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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
，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革 。 机器印书

  

的普及 ，促使图书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书籍数量和门类都远远超过 了以往的任何时代 。 在技术变革和社会思

  

潮的双重影响下 ， 中国阅读史迎来了第三次转型时期 。 人们的阅读范围不断扩 大 ， 阅读的普及率迅速提高，

  

通俗阅读蔚然成风 ，也对传统经典的定义进行了新的诠释 。 参考文献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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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唐代中期印刷术发明以来 ， 以木刻版印为特

  

征的中国传统出版业 ， 长期保持着稳定而缓慢的发

  

展速度。 其间虽有毕舁发明活字印刷术 ，但活字印

  

书的应用范围一直十分有限 ， 并未打破古代出版业

  

的原有格局 。 然而 ，传统出版业缓慢发展的局面 ，却

  

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 ， 被无情地打破

  

了 。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介入 ， 中国的雕版印书业

  

也许还会沿着原来的路线继续缓步前进 。 然而 ，晚

  

清以来 ，列强坚船利炮的刺激 ， 以及西风东渐的影

  

响 ，使得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 。 不管是被

  

动接受 ，还是主动学习 ，西方文明以一种近乎强横的

  

姿态 ，强势地浸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人

  

们的价值观在重组 ，对传统经典的认识也在经受考

  

验 。 中国出版业处于这样一个变革时代 ，也不可避

  

免地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前行 。 伴随着西方先进出版

  

技术 ，特别是铅字印刷术的传人 ，我国的出版业发生

  

了革命性的变化 。 机器印刷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

  

刷术 ，成为了图书生产的主要方式 。

      

技术变革 ，特别是由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文本变

  

迁 ，对阅读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自文字发明以来 ，

  

以纸简替代 、雕版印刷术发明为标志 ，我国古代阅读

  

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时期 。 机器印刷术在我

  

国的普及 ，开启了第三次阅读转型的序幕。 而这次

  

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 卜，都远

  

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

 

 2 机器印书时代的阅读特征

      

随着机器印刷术的普遍应用 ， 图书出版更加快

  

捷 ，报纸杂志等一些大众读物也不断增多 ，这对传统

  

阅读带来了很大冲击。 由于西学引进与新式教育的

  

开展 ，阅读的内容也变得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 从

  

阅读的形式上看 ，过去强调高声朗诵 、熟读成诵 ，而

  

此时大多数人只是默读 、 泛泛浏览。 在经典阅读方

  

面 ，展现 r 从艰深到浅显 ，从文言到白话 ， 从原本到

  

节本 ，从专集到选本的特征 ，呈现了大众化和通俗化

  

的发展趋势 。

 

 2.1

  

机器印书时代的图书出版

      

中文铅印技术 ，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发明的。

 

 19世纪中叶 ， 出于传教的需要 ，西方传教 士在中国

  

沿海地区开设了一些出版机构 ， 印制宗教书籍。 为

  

了提高印刷效率 ，传教士们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术带

  

到了 中国 ， 并成功地应用 和发展 了中文铅印技

  

术
㈡ 1

。 其后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 铅印技术很快

  

被官书局吸收 ， 中国本土的出版机构也迅速地超越

  

了教会 ，成为出版业的中坚力量 。 特别是 20 世纪初

  

以后 ， 民营出版社发展迅速 ，上海成为了亚洲的出版

  

中心 ， 出版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届一指的。 据

  

《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 ， 191 】年至 1949 年 9 月间 ，

  

在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有 124  000余种
[2 】

。 如果做

  

一个横向比较 ，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

  

书》，收录的图书也只有3  461种 ，加上6  793种存目，

  

总数不过一万余种
”

。 当然 ，《四库全书》并不能完

  

全反映中国古代典籍的总量 。 但是 ， 中国传统的雕

  

版印刷业 ，在效率上远远不如机器印刷 ，是不争的事

  

实。 正是因为印刷效率的翻倍提高 ， 自晚清至民国

  

时期 ，我国书籍的出版总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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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百年的时间里 ，积累的书籍和知识总量 ，超过了以

  

往所有朝代的总和 。 这对阅读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

  

全新的体验 。

      

除了数量上的激增 ，和出版速率的加快 ， 民国时

  

期出版业还有几个突出的特征 。 第一
，是报刊杂志

  

的大量涌现 。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 目录(  1833~

 

 1949)》统计 ，

一百余年间 ，我国出版的中文期刊约 2

  

万余种
‘4I

。 另外还有报纸 1 万 3 千余种
[5_

。 与图书

  

出版相比 ，报刊杂志的时效性更高。 而且报刊的主

  

要受众是普通民众 ，因此在娱乐性和可读性方面 ，较

  

图书有更高的要求 。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 ， 《新青

  

年》、《新潮》、《晨报》及其副刊等许多报刊杂志 ，还

  

起到了引领舆论导向 ，启发青年学生的作用 。 可以

  

说 ，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 ，凭借其时效性高的优势 ，

  

成为了各派势力争夺民众支持的主要阵地 。 而一些

  

著名的报刊 ，又反过来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 ，主导了

  

社会思潮和人们的阅读风尚。 此外 ， 民国时期还涌

  

现了大量通俗杂志 ，其中有的以生活 、娱乐信息为号

  

召 ，著名者如《申报》、《良友》等；有的面向特定阅读

  

群体 ，如以女性为目标客户的《妇女杂志》等。 正是

  

这些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的报刊杂志 ，培养了人们通

  

俗阅读的习惯 ， 也加快了阅读由精英走向大众的

  

步伐 。

      

第二 ，丛书的出版 。 有学者据《中国丛书综录》

  

和《补正》， 以及《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做出过统

  

计，民国时期出版的丛书约有6  400余种
阳 1

。 丛书数

  

量的激增 ， 与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迅速发展有密

  

切的关系。 对于阅读者来说 ，丛书带来的最大好处 ，

  

是原本稀有难见的珍本 、秘本 ，化身千万 ，能够被普

  

通的读者所拥有和阅读。 此外 ，

一套丛书类聚了同

  

类型的多种书籍 ，免去了人们寻觅资料之苦，这对读

  

者 ，特别是研究人员来说 ，意义重大 。 丛书的出版 ，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

      

第三 ，教科书的出版 。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开启以后 ，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教育对象从精英向

  

大众过渡 。 民国时期 ，各种教材 ，特别是中小学教材

  

的出版十分繁荣 。 据统计 ，在民国 38 年里 ，共有 90

  

余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 ，参与到了各种类型

  

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活动中来
"2

。 学校教育是人们

  

阅读习惯养成的重要平台 ，各种内容丰富 ， 门类齐全

  

的教材 ，起到了激发阅读兴趣 ，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

  

作用 。

 

 2.2

  

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阅读转型

      

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 ，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为骨架 ， 以儒家经典为躯干搭建起来的。 早期书少

  

价昂 ，知识分子能够看到的书籍有限 ，而随着技术条

  

件的进步和知识总量的累积 ，越到后来的朝代 ，人们

  

所能拥有的书籍就越多 ， 阅读方法也发生了从精到

  

博的转变 。 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就曾对这一现象进行

  

了总结 ：

      

大抵古人多贵精 ，后人多尚博。 世益古则其取

  

舍益慎 ，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
……后人之学远非

  

古人之所可及 。 古人所见者经而 已 ，其次乃有传记 ，

  

且犹不敢深信 。 后人则 自诸子百家 、 汉唐小说 、 演义

  

传奇 ，无所不 览。 自《庄》、 《列》、 《管》、 《韩》、 《吕

  

览》、《说苑》诸书 出 ， 而 经之漏 者多矣 ；自三 国 、 隋

  

唐 、 东西 汉 、 晋演义及传奇小说 出 ， 而 史之漏 者亦

  

多矣
‘8]

。

      

但是 ，在 1840 年以前 ，不管读书人的阅读范围

  

如何扩展 ，仍然局限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科体

  

系中。 鸦片战争后 ，西方社会思潮迅速涌人中国。

  

有学者统计 ，洋务运动期间 ，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

  

版的泽书就达 160 种之多
。9]

。 对于当时具有社会良

  

知的知识分子来说 ，寻求一条救国的道路是迫在眉

  

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节

  

节败退 ，人们自然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传统

  

文化 ，转而向西方学习 ，期望寻求到一条自强 自新之

  

路。 不管是清末的洋务运动 ，还是民国初年的新文

  

化运动 ，主流的声音都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 于

  

是 ，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规范中国学问 ，建立中国的近

  

代学科体系 ，成为了几代学者持之不懈的追求。 而

  

近代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
， 就是对传统四部分

  

类法的突破 ， 以及新的分类体系的建立 。 我们仍以

  

《民国时期总书 目》为例 ，该书按照学科分为 20 卷

  

出版 ，每卷的类别和收书数量如下表所示 ：

      

表 1

  

《民国时期总书目》分类收书数量表

  ┏━━━━━━━━━┳━━━━━━┳━━━━━━━━━━┳━━━━━━┓  ┃    

类别

          ┃

数量（种）

  ┃    

类别

            ┃

数量（种）

  ┃  ┣━━━━━━━━━╋━━━━━━╋━━━━━━━━━━╋━━━━━━┫  ┃  

哲学 、心理学

    ┃ 

 3 450

     ┃    

中小学教材

      ┃   

 4  055

   ┃  ┣━━━━━━━━━╋━━━━━━╋━━━━━━━━━━╋━━━━━━┫  ┃    

宗教

          ┃   

 4  617

   ┃    

语舂
‘

文字

      ┃   

 3  861

   ┃  ┣━━━━━━━━━╋━━━━━━╋━━━━━━━━━━╋━━━━━━┫  ┃    

社会科学总类

  ┃   

 3 526

   ┃    

中国文学

        ┃   

 16 619

  ┃  ┣━━━━━━━━━╋━━━━━━╋━━━━━━━━━━╋━━━━━━┫  ┃    

政治

          ┃   

 14  697

  ┃    

世界 炙学

        ┃   

 4 404

   ┃  ┣━━━━━━━━━╋━━━━━━╋━━━━━━━━━━╋━━━━━━┫  ┃    

法律

          ┃   

 4  368

   ┃    

历史地理

        ┃   

 11 029

  ┃  ┣━━━━━━━━━╋━━━━━━╋━━━━━━━━━━╋━━━━━━┫  ┃    

军事

          ┃   

 5 563

   ┃    

自然科学

        ┃   

 3 865

   ┃  ┣━━━━━━━━━╋━━━━━━╋━━━━━━━━━━╋━━━━━━┫  ┃    

经济

          ┃   

 16 034

  ┃    

医药 j!生

        ┃   

 3 863

   ┃  ┣━━━━━━━━━╋━━━━━━╋━━━━━━━━━━╋━━━━━━┫  ┃    

文化科学

      ┃   

 1 585

   ┃    

农业科学

        ┃   

 2 455

   ┃  ┣━━━━━━━━━╋━━━━━━╋━━━━━━━━━━╋━━━━━━┫  ┃    

艺术

          ┃   

 2  825

   ┃

工业技术 、交通运输

  ┃   

 3 480

   ┃  ┣━━━━━━━━━╋━━━━━━╋━━━━━━━━━━╋━━━━━━┫  ┃    

教育、体育

    ┃   

 10 269

  ┃    

综合性图书

      ┃   

 3 4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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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学科分类和收书数量可以看到 ， 民国

  

时期 ，我国的学科体系建设基本上照搬了西方的模

  

式 。 对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来说 ，新学科的建立 ， 以

  

及社会发展对于知识结构的要求 ，都要求人们自觉

  

或被动地更新自己的阅读体系 ，拓展阅读范围。 如

  

果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阅渎体系进行比较 ，我们会发

  

现民国时期 ，人们的阅读行为有丽个新的特征 ，其一

  

是 自然科学知识所 r叶比重上升 ， 其二是人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 ，尤其是 {t传统经典阅读的重新认识 。

 

 2.3

  

经典阅读的重新定义

     

 20世纪初 ，针对传统经典是否还具有生命力 ，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持激进态度者 ，甚至从根

  

本上否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 要求彻底废除孔教 。

  

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 文字学家钱玄同就曾提出 ：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 ， 则非拼音而 为象形 文字之

  

末流 ， 不便于识 ， 不便于写 ；论其字义 ， 则意义含糊 ，

  

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 日学问上之应用 ，则新理新

  

事新物之名词 ，

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 史 ， 则千分

  

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 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

  

此种文字 ，断断不 能适用 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 我

  

再大胆宣言道 ：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

  

世纪文明之民族 ， 必 以废孔学， 灭道教为根本之解

  

决 ， 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 尤为根本

  

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事实上 ，发出这样激烈的声音 ，与当时知识分子

  

希望尽快寻找到中国独立 自强之路的迫切心情密切

  

相关 ，是时代的产物。 而当讨论更加深入 ，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时 ， 中西并重成为了学界的

  

共识 。 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很具有代

  

表性 ：

      

其真能于思想上 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 ， 必须一

  

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

一方面不 忘本来民族之

  

地位 。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 ， 乃道教之真精

  

神 ，新儒家之旧途径 ，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

  

接触史之所昭 示者也 o…
。

      

可见 ，在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比较中， 中国的

  

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 。 中国的传统经典 ，历经岁

  

月洗礼流传至今 ，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精神 。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 ，如果完全不了解本民族的思

  

想传承 ，必然会在认识世界的能力上有所缺陷。 当

  

然 ，虽然说传统经典在新时期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

  

是 ，经历了西方观念重塑的中国人 ，在对经典的认识

  

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人了 。

      

首先是经典范围的扩大 。 中国古代对经典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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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定义 。 唐刘知几《史通 · 叙事》谓之 ：

“

自圣

  

贤述作 ，是日经典 。

” 12
也就是说 ， 只有圣贤的著作

  

才能被称为经典。 因此 ，古代经典的范围很窄 ，基本

  

上只有三代流传下来的作品 ， 以及先秦时期的儒家

  

著作和朱子的部分论著 ，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

  

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典 。 民国以来 ，特别是新文化

  

运动兴起以后 ，儒家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而传统文化

  

中原本不被人重视的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大放异彩 ，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 人们甚至要求将俗文学作品的

  

地位提高到与传统经典平等的位置上来 。 新文化运

  

动的主将胡适在《< 国学季刊 > 发刊宣言》中明确

  

地提出：

      

庙 堂的文学固可 以研究 ，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

  

研究 。 在历 史的眼光里 ，今 日民间小 儿女唱的歌谣 ，

  

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 ；民间流传的 小说 ， 和

  

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 ， 吴敬梓 、 曹露和关汉卿 、 马

  

东篱和杜甫 、 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
……近来颇有人

  

注意戏曲和小说了 ；但他们 的注意仍不 能脱离古董

  

家的 习气。 他们 只 看得起宋人的小说 ， 而 不知道在

  

历 史的眼光里 ，

一本石印小 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

  

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 ，
正如《道藏》

  

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 易》有同等的研究

  

价值 j13]
。

      

无独有偶 ，上世纪 20 年代 ，胡适曾应邀为青年

  

学子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占籍名

  

著 190 种 ，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精简成《实在的最

  

低限度的书目》。 其中没有收录
“

小学
”

方面的书 ，

  

也不选前四史和《资治通鉴》， 反而将《三侠五义》、

  

《九命奇冤》等通俗小说赫然在列 。 梁启超对此颇

  

不以为然 ，还专门撰文提出过批评
㈠4I

。 上引《发刊

  

宣言》， 可以看成是胡适对 自己列出的国学书目的

  

解释 。 在对经典范围的具体定义上 ， 民国时期的学

  

者可能存在着争议 ，但是经典范围的扩大 ，以及通俗

  

文学作品地位的上升 ，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对经典态度的转变 。 在传统文化中，经

  

典具有神圣不 可侵犯的地位 。 孑L子说 ：
“

君子有三

  

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 lis]
对于经典 ， 要

  

保持敬畏的态度 ，不要说对经典提出质疑 ， 即使是一

  

字之改易也是不能接受的。 民国以后 ， 在学术研究

  

中强调科学方法的应用 ，对于一切问题都要
“

大胆

  

假设 ，小心求证
”

，经典和其他史料一样 ，仅被认为

  

是供研究之用的材料 。 顾颉刚领导的
“

古史辨
”

运

  

动 ，就是这种思潮的集中反映 。 这个后来对中国国

  

学研究影响巨大的流派 ，其思想源流 ，就是来自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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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宁可疑古而失之 ，不可信古而失之
” [16]

。 可见 ，

  

虽然民国时期的学人仍然阅读经典 ，研究传统文化 ，

  

但是他们对经典所持的态度已经是全新的了 。 经典

  

不再被供奉在神坛之上 ， 人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来

  

加深对人生的体悟 ，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甚

  

至质疑经典的正确性 。

 

 2.4

  

大众教育与通俗阅读

      

最后 ，我们要谈一谈民国时期大众教育和通俗

  

阅读的问题 。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慈禧太后在多

  

方压力下 ， 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 ，宣布自光绪三十

  

二年( 1906)起 ，废除科举制度 ，开办新式学堂 。 延

  

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 ，就此走向了终点 ， 中

  

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也因此驶上了快车道 。 中国近

  

代史上的教育改革 ，不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传统教育

  

体系自身发展的结果 ，而是更多地源 自于外来文化

  

的刺激 ，特别是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危机感 。 教育

  

改革的整体思路 ，是以国民教育代替精英教育 ，提高

  

全民受教育的程度 ，并在知识结构上 ，重视自然科学

  

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协调发展 。

      

既然要让更多的普通人接受教育 ，学习文化 ， 中

  

国古代的书面用语——文言文的劣势就十分明显

  

了。 文言文极难掌握 ，能顺畅地运用文言文写作 ，在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少数人的专利 。 因此 ，在提倡全

  

民教育的时代 ，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就

  

成了必然的选择 。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就曾以

  

近乎绝决的态度表明了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看

  

法 ：

“

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其是非甚明 ，必不容反

  

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 ，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

  

是 ，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 [17]
虽然后来的学者对

 

 20世纪初期这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臧否不一
，

  

但白话文最终还是取代了文言文 ，成为了人们写作

  

和阅读的主要文体。

      

白话文的使用和大众教育的兴起 ，对阅读所产

  

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 推行白话文 ，进一步提高了通

  

俗文学的地位。 用白话文写作 ，编写教材 ，促进了教

  

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白话文著作 、

  

报刊杂志出现 ，普通人也可十分容易地掌握新知识 ，

  

阅读新作品 ， 丰富了人们的阅读环境 。 但是 ，白话文

  

取代文言文 ，也同样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由于学

  

校教育不再将文言文作为学习的重点 ， 民国以后的

  

不少学者 ，特别是青年人 ，古文阅读能力下降，无法

  

读懂中国的传统经典 ，阅读行为呈现出浅层化 、庸俗

  

化的倾向。

 

 3 结语

      

阅读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 阅读的发展受到

  

载体形态 、文本变迁 ，以及社会思潮等方方面面的影

  

响。 回顾中国古代阅读史可以发现 ，每次技术变革 ，

  

或者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 ，人们的阅读行为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 ，我们将阅读史中的这种现象称为阅读

  

转型 。 每次的阅读转型 ，都是对旧有阅读模式的一

  

次检讨和重组 ，取而代之的新模式 ，既有对旧模式的

  

超越 ，也不免会丢弃一些好的传统 。 正如我们在文

  

中一直试图说明的那样 ，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 ，书籍

  

的数量越来越多 ，人们可以很轻松地拥有大量阅读

  

材料 ，这无疑使得阅读变成一件越来越轻松的事情 ，

  

阅读者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更多的人享受到了阅读

  

的乐趣 。 但是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正是由于获取难

  

度降低 ，而可供选择的读物又太多 ，人们的阅读变得

  

愈发浅层化 。 古代阅读中的一些优良传统 ，如精读 、

  

诵读的习惯 ，在今天已经难觅踪迹 。 正是认识到这

  

一点 ，我们才要进行阅读史的相关研究 。 对历史的

  

回顾 ，归根结底是为了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 我们

  

对历史上的阅读转型时期进行总结 ，就是要宏观的

  

把握阅渎史的发展脉络 ，并为今天的阅读推广活动

  

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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