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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从书籍本身、书

籍的产生、藏书、图书馆等方面对阅读文化展开

了详尽研究，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我国

大陆较早介绍欧美阅读史研究成果的有李长声的

《从音读到默读———近代读者的形成》和《书·读

书·读书史》、王龙的《阅读史研究谈论》、王余

光的《试论阅读史研究》等。美国汉学界和我国

台湾学者中，专注于明到清初书籍出版与阅读情

况研究的有美国学者包筠雅的《为赚钱的印刷

业：11-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和周启

荣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我

国台湾学者王正华的《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

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等。以上

所述实乃中国近百年来研究成果的冰山一角。本

文尝试结合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对近代广东阅

读文化进行研究。古代广东经济、文化发展相对

落后，但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造

就了一批开一代风气之先、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名

人，岭南文化开始引领中国近代文化潮流的发

展，广东阅读文化出现了全新的气象。

1 阅读文化转向的有利条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是欧美思想传入较

早，经济贸易发展快速的地方，新式学堂普遍建

立，新闻出版业繁荣兴盛。在此基础上，广东人

才辈出，促使其阅读文化精彩纷呈。
1.1 优越的区位条件

广东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
非洲和欧洲的最近出海口。汉朝广东徐闻一度是

通往海外的交通要道。明清之际广州的对外贸易

已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佛教、基督

教和异域科学知识大都经广东传入，辐射内地。
东汉建和元年，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

安高世正是经海路到达广州，在广州宣讲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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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佛经，从事佛教宣传活动。明代万历年间，

著名传教士利马窦经海路入广东，造访中国。无

论是佛学东来，还是西学东渐，都因广东独特的

地理优势而成行。近代广东率先对外开放，令商

品贸易、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引起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

革。香港和澳门沦为殖民地，在备受侵略之苦的

同时，借助资本主义使自身得到了发展。广东毗

邻港、澳，占尽经济、思想、文化改革的先机。
鸦片战争后，欧美思想和文化便如洪水般席卷中

国大地，广东则是大坝的决堤口。
1.2 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鸦片战争后，西学逐渐在中国产生全面影

响，国人对欧美事物的态度由抗拒转变为接受，

部分激进人士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广东

“言西学最早”[1]，主因有三个：“一曰人才出众”
“一曰财力雄厚”“一曰地方握要”[2]。近代广东最

早聚集了一批接受欧美思想的人才，欧美的哲

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知识可

顺利通过这个窗口大量传入中国。凭借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人才优势，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岭

南文化迅速崛起。鸦片战争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巨

大的震撼和危机感，上至地方统治者下至黎民百

姓，对欧美文化经历了系列感情蜕变：蔑视鄙

夷———惊恐万分———充满好奇。相应地，欧美文

化在广东人眼里的地位也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

谬论歪邪之说———以夷制夷之用———经国救世之

良方。这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紧随西学东渐，广东阅读

文化开始转型，通向仕途的圣贤之书逐渐被边缘

化，而欧美科学文化则随着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

屈辱战败开始逐渐得到认可。
1.3 开放的民众心态

古代中国涉外传说大多渗透着“中华上邦”
的虚妄与骄狂，如《警世通言》中的《李谪仙醉

草吓蛮书》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上邦”的自大思

想，《三宝太监西洋记》大体上也按照所谓“有中

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

观念来铺展安远抚夷、威慑海外的故事。广东

自古以来都是与外国人来往最多的省份。唐玄

宗时期广州就设立市舶司，是中国最早设立海

外贸易管理机构的城市。宋时中国海商经常由

广州、泉州出发到海外经商，有的在海外流连忘

返，甚至成家立业，而近代海外华侨的足迹更是

遍布天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论》中写到：“广

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

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他们通过各

种方式，将海外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等传播到广东，对广东民众的开放性品格的形

成起到了无形的推动作用。

2 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

王余光认为，“阅读是人类重要的认识活动，

是文化保存和传播的根本途径”，而“阅读文化

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式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

社会意识和环境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

读文化活动”[3]。广东紧扼中国东南出海口，是鸦

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最早在中国传播的地

方，再加上当地开放的民众心态，其阅读文化的

“技术形式和物质形态”已渐趋成熟。清末被誉

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广东

任上因力禁鸦片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名

垂青史。之后一批新广东人在欧美思潮熏陶下，

为拯救民族危亡，分别从教育、经济、政治及文

化层面提出主张，他们的思想汇聚成一股洪流，使

岭南阅读文化脱胎换骨，引导当时的阅读价值观念。
2.1 容闳———中国留学第一人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系统接受西式教育

的知识分子之一，深受基督教思想熏陶，中国封

建文化对其影响微乎其微。在目睹了欧美物质文

明的发展，了解了一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制度之后，他便产生“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的

想法，希望通过兴办“西式教育”来实现救国。
他对我国近代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倡导派出第一批

留美学生，开创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首开中

国大规模直接向西方学习的风潮，加速了中国近

代化进程。在积极推进留学教育的同时，他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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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宣传办学，推广教育。不

仅如此，1874 年容闳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由国

人创办的华文报纸《汇报》，“专以翻刻中外新

闻，逐日传报，以期改良社会之习惯，周悉外人

之风尚，考较商业之良窳，增进国民之智慧”[5]。
《汇报》的创办开拓了民众的阅读视野，帮助国

人了解世界大势。
2.2 郑观应———早期维新改良者

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识洋务的人

才，士大夫从这里开眼看世界。郑观应受林则

徐、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思潮的影

响，格外重视经世致用，针砭时弊，关心时务。
他比容闳更进一步，由开办“西式教育”转为

振兴“经济”，意识到“兴建图书馆”对欧美诸

国起到的国富民强功用。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思想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思想核心在于发展经

济、富强救国。他主张改良变法，强调要以商

业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之兴衰系

于人材”是郑观应教育价值观的基本着眼点，

“商战人才无一非出自教育”[6]。在提倡学校教

育的同时，他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兴办报章杂

志，出版图书，建立了一批报社和图书馆。郑

观应曾如此描绘欧美图书馆的概况：“泰西各国

均有藏书院、博物馆，而美国之书籍尤多，

……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

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

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

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五十九万三千册；德意志，

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

澳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

十七万六千册。”[7]欧美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

深刻认识到发展图书馆事业对于国家富强的重

要性：“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

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8]他将兴建图书馆的

观念与人才培育的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
2.3 张之洞———广雅书局开启图书馆先声

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并不具备

容闳、郑观应等人的维新思想。但丰富的人生经

历和谨遵圣人教诲的旧式知识分子操守，使其具

有极强的忧患意识。虽然张之洞并非广东人，但

他在广东开办的广雅书局却开启了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先声。1887 年，他力主开办广雅书局，这

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广者大也”“雅

者正也”，由此可见他对广雅书局寄予厚望。广

雅书局不负众望，盛极一时，“局中前后东西校书

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与之相匹

配，张之洞在广州开办广雅书院，为此他亲自题

写书院匾额，还制定了书院规章，为国家培育人

才。作为清王朝的维护者，张之洞的政治主见具

有时代局限性，但他留给广州及其后人的广雅书

局和办书馆、开书院的理念却是一笔不可忽视的

精神财富。
2.4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谱新篇

同张之洞一样，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旧式知

识分子。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盛以及清廷在甲

午战争中的惨败震动了他们的神经，促使他们走

上维新图强的道路，因此他们的主张较前人更为

系统、彻底。
康有为自幼饱学儒家经典，尤其是宋明理

学。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游历香港，大开

眼界。在他看来，“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

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入学，有不

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太学生徒，英

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

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

开民智者广矣”，继而提出了讲求西学、变革科

举、立学校、成立图书馆等教民之法。梁启超自

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受康有为影响走上改良

维新的道路。“康梁”二人在各地推行图书馆建

设与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各地的强学会和保国会

都将建立图书馆作为五件必办大事之一，“此会

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

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

治学校。”[9]他们主张图书馆应广泛建立，这源于

他们的民主思想和树“新民”的需要，要使广大民

众能够方便地阅读图书。
1898 年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创

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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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机关》，从八个方面畅谈了图书馆的作用：

“一、图书馆使现代学校教育之青年学习，得补

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

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

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也；四、图书馆有

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五、图书馆有使阅

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

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

览图书者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八、图书馆

有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也。”[10]图书馆具有育

人才，长见识，促科研等作用，这些观点至今仍

有指导意义，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2.5 黄遵宪———诗界革命新导师

黄遵宪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早年

曾受李鸿章的嘉许。他继承林则徐、魏源等人的

先锋观念，撰写《日本国志》论述日本变革得

失，藉以提出改革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继

而潜心新诗体创作，希望能从文化层面继续改革

维新。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 中评黄遵宪：

“要之公度(黄遵宪字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

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

诬也。”黄遵宪诗歌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反映出

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了时代精

神。他努力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

新时代的新意境、新内容、新风格和谐地统一起

来。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

功，给诗坛开拓了广阔的领域，以其富有独创性

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
2.6 孙中山———阅读价值观念的颠覆者[11]

与前人不同，孙中山“在村(广东翠亨村)里

只受了启蒙教育。虽然他读过传统的启蒙课本，

接着读过四书五经，但由于家境贫寒影响了他的

正规学校教育，所以对经典缺乏全面的修养。他

受系统的教育是在夏威夷开始的。”[12]在前人推动

下，岭南文化欣欣向荣，他是近代阅读文化变革

的最大受益者。作为“阅读价值观念”的颠覆

者，孙中山引导社会文化思潮由“维新”转为

“革命”。在他领导下，1895 年的广州起义、
1900 年的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起义彻底牵动

了广东人的神经，至 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革命之势已弥漫全国。
与康、梁托古改制的“百日维新”不同，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

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

见而创获者。”[13]孙中山在“固有之思想”及“欧

洲之学说”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更为彻底的救国方

略———“三民主义”学说(以资产阶级民族构成学

说为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以西方的民权学

说为思想基石的“民权主义”，以西方经济学说

为核心的“民生主义”[14])。在檀香山读书期间，

他看到了美利坚脱离英国统治后的繁荣富强，

“自由、平等、博爱”及“民族主义”思想激烈

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博览欧美哲学、历史，广

泛接触欧美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流亡欧美在伦

敦避难时，他徜徉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寻求救

国良药，遍读欧美各国宪法，对卢梭的《民约

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林肯的《民有民治民

享》、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等

手不释卷[15]。上海孙中山故居保留了孙中山在上

海居住时的大量藏书，据统计，“大抵有 1932

种 5230 册，其中西文(包括英、法、德、俄文)种

类最多，计有 1528 种 2029 册，中文 389 种

3143 册，日文 15 种 58 册。”[16]这对其著述《中

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五权宪法》
《三民主义》等具有深远影响。

3 社会阅读状况

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很

多都与广东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社会阅读文化缤

纷万象。
3.1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我国藏书楼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各种规模和名称的藏书楼、
堂、阁、斋、室遍布全国各地。但“藏”字当头

的藏书楼，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封闭、私

有的特征已无法适应中国走向开放、民主的历史

发展进程。20 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开始由私人

藏书楼向公共藏书楼演变。一方面，我国近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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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产生以欧美图书馆为参照系。欧美传教士

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客观上推动了图书馆的近代

化，促进了我国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如圣

约翰大学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制度，这在当时中

国绝无仅有，在欧美也只有少数图书馆试行[17]。
另一方面，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树

“新民”的政治要求。经历了学器物，到学思想，

再至学制度的过程。梁启超认识到“中国所以不

振，由于国民公德缺失，智慧不开”“欲维新吾

国，当先维新吾民”[18]。而树“新民”又是为了造

“新国”做准备，他断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

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藏书楼转变为图

书馆顺应了树“新民”的历史潮流，为近代中国

造就了一批有识之士。
3.2 书籍印刷出版的繁盛

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大多陷入一

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

得到一定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逐步增强，为

书籍印刷出版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清末废

科举、兴学堂，新式教育开始兴起，而现代印

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也促成现代出版业的发展，

出现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现代阅读

市场形成。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

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了广

大市民的阅读兴趣，而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

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大众对书籍印刷品的阅读需

求。辛亥革命后的十年时间里，封建王朝大一

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

政权一时无法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形成了中

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

自由的特殊时期。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可容纳独立思想和多元思潮，促进对传统文化

和观念的大胆反思，进而繁荣了广东书籍印刷

出版事业，加速阅读文化转型。
3.3 阅读文化权柄的更迭

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史是“士”精神的

谱写史，文化权力紧紧掌握在“士”的手中，关

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许多资料被保留下来。我国地

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使得研究下层百姓

阅读史具有一定难度，加之识字率与公共图书馆

的普及程度非常低，下层民众留下的文字记录更

是极端稀缺。贩夫走卒、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历史

舞台上是“失语”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阅读

史研究重点依然是精英层面。“五四运动”后，

白话文兴起，“大众化”才成为时代的主题，知识

分子开始看到群众的力量，呼吁“化大众”以

“树新民”。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
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以后引起悍然巨波，稍后中国近代第一篇白话文

小说鲁迅《狂人日记》便问世了，儒家“士”文

化的统治权彻底崩溃，弱势群体在历史舞台上

“失语”的状况得以彻底扭转。

4 阅读文化特色

作为历代王朝的贬官之地，广东一直处于中

心的边缘，岭南文化具有独特的阅读文化特色。
4.1 兼容并蓄，择善而从

自古以来中原统治者一向认为自己是天朝大

国，拒绝输入外来文化。在中原传统文化的浸染

下，中国形成了以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

为特点的封建社会结构。岭南的边缘文化缺乏中

原文化那种强大辐射力，但却具有极强的变异性

和包容性，呈现出活泼明快、开放、积极进取、
自由浪漫的特征。在清末之前，封建正统文化统

治异常牢固，类似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自

汉武帝时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具有

极强的“一元化”倾向。在封建王朝强权统治时

期，岭南文化不可能顺利突围。欧美资本主义列

强的入侵，瓦解了封建文化的统治，也给岭南文

化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谴责小说开风

气之先，“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

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9]，如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黄小

配的《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五

日风声》，张毅汉的《藏珠记》《劫海鸳盟记》。他

们远离封建王朝统治核心，崇尚欧美民族冒险、
尚武、自由、创造和民主科学的精神，主张改造

习惯于“浸谣四书五经”“畏君主、畏圣人、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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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文化心态，用小说对民族进行思想启蒙，

“籍小说振国民之魂”[20]。在文学体裁中，小说容

易被大众接受。谴责小说的兴盛直接催化了大众

的阅读欲望，激发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这无

异于一剂强心针，给近代岭南文化带来了新生。
4.2 重商轻文，弃儒崇贾

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实行

“重农抑商”政策，政治体制上“天地君亲师”
五位一体。在封闭的社会模式中，广大人民过着

“以农为本”自耕自足的生活。以封闭的自然经

济和血缘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社会结构是极其稳

定的，因此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一开始便遭

遇了重重阻力。
鸦片战争后，岭南经济特别是广州经济的形

式更具开放性和通融性，逐渐形成了“以商为

本”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由于历代封建皇权

鞭长莫及，岭南多为官员贬谪流放之地，封建宗

法制较为脆弱。跟不上历史步伐的封建传统文化

首先在广东土崩瓦解，“重商轻文，弃儒崇贾”成

为主流意识，实用性文化备受推崇，改革乃至革

命文化思潮迎来春天，成为广东乃至中国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如果说“兼容并蓄，择善而从”
是岭南文化突破中原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内在

驱动因素，那么“重商轻文，弃儒崇贾”的特质

便是它由弱转强的外在促进因素。前者为意识形

态，后者是经济基础。与中原文化在欧美列强

的枪炮裹挟下的被动维新不同，近代岭南文化

既有主动改革的内在动机，又兼具有利的历史条

件，使得欧美文化思潮更容易在岭南地区，尤其

是广东扎根。
4.3 女性阅读权利

阅读权利是比较复杂的概念，包括书籍、准

入、行为、交流、效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受教

育权利虽然不能与阅读权利直接划等号，但女子

学校的开办却令广东首开女性阅读之风。女性阅

读权利的获得离不开女子学校的开办，这与封建

文化主张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大相径庭。广东

女校的成立时间虽稍晚于北京的贝满女中、福州

的私立文山女子中学，但其影响力及发展规模远

远大于后者。从 1860 年到 1907 年广州大约出

现 40 所女子教会学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

国那夏礼女士于 1872 年在广州金利埠创办的真

光书院。1887 年美国女传教士容懿美女士在五

仙门主持创办的培道女塾。1901 年毕业于夏葛

女医学堂的广州女子张竹君开办育贤女学，这是

广州本土人士首次兴办女学[21]。阅读可以使读者

了解生活的多样性和世界的丰富性，从而破除传

统文化的精神禁锢。发生在 16 至 17 世纪的欧洲

宗教改革实际上是由阅读革命引发的———印刷术

传播至欧洲使得珍稀而昂贵的《圣经》不再为教

会独享，民众通过阅读廉价的纸质《圣经》可以

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阅读权

利的获得为中国近代女性逃出“深闺”打下了思

想基础。她们懂得阅读是教育的灵魂，获得受教

育权利是成功攫取阅读权利的捷径。梁启超将

“女学”上升至“树新民”以启蒙救国的高度，

他在《论女学》中提出“治天下之大体有二：曰

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

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

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22]据中华教育

改进社刊报的统计，至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已有

十万女学生，这些女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

较早接受欧风美雨的熏染。读书求知权利的获得

令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随后，女性

的婚姻家庭观念开始转变，崇尚西式服饰，乐于

参加公共事务等[23]。

5 结语

作为中国早期看世界的窗口，广东经历了中

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思想观念的转变促成了阅读

文化的变异，而阅读文化的演变又催化了岭南文

化中的自由、科学、民主意识的觉醒，进而影响

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格局。分析广东阅读文化转

向的有利条件、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社会

阅读状况、阅读文化特色等，有利于从源头上探

索近代广东乃至中国阅读文化转变的诸多因素，

为进一步推进区域阅读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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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第 4 期《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述

评》 一 文 的“作 者 简 介”原 为 ：“何 官 峰

(1982-)，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西南大学图书馆馆员。”，特更正为：“何官峰

(1982-)，男，西南大学图书馆馆员，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2、2015 年第 4 期《网络社区驱动的高校图

书馆信息资源流转与整合研究》一文遗漏了课题

信息，特作补充：“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网络社区驱动的高校馆数字

资源服务与管理功能全关联映射研究’(项目编

号：13YJA870021)’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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