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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归因分析
———来自湖北省 ７７ 个行政村的调查∗

陈　 庚　 胡雅纯

摘　 要　 在促进全民阅读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ꎬ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参与阅读备受学界和业界关注ꎬ而
当前农村居民对于公共阅读却呈现出低度参与的特征ꎮ 本文借鉴凯利的归因理论ꎬ通过对湖北省 ７７ 个行政村的

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ꎬ分析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三维原因ꎮ 研究发现:影响

农村居民低度参与的原因复杂多样ꎬ既可能是单一的行动者因素或刺激物因素ꎬ也可能是行动者、刺激物两者复

合归因ꎬ行动者、外在情境两者复合归因或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三者的复合归因ꎻ三者间虽具有内外因之别

和层次递进结构ꎬ但多与内在的行动者自身因素有关ꎬ因而行动者因素尤其需要引起重视ꎮ 建议:要在行动者层

面激发和增强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内生需求ꎻ在刺激物层面探索刺激物的合作生产模式ꎬ优化资源配置并创新有

效刺激手段ꎻ在外在情境层面形塑良好的公共阅读文化氛围ꎬ激发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积极性ꎮ 图 １ꎮ 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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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１ ｆｉｇ ４ ｔａｂｓ ３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引言

传统认知中ꎬ阅读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为

一种个人行为ꎬ但随着近代公共图书馆等阅读

空间的出现和普及ꎬ阅读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或

公共空间范畴ꎬ表现为一种公共阅读行为ꎮ 所

谓公共阅读ꎬ是指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等公

共文化机构或公共空间场域内进行的个人借

阅、集体诵读以及参与读书活动、阅读交流等行

为ꎮ 与私人阅读不同的是ꎬ“公共阅读具备公益

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 [１] ꎬ是当代公民社

会人民群众阅读权益保障的重要方式ꎬ也是“建

立公民常识的重要渠道” [２] ꎬ被赋予了促进知识

传播、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形塑主流价值观和文

化认同等工具价值ꎮ 因而ꎬ从提倡实施“知识工

程”到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ꎬ公共阅读议题逐

渐上升为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实践ꎮ
全民阅读活动推行十多年来ꎬ我国国民综

合阅读率已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９ ７％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８０ ８％①ꎮ “公共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核心和

基础” [１] 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不可否认

０３７

① 数据来源: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３０８５１２３７６＿１２００６０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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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ꎬ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情况仍然不容乐观ꎬ
具有明显的“低度参与”特征ꎮ 为进一步深入挖

掘农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ꎬ本文以农家

书屋①为观察中心ꎬ对湖北省 ７７ 个行政村进行

问卷调查和实证访谈ꎬ通过建立行动者、刺激

物、外在情境的三维归因模型ꎬ对调研资料和数

据进行分析ꎬ深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

低度参与的原因及其内在机理ꎬ并提出相应的

因应策略ꎮ

１　 文献和理论回顾

归因是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原因作出解释

和推断的过程ꎮ 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海德( Ｆｒｉｔｚ
Ｈｅｉｄｅｒ)在 １９５８ 年建立了“环境—外因” 和“个

人—内因”的二维归因理论模型[３] ꎬ成为后续归

因研究的基础ꎮ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凯利

(Ｈａｒｏｌｄ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Ｋｅｌｌｅｙ)于 １９６７ 年提出包含行动

者、刺激物、情景的三维归因理论ꎬ并使用一致

性、一贯性、区别性三种信息来确定真正的原

因[３] ꎮ 美国心理学家韦纳( Ｂ Ｗｅｉｎｅｒ) 于 １９７２
年提出成败归因理论ꎬ认为能力、努力、任务难

度、运气、身心状况、外部环境是人们在解释成

败时的六种主要因素[４] ꎮ 经过多位学者的发展

和完善ꎬ归因理论逐步发展完善并广泛用于解

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问题ꎮ
面对近些年来我国农村阅读难题时ꎬ学界也借

鉴归因理论进行分析ꎬ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宏观背景下ꎬ形成了资源决定论、管理决定

论和农民信息需求论三种主流观点ꎮ
主张“资源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农村居民阅

读参与度低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源匮乏ꎬ具体包

括:由于公共文化资源不足与分配不公ꎬ农民难

以获得同城市一样的文化知识而成为弱势群

体[５] ꎻ农村书报刊阅览室建设不完善ꎬ农民可阅

读资源有限[６] ꎻ文献资源的严重短缺成为农民

阅读的最大障碍[７] ꎻ由于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资金、人力ꎬ以及资源的适用性不足等ꎬ导致农

民阅读困难[８] ꎮ
坚持“管理决定论”的学者将原因主要归于

农村阅读服务管理的影响ꎬ认为:农民不愿意走

近阅读和阅读成果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图书馆

服务精神缺失[９] ꎻ图书馆暗含为精英服务的意

识[１０] ꎻ传统的农村图书馆多依托城市图书馆的

模式及服务习惯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

居民存在的阅读障碍[１１] ꎮ 在农家书屋陆续建成

后ꎬ部分学者提出管理上的问题是只重数量不

重质量ꎬ重建不重管ꎬ这就导致农村往往“有屋

没书”“有书没人” [１２] ꎬ同时也存在着宣传工作

力度较小的问题[１３] ꎮ
提倡“农民信息需求论”的学者从农民自身

的角度出发ꎬ探究生理因素、内在动机和需求的

影响ꎮ 根据不少农民阅读意愿少、阅读能力差、
阅读意志弱[１４] ꎬ存在着佯需求、伪需求和无需

求[１５－１６] 的现实情况ꎬ归纳出“需求贫困” 的观

点ꎮ 有学者认为农民阅读需求贫困的原因主要

在于农村现实生产生活基本不需要阅读[１７] ꎻ另
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的文化观念、阅读习惯等

影响ꎬ认为农民阅读的主观惰性是阅读贫困的

根源[１８] ꎻ也有学者认为是阅读能力、意志力、阅
读必要的条件、目标等的缺失导致了农民阅读

障碍[１５] ꎮ
这三种观点与农村阅读发展实践具有同步

性ꎬ体现了近二十年来社会对农村阅读难题的

渐进认知过程ꎮ 早期的研究将原因多归结于城

乡阅读资源配置的不均衡ꎬ农村相应的配套设

施、资金、人力匮乏ꎬ图书馆的服务难以惠及农

村等供给层面ꎬ随着国家实施县级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制、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农村图书馆建设

等举措ꎬ农村阅读环境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ꎬ但
农民不阅读、少阅读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ꎬ因而

０３８

① 需要说明的是ꎬ本文调研区域的公共阅读资源绝大部分集中于农家书屋ꎬ行政村原有的农村文化室(图
书室)等阅读资源大多已与农家书屋进行了整合ꎬ而县级图书馆和乡镇图书室为农村提供的一些公共阅读服务

也多与农家书屋进行合作ꎬ因此课题组主要以农家书屋为中心展开公共阅读参与的调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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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研究也开始关注农村公共阅读的管理服务层面

和农民需求层面ꎮ 归因视角从供给侧转向需求

侧ꎬ从外部因素转向内部因素ꎬ纠正了既往归因

中的偏差ꎬ同时也为建立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归

因模型和归因方法奠定了基础ꎮ 笔者认为ꎬ作
为一种他者归因ꎬ分析当前存在的农村阅读难

题ꎬ既要规避将其归因于农民行动者内部因素

而忽略外部情境影响的“基本归因错误”ꎬ又要

克服过度归因于政策、体制、文化等外部情境因

素的“观察者偏差”①ꎮ
基于此ꎬ本文借鉴凯利三维归因理论ꎬ在试

图克服传统归因偏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

的归因模型ꎬ以解释当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

度参与的原因ꎮ 笔者将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

参与的主要归因设计为公共阅读的行动者、刺
激物和外在情境三个维度ꎮ 行动者层面ꎬ包括

能力、认知、努力三个主要因素ꎻ公共阅读的刺

激物涵盖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

阅读资源和阅读活动ꎬ以及相应的宣传与传播

刺激手段ꎻ公共阅读的外在情境主要包括外部

环境作用形成的形而上的价值观念和形而下的

文化生活实践ꎮ

２　 调查设计

２ １　 数据和样本情况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参

与情况ꎬ我们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８ 月对湖北省 １５ 个

地市州的农家书屋及其周边农村居民进行实地

调研ꎬ在每个地市州随机选择 ４—６ 个行政村ꎬ共
调研行政村 ７７ 个ꎮ 调研以 ２０１８ 年的公共阅读

参与情况为中心ꎬ对 ７７ 个农家书屋和 ２ １６７ 位

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ꎬ并访谈了 ７６ 位农家书

屋管理人员和 １６６ 位农村居民ꎮ 调研数据主要

通过两种方式采集:一是对供给侧的村民委员

会或农家书屋管理人员进行单位问卷填写和深

度访谈ꎻ二是对农村居民进行不记名问卷发放

和抽样访谈ꎮ 对普通村民的调查和访谈主要通

过三条渠道:一是请村干部随机组织有空闲时

间的村民集中到村委会填写问卷ꎻ二是在村中

随机邀请路过的本村村民填写问卷ꎻ三是到村

中随机对村民进行访谈ꎮ 对于年纪较大、识字

和书写困难的村民ꎬ调研人员以口头说明和代

为填写问卷为主ꎮ
在单位问卷方面ꎬ调研组对湖北省 ７７ 个农

家书屋的管理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ꎬ获取到的

农家书屋建设的基本情况为:占地面积 ５０ 平方

米以下的 ５９ 个ꎬ５０ 至 １００ 平方米的 １０ 个ꎬ１００
至 １５０ 平方米的 ４ 个ꎬ１５０ 至 ２００ 平方米的 ４ 个ꎻ
获全国模范农家书屋的 ４ 个ꎬ获省级模范农家书

屋的 ９ 个ꎬ五星级农家书屋 ２ 个ꎬ四星级农家书

屋 １ 个ꎬ三星级农家书屋 ５ 个ꎬ市模范农家书屋

２ 个ꎻ６７ 个村配有书屋管理人员ꎻ书屋平均藏书

量 ３ ６１８ ４６ 册ꎬ平均报刊种类 ２７ ４７ 种ꎻ２０１８ 年

度平均开放时间为 ２６０ ８９ 天ꎬ平均每天开放

７ ３ 小时ꎻ平均访问人次为 ３８７ ９５ 人次ꎬ平均借

阅册数 ３３６ ２ 册ꎻ共有 ３５ 个农家书屋举办读书

活动ꎬ平均每个 ３ ２６ 场ꎬ每次活动参与人次

１０３ ９１ 人次ꎮ
在农村居民问卷方面ꎬ调研组一共发出了

２ １６７份调查问卷ꎬ剔除回答不完整和误填、前后

逻辑不通的答卷 １４６ 份后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０３９

① 在关于归因理论的后续研究中ꎬ学者们发现人们在进行归因时往往难以完全客观公正ꎬ一些主客观因素

会造成归因偏差ꎬ主要有三种ꎮ 第一种是自利归因偏差ꎬ即个体把成功归因于内因ꎬ把失败归因于外在情境ꎮ 第

二种是基本归因错误ꎬ指倾向于将他人行为归因于稳定的内部因素ꎬ低估外在情境因素的影响ꎮ 第三种是行动

者———观察者偏差ꎬ是指行动者倾向把成功归因于个人ꎬ将失败归因于情境ꎬ观察者则倾向把成功归因于情境ꎬ失
败归因于个人ꎮ 当前学界关于农村阅读难题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与心理学上相反ꎬ更多地将其归因于资源、
环境、文化、政策体制、供给等外部环境因素ꎬ而较少归因于行动者阅读能力、阅读意愿和需求等自身因素ꎮ 这背

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阅读推广研究的实践价值导向ꎬ即注重供给层面的问题并建言献策ꎬ而忽

略了对复杂的农民现实需求方面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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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２１份ꎮ
在访谈方面ꎬ获得农家书屋管理员访谈材

料 ６６ 份ꎬ农村居民访谈记录 １６６ 份ꎮ 样本统计

(见表 １)显示ꎬ受访农村居民在男女比例、年龄

结构、职业结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居住状态

等方面都有较为合理的分布ꎬ能够较好地体现

中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基本特征ꎬ具有一定代

表性ꎮ

表 １　 受访居民基本情况

指　 　 标 人数
百分比

(％)
指　 　 标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年龄

职业

男 １ ００５ ４９ ７

女 １ ０１６ ５０ ３

１８ 岁以下 ２８８ １４ ３

１８—２８ 岁 ３７７ １８ ７

２９—４４ 岁 ４８７ ２４ １

４５—５９ 岁 ５１５ ２５ ５

６０ 岁及以上 ３５４ １７ ４

学生 ４６６ ２３ １

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 １３５ ６ ７

企业员工 １６２ ８

农民 ５６０ ２７ ７

个体工商户 １５０ ７ ４

自由职业者 ２６４ １３ １

离退休人员 ９６ ４ ８

其他 １８８ ９ ２

文化程度

２０１８ 年

个人年收入

２０１８ 年所

在地情况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１ 万元及以下

１—３ 万元

４—９ 万元

１０—２０ 万元

２０ 万元以上

居住本村

外出打工或外地上班

半年外出打工ꎬ半年

在家居住

本村务农ꎬ镇上居住

５１２ ２５ ３

６３６ ３１ ５

４５０ ２２ ３

４０６ ２０ １

１７ ０ ８

８４９ ４２

５２８ ２６ １

４４５ ２２

１６１ ８

３８ １ ９

１ ２００ ５９ ３

５８６ ２９

１６７ ８ ３

６６ ３ ３

２ ０ １

２ ２　 公共阅读的低度参与特征

当前学界多以“阅读贫困”这一术语来描述

农村居民阅读少的现状ꎮ 贫困多指向一种资

源、财富的拥有状况ꎬ因贫穷而窘困ꎬ带有贬义

的意指ꎮ 而随着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流动

书屋、农村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项目建设的推

进ꎬ农村的阅读资源其实已再难用贫穷来描述ꎮ
因此ꎬ我们选择更为中性意义的概念来指称当

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现状ꎬ即低度参与ꎮ 低

度参与源于谢里安斯坦提出的公共参与的阶

梯理论ꎬ他将公共参与分为无参与、低度参与、
高度参与三个阶段[１９] ꎮ 相比于贫困ꎬ低度参与

隐含了当代公民的权利意识ꎮ 结合调研数据和

访谈材料ꎬ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处于低度

参与阶段ꎬ体现为:认知不足、参与率不高、参与

频次低、参与时段短ꎬ呈现参与弱化的特征ꎮ
在知晓度方面ꎬ在 ２ ０２１ 个有效样本中ꎬ共

有 ８４５ 人知道本村有农 家 书 屋ꎬ 占 总 数 的

４１ ８％ꎮ 在知晓的居民中ꎬ能够有效参与的人数

更少ꎬ去过本村农家书屋的仅有 ５５６ 人ꎬ整体参

与率为 ２７ ５１％ꎬ占知晓人数的 ６５ ８％ꎮ 在实际

参与中ꎬ存在着浅层次参与的特征ꎮ ２０１８ 年农

村居民的人均参与次数为 １ ８ 次ꎬ且停留时间较

短ꎬ停留在 ３０ 分钟以内的 ３３９ 人ꎬ占参与人数的

６１％ꎮ 从借阅册数看ꎬ全年借阅 ５ 册以下的占比

达到 ６６ ６％ꎬ借阅 ６ 册以上的为 ３３ ４％ꎮ 在农

家书屋举办的读书活动中ꎬ２０１８ 年参与过农家

书屋读书活动的仅有 ２１９ 人ꎬ占去过农家书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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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３９ ４％ꎬ占调研样本的 １０ ８３％ꎬ比例较低ꎮ

３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归因分析

３ １　 行动者因素

农村公共阅读活动中的行动者为农村居民ꎮ
在影响农村居民低度参与公共阅读的原因中ꎬ阅
读能力、阅读认知、阅读努力是三个主要因素ꎮ
３ １ １　 阅读能力

公共阅读的能力主要指农村居民所具有的能

够参与公共阅读的生理和文化能力ꎮ 生理能力主

要指个体的视力条件、行动能力ꎬ即能否具备阅读

的视力条件ꎬ能否前往公共阅读场所等ꎮ 文化能力

指是否具备参与阅读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ꎬ
主要以学历水平和识字水平作为测量指标ꎮ 在调

研对象中ꎬ基本都是具有生理能力的居民ꎬ故而本

文主要关注文化能力对公共阅读参与的影响ꎮ
在广大农村ꎬ仍然有大量不识字的文盲群

体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低知群体ꎬ他们基本不

具备参与公共阅读的文化能力ꎮ 调查数据显

示ꎬ 小 学 及 以 下 学 历 的 占 ２５ ３％ꎬ 初 中 占

３１ ５％ꎬ高 中、 中 专 占 ２２ ３％ꎬ 大 专、 本 科 占

２０ １％ꎬ研究生及以上占 ０ ８％ꎮ 农村居民参与

公共阅读与学历水平相关ꎬ２０１８ 年去过农家书

屋的有 ５５６ 人ꎬ其中大专、本科以上学历 １３９ 人、
高中、中专学历 １３５ 人、初中学历 １８１ 人ꎬ小学学

历 １０１ 人ꎬ基本符合学历越高参与可能性越大的

规律(见表 ２)ꎮ 在问及没有阅读习惯的原因时ꎬ
因为“不识字ꎬ阅读有困难” 的群体比重高达

３３ ２％ꎬ仅排在“忙着挣钱ꎬ没时间” (４０ ４％)之

后ꎮ 在问及没有去农家书屋的原因时ꎬ２５ ６％的

村民表示是因为“不识字”ꎮ 一位村委会工作人

员谈到:“别看我们村出了很多诗人ꎬ但是真正

有文化的人都出去闯了ꎬ留下来的都是没什么

文化知识的人ꎬ根本没有能力去看书ꎮ”一位 ７０
岁的居民表示:“我经常陪我孙子来农家书屋

玩ꎬ但我没有借过书ꎬ我不识字ꎮ”一位在村委会

做清洁工作的阿姨说:“我不知道信息是什么ꎬ
不认识字ꎬ从来也没看过书ꎮ” 文化水平的制约

限制了一部分村民的公共阅读能力ꎮ

表 ２　 文化程度与是否去过农家书屋的交叉比对

文化程度
２０１８ 年您是否去过本村的“农家书屋”

去过 占比(％) 没去过 占比(％)
合　 计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１ ５３ ７２ ８７ ４６ ２８ １８８

初中 １８１ ６８ ８２ ８２ ３１ １８ ２６３

高中、中专 １３５ ６８ ５３ ６２ ３１ ４７ １９７

大专、本科及以上 １３９ ７０ ５５ ５８ ２９ ４５ １９７

合计 ５５６ ６５ ８ ２８９ ３４ ２ ８４５

３ １ ２　 阅读认知

农村公共阅读的认知源于居民对公共阅读

行为、过程和价值进行接收、感知、合成、编码、
重建、判断等信息处理后所形成的一种知识水

平或认识状态ꎬ来自过往认识和了解经验的积

累ꎮ Ｂａｎｄｕｒａ 提出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ꎬ认知对

行为具有协调作用ꎬ直接影响个体是否最终采

取行动[２０] ꎮ Ａｊｚｅｎ 等人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也

认为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直觉行为会控制和

决定行为意向ꎬ行为意向直接决定人的行为[２１] ꎮ
个人的认知水平对其实际行为具有直接的影

响ꎬ认知是行动的前提ꎮ
本次调研发现ꎬ农村居民对阅读重要性的整体

认知并不高ꎮ ２４ １％的受访者表示阅读对个人发

展“非常重要”ꎬ３１ ２％的受访者认为阅读“比较重

要”ꎬ２７ ２％的受访者认为重要性“一般”ꎬ１１ 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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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太重要”ꎬ５ ５％的认为“非常不重要”ꎮ 阅

读认知与阅读参与之间有着直接的正向关联ꎮ 在

知晓农家书屋的 ８４５ 位村民中ꎬ认为阅读对个人发

展“非常重要”的有 ２６９ 人ꎬ其中 ２０１８ 年去过农家

书屋参与公共阅读的有 ２０５ 人ꎬ占 ７６ ２％ꎻ认为阅

读对个人发展“非常不重要”的有 ３５ 人ꎬ其中只有

１２ 人在 ２０１８ 年去过农家书屋ꎬ占 ３４ ３％(见表 ３)ꎮ
一位 ３０ 岁的母亲表示:“我有了孩子之后觉得读书

还是蛮重要的ꎬ我就经常去看书ꎬ什么都看一点ꎬ有
什么看什么ꎮ”但是一位做电工生意的居民表示:
“做我们这种工作只要有技术就行ꎬ读书一点用都

没有ꎬ没有心思看书ꎮ”

表 ３　 阅读认知与是否去过本村农家书屋的交叉比对

阅读认知
２０１８ 年您是否去过本村的“农家书屋”

去过 占比(％) 没去过 占比(％)
合　 计

非常重要 ２０５ ７６ ２ ６４ ２３ ８ ２６９

比较重要 ２０２ ７２ ４ ７７ ２７ ６ ２７９

一般 １１０ ５７ ０ ８３ ４３ ０ １９３

不太重要 ２７ ３９ １ ４２ ６０ ９ ６９

非常不重要 １２ ３４ ３ ２３ ６５ ７ ３５

３ １ ３　 阅读努力

行动者的努力是促成公共阅读行为发生的

关键主观因素ꎮ 在构建努力指标时ꎬ我们借鉴

闫慧在进行数字化贫困归因分析时将其分解为

付出的时间和使用经验两个维度的设计[２２] ꎬ并
将它们融入于阅读习惯来衡量ꎮ 杜威认为ꎬ习
惯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和一种技

艺ꎬ成为居于过去与未来转折点上的过程性变

量ꎬ是阶段性的和可调试的ꎬ因而习惯可以成为

一个面对和化解现实问题的能动结构[２３] ꎮ 阅读

习惯正是这样一种能动的结构ꎬ它是个人在阅

读方面付出时间和精力后积累而成的经验ꎬ这
些经验为参与公共阅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

可能ꎮ
调研显示ꎬ农村居民平时具有阅读习惯的

占比为 ５７ ８％ꎬ每周阅读时间不长(阅读 ３ 小时

以下的占 ６４ ８％)ꎬ阅读主要是利用晚间(４１％)
和睡觉前(３４ ３％) 的时间进行ꎬ阅读地点主要

选择家里 ( ７８ ９％)ꎬ手机、 ｉｐａｄ 等移动设备端

(５９ ９％) 的 阅 读 超 过 传 统 纸 质 阅 读 方 式

(５４ ９％)ꎬ 以阅读移动设备上的新闻、 短文

(６３ ２％)为主以及图书( ５７ ６％) 为主ꎬ阅读资

源主要是来自于自己购买 ( ５６ ２％) 和网络

(４８ ４％)ꎬ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公共阅读场馆

(３９ ５％)ꎮ 这些有阅读习惯的农村居民主要以

自我满足的方式进行私人阅读ꎬ对公共阅读服

务的接触和使用并不是主流ꎬ阅读也选择便捷

和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ꎬ为公共阅读付出的努

力较为有限ꎮ 访谈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结论ꎮ 一

位喜欢阅读的居民谈到:“我还是喜欢在家读自

己喜欢的书ꎬ各方面都比较方便ꎬ去农家书屋读

书相对麻烦一些ꎮ” 其他没有阅读习惯的居民

(４２ ２％)则没有为阅读付出时间和努力ꎮ 一位

６０ 多岁的居民也表示:“我从早到晚都在做家

务ꎬ根本没时间看书ꎮ” ４０ 岁开私房菜馆的居民

说:“我们夫妻开饭馆每天从早忙到晚ꎬ有时间

就看看手机ꎬ根本没想着看书ꎬ也没这个习惯ꎮ”
一位 ５０ 岁的居民谈到:“我都这个岁数了ꎬ也缺

乏自制力ꎬ知道看书重要ꎬ但别人找我打牌打麻

将ꎬ我就还是玩去了ꎮ” 努力不够是农村居民没

有参与公共阅读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３ ２　 刺激物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华生(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ａｄｔ Ｗａｔｓｏｎ)指出ꎬ人类的复杂行为可分解为

刺激和反应两部分ꎬ刺激来自身体内部和体外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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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两个方面ꎬ反应则跟随刺激出现ꎮ 早期的

传播效果研究者受到心理学中刺激反应理论的

影响ꎬ认为传播效果在媒介讯息刺激和受众反

应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ꎬ体现为 Ｓ→Ｏ→Ｒ( Ｓ ＝
讯息ꎬＯ ＝ 受众ꎬＲ ＝ 效果)的过程ꎬ并发展出“皮

下注射论”的主张ꎮ 刺激反应理论因忽视了个

体的能动性而受到后来者的批评ꎬ但学界并不

能否认刺激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ꎮ 在公共阅读

行为中ꎬ刺激来源于刺激对象和刺激手段ꎮ 在

农村公共阅读空间中ꎬ刺激对象不仅指阅读内

容资源和阅读活动ꎬ还包括公共阅读场地设施

条件等阅读发生的环境ꎮ 刺激手段主要反映在

公共阅读阵地的宣传和传播方式上ꎮ
３ ２ １　 公共阅读的刺激对象

场地和设施的舒适度、便利度ꎬ书报刊资源

的丰富程度、实用程度、更新速度ꎬ电子资源的

便捷程度和可及性ꎬ以及阅读活动的丰富性等ꎬ
是激发居民前去参与公共阅读的刺激因素ꎮ 农

家书屋建设工程自 ２００７ 年在全国正式启动以

来ꎬ通过短短几年时间基本实现了所有行政村

的全覆盖ꎬ并在设施设备和资源内容配置上达

到了基本的服务条件ꎮ 因此ꎬ影响居民公共阅

读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便是阅读的内容资源问

题ꎮ 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阵地的阅读资源基本

来自于政府配送ꎬ政府部门基于供给侧视角以

一种显性的、量化的指标推进农家书屋的软硬

件建设ꎬ但忽视了对农村阅读需求现状的回应ꎬ
导致阅读资源的供需错位问题日益显著ꎬ表现

为阅读载体和内容资源的错位ꎬ以及公共阅读

活动的缺乏ꎮ
在阅读载体方面ꎬ农家书屋等阅读场所重

图书等纸质资源、轻网络电子资源的配置结构ꎬ
弱化了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积极性ꎮ 农村

居民阅读的主要类型为电子书、手机、网站文章

等(６３ ３％)ꎬ高于纸质图书(５７ ６％)ꎬ然而被调

查的 ７７ 个行政村中ꎬ 只 有 ３３ 个 农 家 书 屋

(４２ ９％)配备有电脑阅览室ꎬ且部分电脑运行

卡顿甚至尚未联网ꎬ同时许多电脑也挪为他用

或沦为摆设ꎮ 农家书屋等农村阅读场所电子阅

读资源配置不足ꎬ影响了居民的参与ꎮ 一位 ５０
岁的阿姨表示:“我现在都是通过 ａｐｐ 和微信公

众号来获取信息ꎬ我就下载了云鹊医 ａｐｐꎬ每天

从上面学习一下养生知识ꎬ然后分享到朋友圈

还有家族群里ꎬ给大家都看看ꎬ感觉村里人基本

上也都是看看微信公众号ꎬ看书的比较少ꎮ”
在内容资源方面ꎬ存在着资源类型错位和

更新时滞问题ꎮ 此次调查发现ꎬ农村居民平时

获取的信息类型和阅读内容主要为生活类

(４１ ４％)和时政新闻类( ３９ ２％)ꎬ但农家书屋

的资源类型为:农村实用技术类(２１％)、农村生

活医疗保健类(１９％)、教育文化类(１６％)、科普

少儿类(１５％)、政治法律人物传记类(１５％)、历
史文学类( １４％)ꎬ与农村居民的需求未能有效

匹配ꎮ 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表示:“其实农家书屋

这个建立初衷挺好ꎬ但我们年轻妈妈很想给孩

子看点幼儿读物ꎬ或者自己看看育儿书籍ꎬ但是

书籍明显陈旧ꎬ类型也比较少ꎬ不太实用ꎮ”另一

位养殖户也谈到:“我们中年人就喜欢看小说ꎬ
什么侦探悬疑、武打仙侠啊ꎬ农家书屋都是些古

典名著ꎬ很少有小说ꎬ就算有还不全ꎮ”内容供给

的时滞性也影响供需之间的匹配ꎮ 一位养鸡大

户提到:“我刚开始转行养鸡的时候没事儿过来

就翻翻家禽养殖的书ꎬ结果我发现里面的技术

都太落后了ꎬ都是好多年前的版本ꎬ讲的是人工

养鸡技术ꎬ但我现在都是机械化养殖ꎬ根本一点

儿帮助都没有ꎮ”一位农家书屋管理员谈到:“像

书屋里很多农业书籍都是别人捐赠的ꎬ都是些

滞销书籍ꎬ别人不想看ꎬ放到我们这儿也没人

想看ꎮ”
除了静态的刺激物外ꎬ阅读活动作为动态

的刺激物也影响着公众参与ꎮ 被调查的 ７７ 个书

屋在 ２０１８ 年共有 ３５ 个举办了读书活动ꎬ平均每

个书屋举办 ３ ２５ 场ꎮ 在村民参与层面ꎬ参与过

公共阅读活动的仅有 ２１９ 人ꎬ占去过农家书屋人

数的 ３９ ４％ꎬ占总调研样本的 １０ ８３％ꎬ参与度

不高ꎮ 其原因在于活动次数少ꎬ内容吸引力不

足ꎬ实用性不大等ꎮ 一位农家书屋管理员表示:
“因为我们村委会的可支配资金不足ꎬ所以每年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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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寒假找村里的大学生来农家书屋义务讲

课ꎬ农家书屋也没有空调ꎬ只能在寒假办一两次

活动ꎮ”一位 ６７ 岁的居民谈到:“我们村的农家

书屋举办过几次道德讲坛ꎬ大家都没什么事儿

就被村委会的人吆喝着去听的ꎬ其实蛮无聊的ꎬ
大家都不想去ꎮ” 另一位 ３４ 岁的居民也谈到:
“居委会之前开的那个幼儿心理辅导课就是在

农家书屋里搞的ꎬ一开始我还带着我家孩子去

听过ꎬ但毕竟是免费的ꎬ课都是居委会的人自己

讲ꎬ听了感觉也没多大用处ꎬ就懒得去了ꎮ”
３ ２ ２　 公共阅读的刺激手段

刺激物的存在不等于实现了有效刺激ꎮ 公

共阅读资源和空间如果只是作为“刺激物” 存

在ꎬ而不通过有效的“刺激”ꎬ是难以引起广泛关

注的ꎬ更不论促进居民的认知和了解进而发生

阅读行为了ꎮ 在农村公共阅读场所传播效果的

检视中发现ꎬ农家书屋的传播效度较为有限ꎬ仅
有 ４１ ８％农村居民知晓农家书屋ꎬ其原因主要

在于传播刺激的手段和方式不佳ꎬ传播的频度

和力度不够ꎮ
在传播刺激的手段运用上ꎬ供给侧的政府

以及供给主体农家书屋主要采取了大众传播和

组织传播两种手段ꎮ 在两种手段的使用中ꎬ大
众传播方式使用较少ꎬ组织传播方式使用较多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在知晓农家书屋的渠道中ꎬ通过

电脑上网、微博微信、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

知晓的仅占 ４ ２％、２ ７％和 １ ２％ꎮ 造成这种境

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众媒体并没有进行较为

有力的宣传ꎻ另一方面在于大众传播在农村存

在着信息(知识)鸿沟ꎮ “大众媒介的差异、传播

技能差异、知识信息储备的差异、社会交往面的

差异以及接受、理解、记忆等方面的差异” [２４] ꎬ
使农村的大众传播速度和效果要远远弱于城

市ꎮ 与此相对的是ꎬ各村仍主要采取传统的组

织传播方式:采取本村大会宣传的占 ３２ ５％ꎬ宣
传栏和黑板报的占比为 ２７ ３％ꎬ广播喇叭的占

比为 １９ ５％ꎮ 同时ꎬ农家书屋的传播频度也较

低ꎬ４７ ３％的书屋每年宣传 １—２ 次ꎬ１８ ９％的书

屋每年宣传 ３—４ 次ꎬ２７％的书屋每年 ４ 次以上ꎮ

此外ꎬ农家书屋的宣传积极性亦不高ꎬ在走访过

程中ꎬ很少在村内发现有指示性标志引导农村

居民前往农家书屋ꎬ部分地区的村民委员会的

“村务公开栏”里也几乎没有与农家书屋相关的

事项ꎮ
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效果不佳的情况

下ꎬ人际传播却成为农村居民了解农家书屋的

一个重要补充渠道ꎮ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ꎬ大众

媒介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是新事物推广的最

佳途径[２５] ꎮ 信息较为封闭的农村有 “熟人社

交”的特点ꎬ邻里间的人际传播是农村最常见、
最有效的传播路径ꎮ 调查数据显示ꎬ农村居民

通过 本 村 其 他 人 知 道 农 家 书 屋 的 占 比 为

２２ ２％ꎬ高于电脑上网、微博微信、本村大会、黑
板报和宣传栏等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方式ꎬ起
到了良好的传播效应ꎮ

但必须指出的是ꎬ尽管提高知晓度必然会

促进参与度的提升ꎬ但即便农家书屋的知晓度

实现全覆盖ꎬ也难以达到参与度的同比提升ꎮ
这是因为在农村这个较为稳定的场域空间内ꎬ
农家书屋实施 １０ 余年后仍有 ５８ ２％的居民不知

晓ꎬ表明较大一部分群体对阅读或者公共阅读

处于无意识、无需求的状态ꎮ 问卷调查和访谈

发现亦证明了这一论断ꎮ 在不知道农家书屋的

１ １７６人中ꎬ５５ １％的人无阅读习惯ꎬ７１ １％的人

对阅读无明显喜好(包括非常不喜欢、不喜欢和

一般)ꎬ５０ ４％的人对阅读重要性认知不足(包

括非常不重要、不重要和一般)ꎮ 从行动者角度

看ꎬ这些人群没有明确的阅读需求和动机ꎮ 当

然ꎬ也有一部分群体是有需求但因为不知道而

未能参加的ꎮ 因此ꎬ如何对有需求群体实现有

效信息传达ꎬ将无意识无需求群体激发为潜在

参与者ꎬ是供给侧传播手段创新的主要进路ꎮ

３ ３　 外在情境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行为属于群体行

为ꎬ是一个断断续续且长期存在的过程ꎬ故而本

文所讨论的外在情境并不是一个固定且相对静

态的状态ꎬ而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和一定时段

０４４



陈　 庚　 胡雅纯: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归因分析———来自湖北省 ７７ 个行政村的调查
ＣＨＥＮ Ｇｅｎｇ ＆ ＨＵ Ｙａｃｈｕ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ｒｏｍ ７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内相对稳定的情境ꎮ 所以ꎬ公共阅读的外在情

境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外部因素

杂糅和融合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和实践存在状

态ꎮ 根据调研数据和资料分析发现ꎬ影响农村

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行为的外在情境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形而上的由共时和历时性环境因

素形成的一种价值认同、社会心态或文化传统ꎻ
另一种是形而下的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实践

状态ꎮ
３ ３ １　 农村场域形而上的实用型价值观

农村居民对阅读所形成的形而上的价值

观念与长期以来农村场域中的价值结构紧密

相关ꎮ 农村价值结构由个人或者家庭资本总

量的高低决定ꎬ并主导着他们在社会分层结

构中的地位ꎮ 在当下的外部环境中ꎬ对实用

价值的追寻所形成的重经济资本、轻文化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 赚钱优先论” 和“ 读书无望

观”等价值观念ꎬ影响了大部分农村居民公共

阅读的参与ꎮ
在农村ꎬ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类型资本的

根源ꎬ也是流动性最强、最容易转化为社会资本

和文化资本的基础资本[２６] ꎬ但社会资本和文化

资本要转换成经济资本却“不是即时性的ꎬ而且

遭受的风险比较大” [２７] ꎮ 并且ꎬ三种资本的获

取都建立在劳动时间的积累基础之上ꎬ但经济

资本在劳动积累后的回报是显性、直接和较为

及时的ꎬ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却发生

在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中ꎬ无论是教育投资或

文化水平的提升ꎬ还是关系网络的拓展或社会

关系资源的丰富ꎬ其资本的“变现”过程均具有

时滞性、缓慢性和隐匿性等特征ꎮ 因而在相对

欠发达的农村ꎬ个体或家庭进行资本总量的提

升时ꎬ往往会首先追寻经济资本的回报ꎬ再去谋

求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ꎮ 这就形成了一

种普遍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传统ꎬ体
现为对经济资本收益的迫切感和对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收益无望的失落感和焦虑感ꎮ
农村居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

获取往往局限在农村这个相对封闭和边界确定

的场域内ꎮ 要想突破这一场域限制ꎬ提高个人

或家庭的资本总量ꎬ主要有两种途径ꎮ 第一种

是外出务工ꎬ提高经济资本收益ꎬ这种方式是广

大农村家庭的普遍选择ꎮ 进城务工使诸多农民

成为了“半农半工”的流动人口ꎬ但受工作流动

性和户籍等因素的影响ꎬ外出务工的人员大多

未能突破自身的阶层限制ꎬ仍然难以改变自身

的农民身份和阶层地位ꎮ 第二种是进行教育等

文化资本投资ꎬ让自己或子女通过文化资本的

积累改变现有境况ꎮ 因而诸多寒门学子通过高

考等学习渠道改变了自身以及家庭的状况ꎬ突
破了原有的阶层限制ꎬ进入城市成为“新城市

人”ꎮ 这也让诸多的家庭对读书、阅读的价值认

同显著提高ꎮ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ꎬ教育投资越

来越贵ꎬ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ꎬ不少来自农村底

层的居民在观察周边居民或者在自己实际投资

子女教育的过程中发现ꎬ付出的诸多金钱、时

间、精力等成本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收益回

报ꎬ进而引发对读书价值的质疑ꎬ形成了“读书

无望”①的内在焦虑和失落ꎬ因此诸多村民对阅

读或者公共阅读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有所减弱ꎬ
反之选择对更为显性的经济资本的追逐ꎮ 在关

于农村居民没有阅读习惯的原因的调查时发

现ꎬ４０ ７％的农村居民表示主要原因是“忙着挣

钱”ꎮ 一位家住村委会旁边的受访者谈到:“读

书有什么用呢ꎬ村里的孩子再怎么读书也比不

上城里的孩子ꎬ我看村里基本上没人看书ꎬ年轻

人都出去打工了ꎬ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ꎬ不如早

点儿赚点儿钱ꎮ”一位做装修生意的居民表示:
“每天早出晚归接单ꎬ还经常要出差ꎬ肯定赚钱

比读书重要ꎬ毕竟希望家人能生活得更好啊ꎬ
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能帮我做生意ꎬ读书

０４５

① 当前的普遍认识并不是读书无用ꎬ大部分居民认为读书对个人或家庭都是有价值的ꎬ但因为读书的回报

并不能及时显现或者回报小于预期ꎬ因而形成了“读书无望”的焦虑感ꎮ 参见:谢爱磊  “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

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Ｊ]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ꎬ２０１７(３):９２－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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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辛苦ꎬ而且以后指不定能赚多少钱ꎬ有钱以

后再进修都可以ꎮ”
３ ３ ２　 农村场域形而下的文化生活实践

在形而下的农村生活实践中ꎬ农村居民

传承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ꎬ
具有明显的农忙农闲区分ꎮ 农忙时期进行农

耕生产ꎬ农闲时期参加一些文化娱乐和休闲

活动ꎮ 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ꎬ农村

居民休闲娱乐的时间和内容方式得到极大扩

容ꎬ但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消遣活动在这一过

程中的比重不升反降ꎬ受到了其他文化娱乐

形式的竞争和挤压ꎮ
阅读是知识习得的基本手段ꎬ同时亦是休

闲消遣的一种重要方式ꎮ 公共阅读具有显著的

休闲价值和功用ꎮ 对青少年来说ꎬ休闲阅读可

以增强学生的阅读流利度和阅读理解能力[２８] ꎻ
对成年人而言ꎬ休闲阅读具有促进自身和他人

的认知ꎬ了解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ꎬ丰
富业余生活ꎬ习得并形成不同观点等公共作

用[２９] ꎮ 对大部分农村居民而言ꎬ阅读通常是发

生在农业生产之外的闲暇时间的一种消遣性行

为ꎬ很大部分属于休闲阅读ꎮ 作为一种休闲消

遣的娱乐方式ꎬ休闲阅读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

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中ꎬ遭遇了诸多文化娱乐

产品的竞争与替代ꎮ Ｋｎｕｌｓｔ 对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９５ 年

之间休闲阅读趋势的研究发现ꎬ荷兰人在阅读

上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大约一半ꎬ尤其在电视

发展的最初阶段(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年)降幅最大ꎬ电
视竞争是最为主要的原因[３０] ꎮ 在当前的互联网

时代ꎬ各种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使休闲

阅读进一步被边缘化ꎮ
在相对既定的闲暇时间内ꎬ阅读与看电

视、听广播、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

体活动等活动与钓鱼、上网、打牌、广场舞等

其他私性文化活动之间ꎬ存在着此消彼长的

关系ꎮ 农村文体娱乐活动的日益丰富ꎬ在增

加农民闲暇时间活动选择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的同时ꎬ亦弱化了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

内在行动力ꎮ

新世纪以来ꎬ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ꎬ农村实

施了“万村书库”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电视扶贫

工程、报刊下乡工程、“手拉手”工程、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百县万村综

合文化中心工程、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和“送戏下

乡”等文化惠民工程ꎮ 这些文化惠民工程和农

村基层自有的私性文化活动、民间民俗活动一

起ꎬ让农村的文体娱乐和休闲活动日益丰富起

来ꎬ阅读只能成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选

项ꎮ 调查数据显示ꎬ在受访村民的休闲娱乐活

动中ꎬ排名前五的分别为看电视(５９ ３％)、聊天

聚会(４７ １％)、上网和玩游戏(３３ ４％)、打牌和

打麻将( ２８ １％)、读书看报( ２７ ７％)ꎮ 读书看

报等阅读行为在诸多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中仅

排在第五位ꎮ 对居民的访谈也体现了这种现

状ꎮ 一位居民表示:“我参加过居委会的书法培

训班ꎬ有课的时候我就去上一下ꎬ没课的时候就

不去ꎬ不是很想看书ꎬ感觉练练字更有成就感ꎬ
也比较有趣ꎮ”还有村民谈到:“我也不是不喜欢

看书ꎬ我觉得看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累ꎬ有空

的时候我喜欢出去跳广场舞ꎬ和大家一起挺开

心的ꎮ” 另一位 ７０ 岁的老人说道:“我很喜欢关

注一些扶贫政策ꎬ以前我都是看报纸ꎬ但是报纸

消息比较滞后ꎬ现在我就看看电视新闻ꎬ电视新

闻讲的比较全面而且比较及时ꎮ”多样化的文化

娱乐活动挤占了农村居民阅读的时间ꎬ使休闲

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少ꎮ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凯利三维归因理论对农村居民公

共阅读低度参与进行实证性分析ꎬ将其原因归

纳为三个主维度和八个次维度ꎬ试图建立一个

较为完整的归因框架ꎮ 这些维度归因的结果显

示ꎬ影响农村居民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且多

样的ꎬ不同原因在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的影响程

度也有所不同ꎮ 在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和技术策

略谋划中ꎬ既要从整体上关注各类原因ꎬ也要采

取分类施行的因应策略ꎮ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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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结论

４ １ １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复杂

多样ꎬ单一因素与复合因素并存

上文研究发现ꎬ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情境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ꎮ
这些因素是怎样单一或组合地发生作用ꎬ究竟

何种因素影响更大ꎬ需要结合凯利三维归因理

论的一致性、一贯性和区别性信息进行判定ꎮ
区别性指向刺激物ꎬ是指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刺

激物时是否作出同样反应ꎻ一贯性针对外在情

境ꎬ是指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情境中ꎬ面对相似刺

激物时行动者是否一直都采取这样的行为ꎻ一
致性指向行动者ꎬ是指行动者与其他人是否表

现出相同的行为ꎮ 按照“如果某一条件存在ꎬ对
应的结果也存在ꎬ如果这一条件消失ꎬ结果也随

之消失”的协变原则ꎬ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

与共有八种理论归因结果①(见表 ４)ꎮ
为验证这些归因结果ꎬ我们以武汉市郑店

街 Ｄ 村为例来进行简要阐释②ꎮ 在 Ｄ 村 ３０ 个样

本中ꎬ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刺激物和外在情境ꎬ其
中有 １０ 位村民知道本村农家书屋ꎬ另外 ２０ 位村

民不知晓ꎮ 在知晓农家书屋的 １０ 人中ꎬ６ 位参

与了本年度的公共阅读ꎬ４ 位居民本年没有参与

公共阅读ꎬ其中ꎬ两位因为太忙而阅读努力不

够ꎬ也没有阅读习惯ꎬ属于行动者原因ꎻ１ 位虽有

阅读习惯ꎬ但太忙而选择手机等电子阅读方式ꎬ
属于行动者和刺激物复合归因ꎻ另 １ 位村民对

阅读没有偏好ꎬ也没有阅读习惯ꎬ属于行动者归

因ꎮ 在不知晓农家书屋的 ２０ 位居民中ꎬ不知晓

意味着他们以往并没有参与ꎬ因此可分别归因

为刺激物和外在情境、行动者和刺激物、行动者

等维度ꎮ 在选择不去农家书屋的原因时ꎬ这 ２０
位居民都首选了“不知道”ꎮ 根据自利归因偏差

可知ꎬ大部分人在进行自我归因时通常会将失

败的原因归于外部ꎬ因此不知晓农家书屋可以

看作是他们未参加的必要条件ꎬ但并不是充分

条件ꎮ 因此ꎬ我们重点分析其他原因的影响ꎮ
数据显示ꎬ有 １３ 位居民因为没有阅读习惯、没时

间、不识字等单一或多种原因没有参与ꎬ属于行

动者归因ꎻ两位居民有阅读习惯ꎬ但因不知道农

家书屋ꎬ选择手机、电脑等电子阅读设备而没有

参与ꎬ属于刺激物和外在情境的复合归因ꎻ１ 位

居民因为没有阅读习惯ꎬ太忙ꎬ觉得农家书屋太

远而没有参与ꎬ属于行动者和刺激物复合归因ꎻ
两位居民有阅读习惯ꎬ但仅仅因为不知道农家

书屋而没有参与ꎬ属于刺激物归因ꎻ另外的两位

居民对自己没有参与的归因并不明确ꎮ
验证发现ꎬ虽然并不是八种归因结果都能

得到验证ꎬ但大部分都可以从 Ｄ 村的案例中予

以证实ꎮ 即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低度参与呈现

出单一的行动者归因、单一的刺激物归因ꎬ也存

在着复合型的行动者、刺激物两者归因ꎬ行动

者、外在情境两者归因ꎬ行动者、刺激物和外在

情境三者的综合归因ꎮ 由此可知ꎬ农村居民公

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ꎬ既有单

一因素ꎬ也有复合性因素ꎮ

０４７

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ꎬ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也因过于理想化而遭受批评ꎬ因为研究者在归因时很难得到这个模

型所要求的所有信息并确保其真实性ꎬ因此ꎬ包括凯利本人以及麦克阿瑟、卢伯尔、费尔德曼、扎克曼、奥维斯等人

也都只验证了部分归因假设ꎬ另外一些假设因为信息收集等其他原因并没有得到有效验证ꎮ 尽管如此ꎬ最为重要

的是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归因的方法论途径ꎬ即“揭示了普通人进行正确归因所应该运用的

方式和应该经历的过程ꎬ这样就不仅能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正确归因提供方法论指导ꎬ而且从开展归因研

究的角度看ꎬ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在自然情境中研究归因现象的途径”ꎮ 参见:王叶舟  试评凯莱的方差分析归

因模式[Ｊ] . 心理科学通讯ꎬ１９８７(４):２２－２７.
为控制变量和得到相应信息ꎬ凯利、麦克阿瑟等人对三维归因的验证均是采取小样本对被试进行实验ꎮ 本

次调查涉及的湖北省内 １５ 个地市州的 ７７ 个行政村及其农家书屋在外在情境、书屋的建设情况或传播情况都有所不

同ꎬ将所有 ２ ０２１ 样本和 ７７ 个农家书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ꎬ难以符合凯利方差分析归因模式对信息收集和实验

环境的要求ꎬ所以本文仅以一个村作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ꎮ 同时ꎬ由于部分信息不全ꎬ仅做简单的统计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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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三维归因分析

行为信息

区别性
一
贯
性

一
致
性

行为信息判断
归因

结果
解释和举例

归因

类型

高

高

低

高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但参与其

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也不参加公共阅

读ꎻ其他人本年也不参加公共阅读

刺激物

村民不知晓公共阅读场

所ꎻ没有感兴趣的书目或

活动

单一归因

低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但参与其

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也不参加公共阅

读ꎻ其他人本年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和

刺激物

缺乏阅读能力ꎬ或认为阅

读不重要ꎻ没有自己喜欢

的书目

复合归因

高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但参与其

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参加公共阅读ꎻ其
他人本年也不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和

外在情境

阅读努力不足ꎻ阅读不如

其他活动有趣
复合归因

低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但参与其

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参加公共阅读ꎻ其
他人本年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 阅读努力不够 单一归因

低

高

低

高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也未参与

其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也不参加公共阅

读ꎻ其他人本年也不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和

刺激物

缺乏阅读能力ꎬ阅读重要

性认知不足ꎻ不知道阅读

途径和场所ꎬ或阅读资源

没有吸引力

复合归因

低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也未参与

其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也不参加公共阅

读ꎻ其他人本年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
缺乏阅读能力ꎬ或努力不

足ꎬ或认知不足
单一归因

高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也未参与

其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参加公共阅读ꎻ
其他人本年也不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
刺激物和

外在情境

阅读努力不够ꎻ阅读资源

吸引力下降ꎻ外部实用价

值观影响

复合归因

低

部分村民本年未参加公共阅读(也未参与

其他文化活动)ꎻ他们以往参加公共阅读ꎻ
其他人本年参加公共阅读

行动者 阅读努力不够 单一归因

４ １ ２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的原因具

有内外因之别和层次递进结构ꎬ行动者层面的

原因更为根本

唯物辩证法认为ꎬ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ꎬ内因是第一位的ꎬ决定着事物发

展的基本趋向ꎬ外因是第二位的ꎬ对事物的发展

起加速或延缓作用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ꎮ 在

表 ４ 的八种归因组配方式中ꎬ行动者作为内因出

现 ７ 次ꎬ有 ３ 次是单独归因ꎬ３ 次是与刺激物或

外在情境一起形成两者复合归因ꎬ１ 次是与刺激

物和外在情境一起构成三者复合归因ꎻ刺激物

作为外因出现 ４ 次ꎬ１ 次单独归因ꎬ两次与行动

者构成两者复合归因ꎬ１ 次与行动者和外在情境

组成三者复合归因ꎻ外在情境同样作为外因出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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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两次ꎬ１ 次与行动者组合成复合归因ꎬ１ 次与

行动者和刺激物组成三者复合归因ꎬ并没有作

为单一的归因因素出现ꎮ 从行动者、刺激物、外
在情境在八种归因结论中出现的频次ꎬ以及 Ｄ
村的验证结果可以看出:外在情境作为外因难

以单独影响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参与ꎬ必须依

赖于行动者或刺激物ꎬ因此在整个归因维度中

属于外部的初级因素ꎻ刺激物可以作为单独因

素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与ꎬ也可以与行动者或外

在情境一起产生影响ꎬ属于次级因素ꎻ在行动者

因素中ꎬ多种单一的行动者因素都可以影响参

与ꎬ多种单一的行动者因素也可能与刺激物、外
在情境一起产生复合影响ꎬ行动者作为内因对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参与影响最大ꎬ属于终极

因素ꎮ 这表明ꎬ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的

因素中ꎬ除了内外因之别ꎬ还存在着作用力的层

次递进结构ꎮ

也就是说ꎬ在一个公共阅读发生的行为链

中ꎬ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环境

所形成的外在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ꎬ以及农村

社会场域中公共阅读的实践存在时态ꎬ构成影

响农村居民是否前往参与的外部因素ꎮ 在外在

情境下ꎬ阅读资源和活动及相应的传播刺激又

构成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的必要条件ꎬ因为

公共阅读不同于私人阅读ꎬ需要有特定的公共

阅读空间和公共阅读资源才能发生ꎮ 最后ꎬ影
响农村居民是否发生公共阅读行为的终极原因

在于行动者个体ꎬ在得到外部情境支持ꎬ又知晓

农村公共阅读空间时ꎬ行动者个体的阅读能力

强弱、认知和努力程度构成公共阅读行为最终

能否发生的根本性决定要素(见图 １)ꎮ 因此ꎬ在
当前农村公共阅读环境下ꎬ虽然外在情境和刺

激物层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ꎬ但要更加注重

来自农村居民自身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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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行为产生的内外因及层级递进结构

４ ２　 建议

４ ２ １　 激发和增强内生需求ꎬ完善农村公共阅

读行动者的主体性建构

内生需求是由行动者自身因素所引起的需

求ꎮ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内生需求来自于他们

自身ꎬ而不是受外在情境或刺激物影响而产生

的ꎮ 调研数据和访谈发现ꎬ农村居民公共阅读

参与者的主要内生需求是:获得信息、了解时事

(４ ０９ 分)ꎬ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４ ０２ 分)ꎬ休闲

娱乐(３ ８１ 分)ꎬ打发时间( ３ ７１ 分)ꎬ解决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３ ５６ 分)ꎮ 这些内生

需求得分均高于外生需求ꎬ即社会交往( ３ ３８

分)ꎬ陪同他人 ( ３ ２２ 分)ꎬ其他人带动 ( ３ ４８
分)ꎬ村委会宣传( ３ ４９ 分)ꎮ 结合前文对未参

与公共阅读的居民在阅读能力、阅读认知和阅

读努力方面的结论ꎬ我们认为ꎬ应对公共阅读现

有参与者的内生需求进行强化ꎬ对未参加者的

内生需求进行激发和唤醒ꎬ完善农村居民公共

阅读的主体性建构ꎮ
提升农村居民内生需求的首要条件是加强

文化资本的积累ꎬ尤其是提升识字水平和受教

育水平ꎮ 识字和扫盲不仅仅是一套解码和编码

技能ꎬ它更是一种社会实践ꎬ嵌入在权力关系

中ꎬ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３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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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推行了全国范围的扫盲

教育ꎬ并在 １９８６ 年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ꎬ农村

居民的识字水平已经得到较大提高ꎬ但不可否

认的是ꎬ当前农村中老年群体识字困难仍然广

泛存在ꎮ 目前ꎬ我们将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和

扫盲交给了学校教育ꎬ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阅读

机构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职能ꎬ但社区和农村图

书馆在识字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上具有的内在

良好性[３２] 已经得到证明ꎮ 所以ꎬ在继续保障青

少年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ꎬ应将农村公共阅读

场所作为提升农村成年居民识字和文化教育水

平的重要补充ꎬ在农家书屋等场所开展一些识

字教育和文化知识普及活动ꎮ
文化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参与农村公共阅读

的能力基础ꎬ更进一步的技术策略是要将这些

能力基础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ꎬ接续行为便

是要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阅读重要性的认知ꎬ
增加接触和使用经验ꎬ养成公共阅读习惯ꎮ 党

和政府、学校、村委会、阅读机构等要贴近农村

实际ꎬ采取观念教育和榜样引领相结合的方式ꎬ
让农村居民切实认识到公共阅读对于个人和家

庭文化水平提高、知识资本和经济资本增长等

的价值ꎬ提高阅读认知水平ꎮ 公共阅读的供给

主体应开展多种阅读活动ꎬ将农村居民需求最

多的农业科技、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等阅读资源

通过讲座、知识交流、讲演等方式进行传播ꎬ让
阅读文化活动挤入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ꎬ让阅

读逐步渗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ꎬ让农村

居民从自己最需要的阅读内容中有更多的获得

感ꎬ形成阅读经验的积累ꎬ增强对阅读及阅读活

动的认同度ꎮ 同时ꎬ供给主体还要加强对农村

居民阅读方式和阅读能力的指导ꎬ让他们知道

读什么内容的书ꎬ用什么方式读书ꎬ怎样将阅读

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ꎬ以此激发他们阅读的

兴趣和需求ꎮ
４ ２ ２　 探索刺激物的合作生产模式ꎬ优化公共

阅读资源配置ꎬ创新有效刺激手段

受行业部门体制影响ꎬ当前农村场域中的

农家书屋、农村文化室、乡村图书馆等公共阅读

场所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公共文化部门ꎬ导致农

村公共阅读资源分散与无序ꎬ而农家书屋等文

化惠民工程实行的“自上而下”“格式化”配给的

“项目制”供给模式ꎬ也引发了农村公共阅读资

源普遍性的供需错位、供不对需ꎮ 加之农村基

层管理服务重心的偏移和宣传动员不足ꎬ导致

农村居民并没有受到有效的公共阅读刺激ꎮ 所

以ꎬ服务计划和管理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ꎬ需要

将合作生产作为一种整合机制和对资源动员的

激励[３３] ꎮ 当前ꎬ合作生产已经从政府专业人士

和公民个人两个方面的合作拓展至政府、公共

机构、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和公民等多方主体

的网络化合作层面[３４] ꎮ 因此ꎬ建议借鉴合作生

产理论ꎬ以公共阅读刺激物和刺激手段为中心

建立纵向和横向的合作生产机制ꎬ优化资源配

置并创新刺激手段ꎮ
在刺激物配置优化过程中ꎬ要在横向层面

进行基层统筹ꎬ将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的阅读资

源进行有效统合ꎬ加强农家书屋与县级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乡镇综合文化站之间的联合互动

和资源共享ꎬ鼓励农村个人阅读爱好者、私人图

书室等加入到资源生产过程中ꎬ建立基层公共

阅读资源生产的合作机制ꎮ 在纵向层面ꎬ要建

立各层级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合作生产机

制ꎬ以农民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自下而

上”的需求侧增量资源配置ꎬ提高阅读资源的适

配性ꎮ 如中央层面建立农村群众阅读需求征集

信息平台ꎬ地方政府层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

研和线上征集等方式建立和完善群众需求征集

机制ꎬ而农村村委会等组织要发挥联系农民、宣
传和直接动员的作用ꎬ农村居民则要在信息平

台、政府需求征集和村委会调查中积极主动地

反映自身的公共阅读需求和意见ꎮ
除了合作生产外ꎬ还要加强各主体之间的

合作治理ꎬ尤其是加强农村阅读推广的宣传和

服务管理水平ꎮ 当前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机构

的知晓度不足五成ꎬ说明有效传播不足ꎮ 因此ꎬ
需要改变当前农村阅读推广中重资源配置建

设、轻运营管理和监督指导的现状ꎬ加强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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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共阅读推广的宣传力度ꎬ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等

大众媒体ꎬ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等新兴媒体ꎬ以及

农村宣传栏、广播等传统手段ꎬ建立综合性的传

播刺激体系ꎮ 同时ꎬ还应通过建章立制和规范

实施ꎬ建立政府、公共文化机构、第三方评价机

构、媒体、公众合作的监督机制ꎬ推进监管工作

制度化、常态化ꎬ促进农村公共阅读机构管理和

服务水平的提升ꎮ
４ ２ ３　 改善外在情境ꎬ形塑良好的公共阅读文

化氛围

农村公共阅读的外在情境是一个相对稳定

且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ꎬ政策设计者

应采用培养良好公共阅读文化氛围的长期策

略ꎮ 阅读文化是将阅读作为一项常规活动来

参与ꎬ是一种态度的养成和技能的掌握ꎬ使阅

读成为一种愉快、定期和持续的活动[３５] ꎮ 阅读

文化氛围的形成需要通过有效且长期的政策

设计ꎬ并结合农村当地的倡议有计划有目的地

推进ꎮ 其一ꎬ基层政府和图书馆、农家书屋等

公共文化机构要定期常态性地组织阅读活动ꎬ
提供丰富多彩的阅读内容和服务ꎬ让农村居民

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接触公共阅读ꎬ营造良

好的阅读参与氛围ꎮ 其二ꎬ地方精英群体和乡

贤群体等意见领袖要发挥带动作用ꎬ形成集体

行动的认同逻辑ꎬ进而形成一种默契的、非正

式的行为守则ꎬ并包含着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

和促进的阅读氛围[３６] ꎮ 其三ꎬ公共阅读机构与

农村老年协会、宗族协会、乡镇和农村中小学

等农村社会组织展开合作ꎬ举办多种读书交流

会、亲子读书活动等ꎬ促进农村老年群体、阅读

困难群体、青少年群体等积极参与ꎮ 其四ꎬ公

共阅读机构要积极面对其他文体活动的竞争

和挤压ꎬ利用公共阅读的物理空间、活动方式

和组织体系ꎬ促进阅读空间和农村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农村文化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其他文化爱好者协会或者组织等进行有机

融合ꎬ促进农村公共阅读空间与其他公共文化

空间的共建共享ꎮ

５　 结语

进入新时代ꎬ农村居民的公共阅读行为对

于个人或家庭美好生活需要ꎬ对于乡村振兴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价值

已毋庸置疑ꎮ 但在面对长期以来农村存在的阅

读难题时ꎬ我们的归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ꎬ
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其主要归因于资源

配置问题ꎬ并在不断改善农村阅读资源配置的

同时ꎬ引发了部分性的投入冗余、资源浪费等新

问题ꎮ 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证明ꎬ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后ꎬ
传统的供给侧单侧行动策略已呈现出了边际效

益递减趋势[３７] ꎬ农村公共阅读参与度低的境况

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ꎮ 结合既往研究结论

和本文的研究分析发现ꎬ影响农村居民公共阅

读低度参与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ꎬ原因之间

也有着内外之别和层次递进关系ꎮ 要想解决农

村公共阅读的困境ꎬ不能再继续强化传统的“增

钱加人”的供给侧投入方式ꎬ而应从需求侧的农

村居民、供给侧的公共阅读刺激物和外在情境

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协同推进ꎮ 其

中ꎬ激发和强化农村居民公共阅读的内在需求ꎬ
形成农村居民公共阅读参与的内生动力尤为

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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