ＬＲＰ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Ｒ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ｌａｉｄ ｏｕｔ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ＬＲ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ｉｄ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ｅ 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ＬＲＰ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ＲＰ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ｓｏｌｖｅ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ＬＲ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ｏｅｓ ｆａｒ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ｗｅｌｌ⁃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ＬＲ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Ｒ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ｆｕｌｌｙ⁃ｇｒｏｗ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ｆ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ｄｒａｗ ｏ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ＲＰ． ５ ｆｉｇｓ． ２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基本形

式，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图书馆业界和学界的普

遍认可。 范并思教授曾指出，阅读推广成为图

书馆的主流服务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图书馆事业

的最大变化之一［１］ 。 阅读推广的显性化和主流

化，既有图书馆行业面临信息社会冲击时积极

应对和主动出击的现实考虑，也反映了社会各

界对于提升国民素养和社会文明水平的迫切需

求。 在当今“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各类型图书

馆都在踊跃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创新和

尝试。
阅读是图书馆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之一，阅

读服务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一项服务。 阅读推

广最早来自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出版行业

等，目的是使人获得阅读能力或更多地销售图

书。 图书馆通常是无需推广阅读的。 有人甚至

认为，阅读作为延续文明的必须，需要推广是一

种堕落。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教育机构、出版

行业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

务与阅读服务是一种什么关系？ 传统上以休闲

阅读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阅读推广，能否扩展

到专业领域，将推广专业资源和传授检索技巧

等也纳入进来？ 近年来国际图联将信息素养的

培育与阅读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它们又是一种

什么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越来越困扰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人员和研究人员，亟须从理论上

进行梳理和澄清，才能最终确立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真正内涵。
本文对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现状进

行梳理，重点分析其中的理论进展，试图从逻辑

上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提出了图书馆阅

读推广理论所应包含的内容和基本的体系架

０８８



谢　 蓉　 刘　 炜　 赵珊珊： 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
ＸＩＥ 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ｉ ＆ 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构，希望能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实践提供

一定的参考，并对构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体

系提供借鉴。

１　 阅读推广研究现状

近年来，由于图书馆到馆人数和文献借阅量

出现持续下滑现象，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活动的一

项内容，引起了业界的高度重视。 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尤其提倡对阅读推广的研究，把阅读活动

作为现代图书馆中与借阅流通和参考咨询并列的

三大基本服务之一，并提出“以研究促进阅读推

广”［２］ 。

１ １　 国外的研究情况

国外阅读推广研究通常结合图书馆宣传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读者发展（ｒｅａ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素养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培育等主题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关于

读者借阅或阅读习惯调查方面的研究，但大都

包含在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概念之下。 笔者以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 为主题词，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作为主要的文献数据库和检索平台（检

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获得相关文献

１ ６９９篇。 通过限定“研究方向” 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获得 ８８ 篇命中文献。
其中，美国、英国位列前两名，且占据了近一半

数量（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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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阅读推广研究的国家分布

　 　 此外，通过对 ＥＢＳＣＯ 的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题大库）进

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共获得

１ １１８ 篇文献。 其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文献有 ８９
篇。 可以看出，与图书馆阅读推广相关的研究

论文已有相当数量。
在以上文献中，有关“阅读”重要性的研究依

然占据重要的内容［３－７］ ，其次是有关的活动报道。
各国都开展了大量的阅读推广活动，如美国国会

图书馆发起的“读者年” “图书改变生活” “塑造

你的未来———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 英国也发

起不少行之有效的项目和倡议［８］ ，英国艺术委员

会资助的图书信托基金会开展了“阅读起跑线”
“一起写作”等阅读推广活动。 另外，关于开展阅

读推广的经验介绍，也占有相当比例。

与这些经验性、报道性的内容相比，有关理

论与方法的研究较少，研究性论文尤其稀少，主
要集中于阅读喜好、行为模式、评估等方面。 如

Ｌａｓｐａ 通过大型的社会编目网站———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ｉｎｇ
研究使用者的阅读行为，他认为，图书销售商可

以根据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ｉｎｇ 呈现的阅读偏好进行图书

推广［９］ 。 Ｇｒｇｉｃ 通过分析社交网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互

动的质量和数量，研究克罗地亚学校图书馆通

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满足图书馆年轻使用者需求的情

况［１０］ 。 虽然大多数研究并未突出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特殊性，但还是有一些来自图书馆的研究

专注于探讨图书馆的职能发挥和政策制订。
如，有学者认为图书馆的传统作用是在版权所

有者和公众之间架设桥梁，而这一作用比以往

更加突出。 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 和 Ｔｒａｉｎ 认为，图书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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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中起着中心作用，图书馆工作人员

应积极地鼓励阅读，并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

择［１１］ 。 Ｂａｎｏｕ 等研究大学生的阅读行为模式，
并建议学术图书馆可以根据本科生的阅读习惯

和行为，对必选阅读和休闲阅读制定不同的具

体政策［１２］ 。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和 Ｄａｖｉｅｓ 以英国拉夫堡

大学的图书馆和信息统计部门开发的阅读推广

评价工具为例，讨论如何评价阅读推广项目的

问题［１３］ 。 Ｂｅｒｕｂｅ 研究公共图书馆的电子图书问

题，认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图书服务并进行

阅读推广，是非常重要的［１４］ 。 Ｈｕｙｓｍａｎｓ 等讨论

了荷兰的阅读推广项目———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对

学生阅读态度和阅读频率的影响［１５］ ，另外还有学

者认为家长在孩子的阅读行为方面可以施加更

重要的影响［１６］ 。 总体而言，国外阅读推广研究历

史悠久而且成果不少，但仍然呈现一种较为零

散、自发的状态，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或框架。

１ ２　 国内的研究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批准了首个“图书

馆阅读推广”项目之后，至今以阅读推广和阅读

为主题的立项课题已达 １９ 项。 这里面既有对阅

读的研究，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研究，对各

类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研究，还有对困难群

体，包括抑郁症、阅读障碍群体开展阅读服务的

研究。 此外，未成年人阅读的研究，或在新媒体

环境下、数字环境下的阅读研究都有所涉及。
但这些国家社科课题中，仅在特殊人群的阅读

服务研究中涉及理论话题，尚缺乏系统的阅读

推广理论的研究。
以“阅读推广”或者“阅读促进”为主题词在

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中搜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可以获得 ２ １８０ 篇文献。 其中，“图

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领域 １ ７３４ 篇，遥遥

领先于其他学科领域在该主题的研究。 此外，
阅读推广还与出版、教育、新闻与传媒等都有着

密切关系。 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领

域中，２０１０ 年至今的五年多来，共发表文献达

１ ６８３篇之多，而 ２０１０ 年前所有年份发表的文献

总和仅 ５０ 余篇。 这充分说明，近五年来，“阅读

推广”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以几何级数增长。
就内容来看，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阅读推

广现状描述、活动介绍、具体案例和做法等。 直

到最近开始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对象、理念、框
架和模式等理论问题，出现一些深入探讨图书

馆阅读推广概念，或系统阐述阅读推广理论的

学者和文章。
如果把阅读推广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对上

述研究成果和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细分，基
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１）理论构建：阅读推广基本理论问题研

究，涉及阅读推广的概念、问题、属性、范围、体
系、性质和模式等。 这类研究数量目前尚不多，
但非常重要，因此特别归纳为一类。 近年范并

思教授在这个领域发力，发表了系列文章。
（２）方法探讨：涉及资源配置、形式、组织、

制度、方法与技术研究，包括新媒体、新阅读、数
字阅读和移动阅读等不同的资源方式，及立体

阅读、读书会和书评人制度等不同的推广形式。
（３）宏观战略：包括政策、意义、作用方面的

研究，如机制研究、制度设计、发展趋势、组织模

式和对策研究等。
（４）案例研究：业界近年来已积累了大量的

阅读推广案例，并开展了不少优秀案例评比活

动，有些案例已结集出版。 而对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按其主体、对象、组织方式、设计特点等的

不同进行分类总结和研究的文章，也层出不穷。
（５）评估评价：包括不同规模的阅读情况调

研，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和活动有效性研究等。
如果以理论—应用作为横轴的两个方向，以

宏观—微观作为纵轴的两个方向，形成一个四象

限的二维坐标，将上述五方面的内容主题进行一

定的归并，并选取较大的主题以气泡图的方式大

致排列，可以得到图 ２ （其中，各主题的气泡面积

大致表示该主题研究文章的数量多少）。
如图 ２ 所示，目前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左边两

个象限，即以应用研究为主，尤其以案例研究和

各国情况介绍为多。 如果再有一个时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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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阅读推广研究内容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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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阅读推广“各国情况”及“案例研究”的主题维度

可以看到右边的一些理论主题是近年增长起来

的，目前有加速发展的趋势。
针对图 ２ 最大的两个主题———“案例研究”

和“各国情况”，笔者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内容，虽
然每篇文章涉及主题的大小、多少不同，写作方

法也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用一个三维主题空

间来表示，三个维度分别为地域范围、机构组织

和特定人群（见图 ３）。 其中，很多文章都是介绍

或论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机构或组织针对特定

人群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例如，“欧美地区”
“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阅读推广服务的研

究，就可以通过三个维度定位其立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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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

目前，图书馆领域的大量阅读推广研究其

实都属于阅读研究。 例如，阅读现状调查、阅读

媒体（载体） 研究、阅读心理研究、阅读行为研

究、阅读效果（影响）研究、阅读动机研究、阅读

社会学研究等，也有一些属于图书馆阅读推广

活动的服务研究。 迄今为止，阅读推广研究还

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许多基本问题尚得不到

研究和解答，这种状态不利于图书馆阅读推广

实践的深入推进和有序开展。

２ １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

近几年，范并思教授首先在阅读推广的理

论方面发表了数篇文章，较为系统地回答了“阅

读推广是什么”“阅读推广为什么”和“阅读推广

怎么做”等问题。 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是一种

新型的、介入式的图书馆服务，其目标人群是全

体公民，重点是特殊人群，活动化、碎片化是主

要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

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

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他的这些思想为阅读推广

初步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范并思教授并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阅读

推广”这个基本问题，认为“这一词汇在中外图

书馆学中普遍使用”，从字面理解，“就是对阅读

进行推广或促进” ［１］ 。 于良芝教授则认为：“根

据图书馆界从事阅读推广的经验，它主要指以

培养一般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而开

展的图书宣传推介或读者活动。”它“本质上是

图书馆职业对其用户的阅读行为（或潜在用户

的非阅读行为）进行专业化干预的过程。” ［１７］ 于

良芝教授还认为，由于目标是“培养阅读习惯或

兴趣”，阅读推广试图影响的通常是休闲阅读行

为（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即与工作或学习任务无

关的阅读行为。
如果说以前的阅读推广工作还只是处于自

发组织阶段的话，当前图书馆已经将阅读推广

作为一种基本服务，应该进入自觉阶段了。 这

也是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对基本概念的明确

定义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不能模棱两可，更不是

可有可无的，否则就会产生模糊和混淆。 笔者

认为，除了对读者行为的专业化干预或改变“潜

在读者的非阅读行为”（即让不阅读的读者开始

阅读），阅读推广活动也可以是仅仅改变了读者

或潜在读者对阅读的态度或动机，虽然还没有

改变或落实到具体的阅读行为，也可以作为阅

读推广的成果之一，在进行阅读推广活动的效

果测度时作为一项指标。 事实上，对于读者阅

读动机变化的影响研究已经很常见了。 另一个

问题，专业阅读的推广工作算不算阅读推广？
事实上，休闲阅读与专业阅读的界限常常是因

人而异，很难截然区分。 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到

了应该扩展阅读推广研究范畴的时候，否则将

不利于把阅读推广作为一项普遍的图书馆服务

进行推行。
当前的阅读推广实践出现了很多新的特

征，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和与时俱进的态度来

看待和总结，才能构建一个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更能指导当前实践的理论。 笔者在此给图书馆

阅读推广下一个定义：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是图

书馆利用其信息资源、设备设施、专业团队和社

会关系等各种条件，鼓励各类人群成为图书馆

的读者，并培养其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或提

升其信息素养的各种实践。
阅读推广并非图书馆独家专利，其他各类

机构组织也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其自身的特点

和优势，向目标人群施加影响，使其形成阅读兴

趣或习惯，或从事与阅读相关的各类活动，这些

都是阅读推广。 图书馆服务的特点在于其使命

就是促进阅读，因此上述定义将“读者发展”作

为其明确而坚定的目标，将“信息素养”的培育

也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目标，并且将图书馆所

做的各种“努力”（国外多用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一词，并非

一定是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活动”） 都纳入阅读推广范畴。
与一些教育机构的阅读推广进行比较，教育机

构往往着眼于“学会”阅读，掌握阅读技能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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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然如果能够培养起阅读兴趣则更好，但如

何进一步持续阅读，提高阅读能力，有目的、有
方向、更深入地阅读，他们就关心得比较少了。
而图书馆是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不仅致力于

全面满足各类读者的阅读需求，也提供各类阅

读的“全程监护”，同时在阅读内容、手段和方法

上都能给予配合和指导，这也就是致力于信息

素养的培育工作。 当今数字时代，图书馆更应

该承担起“数字素养”的培育和保障职责，这也

是其他任何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所无法比拟的，
是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２ ２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本类型

笔者认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有两个基本

目标，即“馆藏推介”和“读者发展”。 图书馆的

阅读推广也据此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基于资

源的推广（或称以资源为中心的推广）和基于读

者的推广（或称以读者为中心的推广）。 基于资

源的推广不一定基于一个图书馆当前的现实馆

藏，也可以基于任何可以被纳入馆藏的资源，包
括可能还没有实现购买或获取的资源；基于读

者的推广也不仅指某一图书馆当前的注册用

户，也可以包括潜在读者和图书馆服务的目标

用户。 这两种类型的推广是有密切联系的，因
为进行馆藏推介的前提是掌握读者需求，并能

根据读者的反馈来调整馆藏；发展读者也通常

需要以馆藏和服务为吸引，引导并固化其阅读

需求，提升读者的满足感，使其认同图书馆的理

念和价值，成为图书馆的忠实“粉丝”。

２ ３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点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无论是以馆藏为中心

还是以读者为中心，与其他行业的阅读推广相

比，均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１）全面性。 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就是对

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实践，虽然从具体的阅

读推广活动来说它应该是有确定人群和主题

的，但总体而言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对象应该是

全体公民，是全方位、全覆盖的。 其普遍均等的

全面性尤其体现在对特殊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强

调和重视，因为这些人群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常
常处于被主流社会忽略的角落。

（２）系统性。 与其他机构的阅读资源相比，
图书馆馆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是经过有序组织

的，凡是纳入到图书馆馆藏体系中的资源，均是

经过筛选和加工的，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和权威

性，本身就带有许多知识之间关联关系的描述。
因此，图书馆实施的阅读推广可以做到如同它

的馆藏发展一样有体系、有规划，涉及各个学科

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读者。
（３）职业性。 图书馆本身就是因阅读而存

在，提供阅读是图书馆的天职。 长期以来，图书

馆虽然并不注重主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但图

书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其长期存在本身就是

推广阅读、推崇知识的象征。 现在图书馆已经

意识到阅读的危机就是职业的危机，开始主动

地将阅读推广活动纳入其业务流程，开始将阅

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基本服务，依靠整个

事业的力量，将图书馆的职业能量空前释放。
（４）专业性。 图书馆工作长期积累的对于

资源、载体、组织、描述、揭示、检索以及业务管

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构成了图书馆学的丰富

内容。 阅读推广正在成为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业

务，也自然被纳入到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阅

读推广需要针对不同的资源类型、内容特征、组
织方式，以及不同的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推广

策略、方式，以不同的指标进行评估测量等。 在

这方面图书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就能发挥一定

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提高阅读推广工作的水平，
而且能使阅读推广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很

高的起点，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
总之，阅读在数字媒体时代被赋予了比传

统媒体时代更多的含义。 图书馆通过环境、工
具、材料的提供，以及介绍、示范、体验、介入、参
与等方式进行影响和诱导，让读者能够通过上

网、使用软件和各类应用，利用各类数字终端设

备接触到最新的数字环境。 这也是阅读推广的

工作内容，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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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提供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学习，培养创

新能力，及建立众创空间也成为一种必然，这样

也赋予了图书馆空间服务新的内容和意义。 只

有把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推动业务发展，反过来真正地将阅读推广

纳入到图书馆的主流业务中去。

３　 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调研，可以看到

图书馆阅读推广业已形成一个相当繁荣的研究

领域。 正如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一直认

为传播研究只是一个领域（ ｆｉｅｌｄ）而非学科（ 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一样［１８］ ，其中主要原因是认为传播学并

无自己独特的理论，大量的理论都来自政治学、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但这并不妨

碍传播学后来成为一门强大的学科。 阅读推广

研究也有类似特点，它是一个边缘交叉的应用

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成果众多但理论还十分薄

弱，亟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围绕其职业理念和价值观，已形成

了明确的问题和边界，展开了成果丰富的研究，
其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已指日

可待。
理论研究有助于总结现象，把握规律和明

确边界，并指导实践获得更好的发展。 目前图

书馆阅读推广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富

的内容，已有的大量研究也为理论的体系化和

学科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实践迫切需要进行

理论总结并接受理论指导，因此从实践层面也

需要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系统的理论归纳。

３ １　 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三种

范式

　 　 当前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按其研究范式，可
大致归纳为要素论、模型论和过程论等三类。

要素论是对阅读推广现象进行抽象的一种

初步尝试，它将阅读推广活动中所涉及的一些

要素、实体或基本概念提取出来，分析它们的作

用及相互关系。 这通常是一种比较直观和初级

的理论归纳，但十分有效，能够解释不少现象。
例如，王姝等提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五要素，
即：用户、主体、载体、渠道、活动，并以此构建阅

读推广的理论架构［１９］ ，是典型的要素论研究；姜
利华基于五 Ｗ 传播学理论（谁（ Ｗｈｏ） →说什么

（ 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 ） → 通 过 什 么 渠 道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对谁 （ Ｔｏ Ｗｈｏｍ） →取得什么效果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展开论述，对阅读推广的

五个要素进行解读和分析［２０］ ；张怀涛认为阅读

推广的六要素包括阅读推广的目的、主体、对

象、内容、活动、效果等［２１］ ，这些都属于要素研

究，但也可以认为该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型

的基本要素。
模型论比要素论更进一步，在要素和要素

关系的基础上，还试图模拟现实世界的因果变

量和复杂的联系过程，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
如，谢蓉分析了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

体、阅读者、阅读对象和推广媒介，提出了数字

阅读时代阅读推广模型［２２］ 。 大量社会科学理论

研究都是从构建模型开始的，阅读推广理论研

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探索。
过程论则多从阅读推广活动的角度探讨规

律。 阅读推广活动整个生命周期所需的各个环

节，都是其研究对象，涉及规划、布局、资源调

度、设计、执行、掌控、反馈和评估整个流程。 例

如，对于战略、策划、方法、社会影响、效果评估

等的研究，都可以纳入过程论范畴。 分级阅读

理论、阅读疗法等，也都可以归入此类。 如，吴
晞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指出阅读推广是

图书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

需要，是社会阅读的需要，是图书馆的根本任

务，明确指出图书馆必须进行阅读推广［２３］ 。 而

李超平则从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活动的组织、
操作策划等环节，及公共图书馆阅读促进的方

式、阅读活动的组织方面进行阐述［２４］ 。 王素芳

尝试建立一个包括图书馆、用户感知、社会影响

等多维度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综合评估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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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２５］ ，涵盖了图书馆投入—产出和结果—影响

多维度指标，尤其重视图书馆投入指标和参与

者受益度这一评估指标。
范并思对于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十分类

似于本文的研究，属于对于阅读推广研究的研

究，是一种“元”理论研究，与一般阅读推广理论

还有很大不同，可以归入批判学派。 从社会科

学理论范式来看，前述三类研究范式还属于建

构主义或功能主义实证学派范畴，远不能反映

实践的复杂性，还需要批判学派和理论证伪，才
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３ ２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相关学科

阅读推广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应用研

究领域，不仅要研究阅读，更要研究推广。 就学

科关系上，可以认为阅读推广研究是阅读学的

一个子类。 它还涉及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
认知科学（阅读学）、图书馆学甚至市场营销学

等多门学科，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侧重点

都有所不同。 如，教育学侧重认知机理的研究，
社会学侧重调查统计，而传播学最值得借鉴，侧
重通过方法和过程的设计达到影响效果。 这正

是阅读推广所应借鉴和学习的。

阅读推广研究

阅读学 传播学

图书馆学
图书馆阅读
推广研究

图书馆学

图 ４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文主要探讨“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基

本问题，但从概念上看，它隶属于“阅读推广研

究”这个上位概念，在讨论学科关系的时候必须

首先对这个上位概念进行分析。 图 ４ 概要说明

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与阅读推广研究及其主

要相关学科 （阅读学、传播学和图书馆学） 的

关系。
阅读推广研究深受阅读学和传播学的影

响，但有自己的目标、内容、方法、结构和范畴体

系，这些都区别于阅读学和传播学研究。
阅读推广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研究促进阅

读，对于图书馆而言就是发展读者并促进馆藏

的利用，而阅读学的目的是探求阅读的机理、掌
握阅读的规律、提高阅读效率，传播学的目的是

探究人类传播行为和过程的规律。
阅读推广研究与阅读学和传播学在内容方

面有一定交叉。 例如，对于推荐书目的研究、媒
体特点与阅读效果的研究、阅读动机和阅读行

为方面的研究、特殊人群阅读特性的研究、传播

效果和过程的研究、受众特点的研究等，但内容

主体和研究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
在研究方法方面，阅读推广多采用各类调

查统计方法。 阅读研究由于涉及人的认知和心

理过程，除了调查统计方法之外，还常用实验方

法。 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十分丰富，值得学习

借鉴的地方很多。
从研究体系角度看，阅读推广研究更接近

于传播学，而阅读学则偏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等。 有时很多研究课题属于交叉领域，很难严

格区分。 例如，对于数字媒体与纸质媒体在阅

读特点方面的对比研究属于阅读研究，效果方

面的研究属于传播研究，而如何利用这些特点

达到一定阅读效果的工具性研究就是阅读推广

研究。 在这里，这三类研究是非常接近的。
另外，图书馆学对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影

响也是很大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本身即是

图书馆学的一部分，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一

项重要活动正在丰富着图书馆学的基本内容。
吴建中博士最近引入的流空间理论，试图

为图书馆的实体空间在信息时代如何发挥作

用、体现价值提供一种理论解释［２６］ 。 该理论认

为，在信息时代，人们的知识交流活动可以在物

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任意穿越，这种迁移应

该是无缝的和非常便利的，而图书馆正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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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类空间的最佳场所。 该理论虽然并非针对

阅读推广，但也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提供

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元”解释。

３ ３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理论层次

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助于

该领域尽快形成自己的问题域和理论体系。 笔

者认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类似，图书馆阅读

推广理论包含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分层次

的：概念体系是理论的基本构件，基本原则构成

了学科的公理层，它们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基本要

素；其下有方法论体系层、工具和技术层，实例

和案例是学科研究的本体（见图 ５） 。 本文对图

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

探讨，罗列了所涉及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并
列举了一些重要方法、工具技术和实例案例

等，构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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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层次

　 　 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很少有

一套理论能一统天下，多种理论并存是一种普

遍现象，且各种理论只有适应性的不同，并无

绝对对错。 通常如同上述要素论、模型论和过

程论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不同的解释体

系，均有自己的特长，侧重点和优缺点各异，具
有不同的适应性和解释能力，可以根据不同条

件，解释、模拟和预测不同的问题。

４　 结语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承载着当下

全民阅读实践的巨大需求，有助于确立图书馆

对于阅读推广的主体地位。 目前，我们一方面

要整合和重组阅读推广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各

类自发的研究纳入阅读推广理论体系中，确立

重点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实践创

新和发展，不以学科框架禁锢思维，尤其注意

从互联网思维中获取和提炼新的思路和营养。
本文只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体系

化的初步尝试，一定存在很多不当之处。 要确

立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地位，需要更多的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不断丰富完善知

识体系，并提供丰富多样的理论范式。
当前的难点在于必须在理论研究的同时，

应对数字时代阅读和阅读推广很多新特点、新
方法、新内容的挑战，需要重新认识载体形态

对内容和传播过程的影响，等等。 我们必须意

识到，阅读的未来是数字阅读，阅读推广的未

来也将是数字阅读的推广，因此阅读推广理论

应该能够适应以实时性和分享性为特征的社

会化阅读和大数据分析带来的智慧化阅读。
本文虽然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体系的初

步构想，但还只局限于对一些概念的明晰，对已

有成果的研判和对未来的研究从原则和方法论

层面的讨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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