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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可读性内涵刍议
$

%李蕾!聂希安#"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重庆!"""#"#

摘#要"可读性是文学作品应有的属性之一!其内涵的确定受文本"读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

约而呈多元化趋势#

关键词"可读性$文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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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读性内涵的两种流行看法

&一’可读性即通俗化

有人认为!"可 读 性#是 个 新 名 词!产 生 于 中 国 大 陆 实

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后!文学具有商品属性的背景 之

下!但可读性实质上是自晚清以来的通俗化在新的时代 条

件下换了一种说法$因为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和通 俗 化 作

品一样!必须 面 向 市 民 大 众%注 重 畅 销 效 应%迁 就 传 统 趣

味$那些不通俗的%个性化的思想和艺术的探索之 作 往 往

没有读者$

认为可读 性 实 质 上 就 是 通 俗 化!这 种 看 法 有 其 合 理

性!也有片面之 处$从 现 实 的 文 学 阅 读 实 践 来 看!在 读 者

大众文化素 养 普 遍 不 高 的 前 提 下!通 俗 易 懂 的 作 品 更 畅

销%更受欢迎%更可 读!从 这 点 事 实 来 看!可 读 性 确 实 就 是

通俗化$但可读性 内 涵 又 不 止 于 通 俗 化!它 还 包 含"有 品

味#之意$按照国际惯例!衡量世界文学名著的 标 准!其 中

一条就是有人持续不断地阅读!世界经典名著和通俗畅 销

书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可读性$从文学史上看!世界 文 学 名

著并非都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可读性并非都是由 文

学的商品属性带来的!而是由文学的交流对话本质和人 学

本质决定的$因此!"可读性#这个新名词的内涵不 止 于 通

俗化$

&二’可读性即可理解性

持这种观点的人 认 为!只 有 让 读 者 看 得 懂!可 理 解 的

作品才有可读 性!否 则 就 不 具 可 读 性$比 如!在 上 世 纪 八

十年代后期!强调 颠 覆 既 有 一 切 文 学 经 验!否 定 读 者 传 统

阅读期待!实行 语 言 和 形 式"历 险#的 先 锋 派 文 学!令 读 者

数量锐减!人们 纷 纷 发 出"看 不 懂#的 抱 怨!文 学 从 文 化 中

心的位置迅速边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 不

可理解不可读$

持可读性即可 理 解 性 观 点 的 人 抓 住 了 可 读 性 内 涵 的

基本方面$可读性首先是指可理解性!可理解性是 实 现 可

读性的起码条件$但可理解性只是一个中性词!而 可 读 性

作为对作品价值的肯定!它更有褒扬的含义$可读 性 肯 定

作品正面的%积极的%引人向上的价值!作品具有的 这 些 价

值!不仅根源于作 品 的 可 理 解 性!更 来 自 于 作 品 的 思 想 境

界和艺术感染 力$可 读 性 是 对 作 品 整 体 价 值 的 综 合 肯 定

和赞美$

##二%可读性内涵的确定

&一’可读性内涵之我见

我们认为!可读 性 表 示 的 是 一 个 关 系 范 畴!它 表 示 出

文本和读者的关系$

文本和读 者 是 构 成 可 读 性 的 必 不 可 少 的 两 个 要 素$

文本缺乏吸引力!谈不上可读性!没有读者的阅读 参 予!也

谈不上可读性$可读性既是文本自身具有的让人 能 够 读%

愿意读%喜欢读的 质 素!又 是 读 者 对 文 本 自 身 质 素 的 价 值

判断$站在文本立场看!可读性体现在作品 的 题 材%主 题%

语言%表现技巧等方面&站在读者立场看!可读性是 指 读 者

在阅读中体验到的文本对自己吸引力的大小!表现在读 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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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期待的满足 程 度%精 神 状 态 受 到 影 响 的 程 度%审 美 视

界获得提高的程度等方面$

从根本上 讲!可 读 性 是 文 学 作 品 应 该 具 有 的 属 性 之

一$它强调作品应该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 艺 术 魅 力$可

读性是在一定 的 文 化 背 景 下 依 一 定 的 读 者 群 而 言 的$随

着时代的变迁!文 本 和 读 者 关 系 的 变 化!可 读 性 内 涵 也 会

发生变化$因此!可 读 性 的 内 涵 是 多 样 化 的!不 可 能 用 几

句话具体地框死!它受制于文本%读者%文本和读者 的 关 系

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但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其可 读 性 的

有无及大小又是可以说清楚的$换言之!可读性即 文 本 主

体和接受主体在 对 话 交 流 过 程 中 实 现 的 客 观 存 在 的 正 面

效应和价值$

&二’影响可读性内涵确定的四因素

D7可读性内涵的确定是依据一定的读者群而

言的

物以类聚!人以 群 分$在 文 学 阅 读 活 动 中!不 同 的 人

群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阅读感受并不一样$比如 同 样 读

(红楼梦)!鲁 迅 先 生 曾 说!"单 是 命 意!就 因 读 者 的 眼 光 而

有种种*经学家 看 见(易)!道 学 家 看 见 淫!才 子 看 见 缠 绵!

革命家看见排 满!流 言 家 看 见 宫 闱 秘 事++#这 其 中 就 有

一个读者的艺 术 趣 味 问 题$艺 术 趣 味 作 为 人 们 阅 读 接 受

活动中的心 理 定 向!是 以 情 感 定 向 为 中 心 的 多 层 次 的 组

合$北师大童庆 炳 教 授 提 出 一 个 理 论 假 设*"艺 术 趣 味 是

以情感定向为核心的包括审美感知%审美心境%审 美 理 想%

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的完整的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社会 心 理 等 因 素

都具有集团性!以这些集团性的因素作为支撑物的艺术 趣

味必然形成群体艺术趣味$童教授进一步指出!群 体 艺 术

趣味是社会某一时期!某 一 阶 级%阶 层%集 团 公 享 的 趣 味$

法国文论家萨特也认为*"从阅读的角度而言!那些经 历 过

同样事件%彼此提 出 或 回 避 同 样 问 题 的 同 一 时 代%同 一 集

体的人!就具有相 同 的 阅 读 趣 味$#在 文 学 阅 读 中!艺 术 趣

味相同或相似 的 读 者 会 自 发 形 成 某 个 读 者 群$每 一 个 读

者群都有自己 的 群 体 趣 味$各 个 不 同 的 读 者 群 对 同 一 作

品的可读性评价并不一致!原因就在于他们各以自己的 群

体趣味为衡量标准$

从作家创作来看!每位作家也只能满足部分读 者 阅 读

需要$多年来!我们的文论总是强调作家应当为所 有 的 读

者写作!即全体作家为全体人民写作$这个要求从 理 论 上

讲是成立的!但却不能变成文学创作的现实$因为 每 位 作

家都有自身的写 作 局 限!大 多 数 的 作 家!在 写 作 时 都 明 白

自己在写给谁看$"作者是通过对世界的某个方面的 选 择

来确定他的读者 的&反 过 来!作 家 正 是 通 过 对 读 者 的 选 择

来决定他的主题的$因此!所有精神产品本身都包 含 着 它

们所确定的读者 的 形 象$#虽 然 每 一 位 作 家 都 希 望 自 己 的

读者更多一些!但是每一位作家都只能为一部分读者所 接

受$不同作家的读者圈子可能有范围大小之别!层 次 高 低

之分!也可能有交叉和重叠!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写 作 时 是

为了写给"想 象 中 的 全 体 人 民,,,或 是 代 表 全 体 利 益 的

-领导们.!或 是 代 表 全 体 意 见 的-评 论 家 们.!或 是 代 表 全

体耳目的-媒 体 们.,,,于 是 他 们 得 上 了 个 作 家 最 忌 讳 的

病*媚俗$#作家写作 必 然 受 自 身 局 限!作 家 作 品 具 有 定 向

针对性!读者大众 也 不 是 铁 板 一 块!文 本 自 身 局 限 决 定 了

其读者群的大小和层次$

因此!读者一方 面 凭 艺 术 趣 味 自 发 分 群!一 方 面 也 依

文本特点自然分群$可读性内涵受不同的读者群制约$

@7可读性内涵的确定受读者群拥有的文化背

景和文本所处社会的文化特质制约

不同读者群拥有不同艺术趣味!归根到底是由 于 他 们

拥有不同文化 背 景 而 形 成 的$英 国 文 化 人 类 学 家 爱 德 华

’泰勒在DFBD年首次提出"文化#概念*"文 化!或 文 明!就

其广泛的民 族 学 意 义 来 说!是 包 括 全 部 的 知 识%信 仰%艺

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 和 接 受

的任何其他的才 能 和 习 惯 的 复 合 体$#荷 兰 学 者 安 洛 特’

易布斯用一组概 念 为"文 化#定 义*诠 释 框 架%交 流%习 俗$

易布斯认为!单个 人 无 法 形 成 文 化!文 化 是 一 个 人 对 人 群

共有并借以相 互 沟 通 的 知 识 范 型 的 认 可$文 化 提 供 给 人

们一个理解 现 实 的 框 架!文 化 具 有 认 识%交 流%合 作 的 功

能$

我国社会学家 费 孝 通 先 生 认 为*"高 度 契 合 不 易 凭 空

得来&只有在相近的教育和人生经验中获得$#相近 的 教 育

和人生经验是 获 得 相 近 文 化 的 根 本 途 径$拥 有 相 近 文 化

背景的人群之间交流与合作才比较容易$

"可读性#是在文本和读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实 现 的!

因此!读者阅读至关重要$美国当代文论 家 加 州 大 学 的H
’施瓦布教授吸取了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用

"文学移情#这一概念来解释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过 程$

他认为!文学阅 读 是 一 种 负 载 沉 重 的"文 学 移 情#!并 在 修

正伊瑟尔的读者 反 应 理 论 和 伽 达 默 尔 对 话 解 释 学 的 基 础

上!提出了阅读即文化交往的理论$拥有相近文化 背 景 的

人一般处于 同 一 读 者 群!面 对 同 一 作 品!他 们 的"文 学 移

情#趋于一致$每个读者群拥有自己喜爱的一位或多 位 作

家!拥有自己喜爱 的 文 体 和 语 言 风 格!原 因 就 在 于 每 个 读

者群和他们 喜 爱 的 作 家 作 品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容 易 进 行!

"文学移情#易于实现$

不同时代%阶级%阶层%民族在不同时期都 有 自 己 的 文

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也制约着文学阅读作为文化交流 的

具体内容$比如!中 国 当 代 文 学 作 品 的 可 读 性!必 然 受 我

国社会主义初 级 阶 段 文 化 特 质 的 制 约$该 阶 段 的 文 化 特

质!学者于幼军概括为六大方面*!民族性%时代性 与 世 界

性相统一的文化&"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人民大 众

的文化&#弘扬科 学 精 神 与 倡 导 人 文 精 神 相 统 一 的 文 化&

$初级形态的社 会 主 义 文 化&%适 应 并 引 导%促 进 社 会 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 文

化$受此文化特质制约!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读性内 涵 必 然

包括*当代文学作 品 既 要 体 现 我 国 现 阶 段 的 基 本 国 情!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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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浓郁的民 族 特 色!又 能 顺 应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方 向 和 潮

流&既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又能满足人民群众 多 方 面%

多层次的需要&既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 律

和要求!又引导%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 与 现

代化进程相 适 应$总 之!邓 小 平 提 出 的"人 民 拥 护 不 拥

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 答 应 不

答应#既是 衡 量%判 断 文 化 成 果 优 劣 的 根 本 标 准!也 是 衡

量%判断当代文学可读性的标准$

G7可读性内涵的确定必须依据文本

文本可读性来 自 自 身 魅 力$文 本 自 身 内 涵 越 丰 富 越

有魅力越具可 读 性$"文 学 本 文!就 是 一 个 由 言 辞 话 语 构

成的-多层多角的空间.!一种犹如色彩奔腾%恢宏 无 比%声

部繁多%配器复 杂 的 交 响 乐 似 的-格 式 塔.$在 作 品 中!一

个词就是一个心 理 意 象!一 句 话%一 段 话 语 就 是 一 个 意 象

群!一个文本就是 一 个 生 意 盎 然%充 满 神 韵 和 艺 术 张 力 的

文学语言场$#正是 文 学 文 本 的 这 种 语 言 场 勾 起 了 读 者 的

多样化想象和创造性解读$

美国文论家苏珊’朗格认为!一件艺术品可以 呈 现 世

界的无限形式 及 无 限 多 变 的 感 性 生 活!"那 些 真 实 的 生 命

感受!那些互相交 织 和 不 时 地 改 变 其 强 弱 程 度 的 张 力!那

些一会儿流动!一会儿凝固的东西!那些时而爆发!时 而 消

失的欲望!那些有节奏的自我连续#!都是使作品可读 的 东

西$

与苏珊’朗格 认 为 文 学 作 品 是 情 感 的 表 现 形 式 因 而

具有可读性的观点不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文学作 品

的可读性在于其语言的文学性!即文学语言能赋予日常 生

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以"陌生化#效果!能带给读者新鲜 刺

激感从而吸引读者$

英伽登采用胡 塞 尔 现 象 学 分 析 法 分 析 文 学 作 品$他

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四层面结构!其中由意义单元层面 直

接生成的图式化 外 观 层 和 意 向 性 状 态 中 的 客 体 世 界 层 包

含着许多空白和 不 确 定 点!需 待 读 者 给 以 补 充 和 具 体 化$

空白与不确定性是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文学作品因此 需

要读者加以最后完形$

一方面!可 读 性 内 涵 的 确 定 必 须 依 靠 文 本$另 一 方

面!对一部作品来说!作品中意象%情感%语言%结 构 等 因 素

所具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正是其可读性 所

在$不同文本存在着受欢迎程度的差别!那些受大 多 数 有

见识的读者一致称赞的作品!那些立得住%叫得响%传 得 开

的作品!一定有超越于同类作品的丰富内涵$优秀 作 品 的

可读性更是来自于文本自身的魅力$

!7可读性内涵随文本和读者关系的变化而变

化

可读性原本就 是 表 示 文 本 和 读 者 的 关 系 范 畴 的$文

本和读者关系有多种!但文本和读者的主流关系很大程 度

上由社会性质 所 决 定$社 会 根 本 性 质 的 变 化 必 然 引 起 文

本和读者主流关系的变迁$在社会发展史上!先后 出 现 过

封建社会%资本 主 义 社 会 和 社 会 主 义 社 会$相 应 地!在 文

学史上也形成过三种典型的文本和读者关系*教科书与 被

教化者的关系&艺 术 品 与 欣 赏 者 的 关 系&产 品 与 消 费 者 的

关系$

教科书与被教化者的关系!以中国封建社会源 远 流 长

的"文以载道#说为代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 学 作

品被当作是宣扬 封 建 统 治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和 伦 理 道 德 的 观

念的工具!作品是否可读首先看其能否实现封建政治伦 理

道德教化功能$与此同时!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大 力 强 调

文学的人民性%审美性!但这种呼声不成主流!只是 可 读 性

内涵的次要内容$

艺术品与欣赏者的关系!以早期资本主义社会 中 出 现

的唯美主义%形 式 主 义 为 典 型 代 表$在 唯 美 主 义%形 式 主

义者看来!艺术品的内容可以是现实社会政治%经 济%文 化

状况的折射!但 艺 术 品 本 身 是 超 现 实 功 利 的 纯 审 美 品/此

观点以康德在(判断力 批 判)中 所 谈 的 美 的 本 质 观 为 典 型

代表0$艺术品美 在 形 式 本 身!艺 术 形 式 本 身 蕴 含 着 无 限

丰富的审美意味!是读者欣赏的对象和目的$可读 性 的 内

涵即由欣赏者在领悟艺术品的形式意味中获得$

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 后 工

业社会中的文 化 生 产 为 典 型 代 表$当 代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社

会是一个以消费 为 主 导 的!由 大 众 传 媒 支 配 的!多 元 文 化

话语构成的!富于实用精神的社会$这个社会文化 产 品 的

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又因读者大 众

是文化市场 消 费 的 主 体!因 此 大 规 模 的 文 化 复 制 不 可 避

免!霍克海默等人称之为文化工业$资本主义的文 化 工 业

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虽然同时也推动了文化消费的 世

俗化%平民化%大众化$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 社 会!凡 是 文

化消费市场需要的文学产品都可以生产!"可读性#的内 涵

因此演变得十分宽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现状决定 了 在 文

学领域!文本和读 者 同 时 并 存 上 述 三 种 关 系!其 中 又 以 产

品和消费者关 系 占 主 导 地 位$由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国 家 性

质所决定!这种产 品 与 消 费 者 的 关 系 必 须 是 健 康 的%正 面

的%积极的!于广大消费者是有益无害的!其最终目 的 是 为

了满足人民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文 化 消 费 的 需 要$以 科 学 的

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 塑 造 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正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产品与消费 者

关系的理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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