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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角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读者意识 ①

蒋学东
（中南大学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摘　要：接受美学为学术期刊编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学术期刊编辑在对文本进行二次选择加工时应以读者
为中心，重点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只有把握好了文本创作的动机因素和文本交流的接受动机，学术期刊编

辑才能搭建好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桥梁，进而引导文本作者的创作，达到学术期刊整体质量螺旋式上升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学术期刊编辑；接受美学；期待视野；接受动机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７２－０３

　　编辑作为作者与现实读者之间的桥梁，其活动既针
对作者，又指向读者。一方面，编辑必须对作者的作品进

行选择加工，成为作品的第二作者；另一方面，编辑在对

作品或文本进行选择、加工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基本状

况，尽量保证作品的召唤结构（也就是“潜藏在文本或作

品中的一个多层面的未定的图式结构”［１］）能够极大限度

地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经验，这样才能让文本或

作品作用于读者，编辑的二次加工才能真正有成效。因

此，编辑应活跃于作者和读者之间，以作者为文本源，以

读者为受动者，积极服务于读者的文本生成和意义建构，

关注读者的接受心理，才能真正创造学术期刊的生命内

动力和价值。

那么，读者对学术期刊文本的接受和学术期刊文本

价值的形成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文

本的文化价值？接受美学理论对学术期刊的编辑活动有

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１　接受美学视角下学术期刊编辑读者意识的
意义

源于阅读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接受美学理论，是２０世
纪六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学理论思潮。它

以读者的文学接受为旨归，具体研究读者在作品接受过

程中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和规律，以读者为中心是它的基

本特征之一。接受美学认为：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读者

占有极其重要的中心地位。读者对文本的具体理解和领

悟是文本意义的源泉，而未定性的文本只不过是承载可

能意义的载体。读者不仅是批评者，而且还是作者。因

为，“阅读与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和再生产”［２］。对于

不同的读者，一个文本绝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意义，文本的

真正价值存在于永无止境的读者的解读和应用之中。期

刊编辑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的中介，具有导播和导读的

双重文化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择优秀文本。

因而期刊编辑在选择文本时，应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理

念，这对文本的文化价值传承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

２　接受美学视角下学术期刊编辑读者意识形成
的过程

２．１　着重研究读者，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
致力于学术期刊的专业性、引领性，为读者指引方

向、答疑解惑、归类汇总

接受美学家姚斯认为：“对一篇文本的阅读阐释可分

为三个阶段：初级的审美感觉阅读视野、二级的反思性阐

释阅读视野和三级的历史的阅读视野，即视野的

重建。”［３］３９７－３９９

这三个阶段中，初级阅读的期待视野（即感觉阅读的

期待视野）是一切其他阅读的基础；反思性阐释阅读视野

则是将一种特殊的意义具体化，甚至成为对某种暗隐的

问题的回答；而历史的阅读视野则是将“文本说什么”变

成了“文本对我说什么，我对文本说什么”的双向作用，从

而重新建构新的期待视野。

学术期刊的编辑只有明了读者的初级审美感觉视

野，并在此基础上慎重选择文本，以有效引导文本作者满

足作品的反思性阐释阅读视野要求，争取读者与作者的

共鸣，并逐步过渡升级到期待视野的重建，学术期刊中才

会有更多的争鸣、商榷与讨论，专业领域的百家争鸣、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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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齐放才会让学术期刊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部改

革动力，才会让学术期刊真正具有专业性、引领性。只有

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基础，并为读者在专业领域方面指

引方向、答疑解惑、归类汇总，学术期刊的各个文本或作

品才会有实现其真实意义的文本价值的可能。

２．２　关注学术期刊专业领域的研究动向，了解研究动态
中的“空白”和“未定性”，注重期刊文本的效应研

究，合理规划期刊的整体召唤结构

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效应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

“文本应当被视作为一个复杂的自我实现过程。”［４］２３３－２３５

同样，学术期刊中的文本也会经历作者对世界的关照、作

者或编者的选择组合的方式、编者的审美经验决策、读者

的审美经验和阅读活动中意义重构等多个复杂的自我实

现过程。

读者对学术期刊文本的前理解与文本本身作用于读

者的预期所产生的读者对文本的期待与情感态度更新，

实质上一直处于不断建立与改变的动态过程。所以说，

读者既定的期待视野和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是客

观存在的。在了解读者的审美定位后，学术期刊编辑就

要充分把握好这种尺度，使读者与文本之间保持适中的

美学距离，从而让读者能够愉悦顺畅地进入与文本的交

流。如果文本的“召唤结构”（即“空白”和“未定性”）低

于读者的知识结构，文本将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更

不能带来读者期待视野的转换；如果文本召唤结构远远

高于读者的期待视野，也会很大程度上降低读者的参与

意愿，读者就有可能退出这种活动。这样，学术期刊则无

法实现它的社会效益。正因为这种美学距离的把握十分

困难，所以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具备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

和较强的读者期待视野预见能力。对每一种学术期刊而

言，编辑都不可能使它适应每一位读者，所以在实践中编

辑必须依据“隐在读者”的期待视野来调控“第一文本”。

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努力站在文本与读者交流的两极来想

象文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文本与读者相互间缺乏的

“空白”。只有努力达到每一次读者对文本的“空白”和

“未定性”的有效填充，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先前的

接受经验，进而形成“视野”的变化，从而引发读者对期刊

文本的共鸣、异议甚至是争议，学术期刊编辑才能不断为

期刊文本的效应研究提供新一层次的素材，从而进一步

合理规划并根据读者效应调整学术期刊文本的整体性召

唤结构，形成学术期刊自身的学术领域特色，保证学术期

刊的专业性、引领性，甚至有效带动学术研究，加快学术

研究的步伐。

２．３　把握好文本创作的动机因素和文本交流的接受动
机，搭建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桥梁

汉斯认为：从文本生产者的角度来考察文本交流，一

方面，文本交流要考虑到文本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意识或

交流活动中的主体活动，即作者意图的体现，是文本生产

者的目的动机；另一方面，交流文本的生产一方的原因动

机也是文本召唤结构存在的客观载体，它更多考虑到历

史和社会层次的问题，这一动机形成的召唤结构是一种

只能在特定历史社会层次中实现的结构。这些结构使主

体（作者）对意义或效果的追求合理化，它决定着作品的

形式和内容。

文本交流的另一方面是接受者这一方。读者的接受

活动与文本的创作一样，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能动创造过

程。因而，与创作中的能动性相呼应，接受活动中实质上

也存在着接受主体的目的动机和由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历

史状况所制约的原因动机。所以，学术期刊编辑在规划

期刊研究方向、甄选稿件时，必须适度考虑文本作者的目

的动机与原因动机，并充分考虑到读者在接受活动过程

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有效引导学术期刊文本以现

实研究状况为基础，并通过自身的文本选择与加工实现

读者与作者的交互作用，从而达到学术期刊质量的螺旋

式上升。

在接受美学家们看来，一部作品在历史、社会的各种

不同背景里会有各种不同的意义结构。这一意义结构包

含两个方面：一是由文本表达出来而由作者赋予的意义，

用代码Ａ（Ａｕｔｈｏｒ）来表示，一是由接受者（读者、批评家）
所领悟、所赋予的意义，用代码Ｒ（Ｒｅａｄｅｒ）来表示，将意义
结构用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来表示，则得到公式 Ｓ＝Ａ＋Ｒ。然而
在实际生活中，因为文本和作者两方面的原因，接受者对

作品的理解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可视为恒量的Ａ实际
上因为读者探寻活动的不同角度和目的而呈现出（０～Ａ）
的无限多种可能。变量 Ｒ的变化范围也是异常广阔的，
也即Ｒ变量＝Ｒ－∞～Ｒ∞，所以现实意义上的 Ｓ等式为
Ｓ＝（０～Ａ）＋（Ｒ－∞ ～Ｒ∞）［５］１９１－１９２。学术期刊文本若
超出读者的前理解状况，文本就会因晦涩难懂而导致“空

白”过多，最后出现文本价值无法实现的情况。同理，文

本若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缺乏客观距离，则无法实现

读者期待视野的重新架构引领作用，最后导致期刊质量

流于平庸。所以，学术期刊编辑在搭建作者与读者桥梁

时，应较好地把握意义结构公式中 Ａ常量的真实体现和
Ｒ变量的变化范围，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建构控制在文本
作者与文本读者均能较好接受的范围之内，通过稳定增

加Ａ常量，尽量降低 Ｒ变量，扩大对读者群的影响，使学
术期刊与作者、读者实现同步发展与进步。

３　接受美学视角下期刊编辑读者意识的实现
途径

３．１　了解读者的接受动机，定位期刊的选稿宗旨
接受美学认为：对一部文本的评价应和文本对具体

读者或具体读者群的具体环境的意义联系起来。只有在

同确定价值的主体发生关系时，价值才有可能存在于进

行评价的接受当中［６］。对于学术期刊整体及其文本而

言，情景也同样如此。所以，学术期刊的编辑为提升期刊

质量，保证期刊价值，就必然将期刊与其具体读者或读者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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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联系起来，认真了解预设读者群期待视野的基本状况

与变化调整方向，把握学术研究动态方向和前沿思想，将

作者的目的动机、历史动机与读者的接受动机完美地结

合起来，让期刊中的文本成为读者新的期待视野重构的

激发点或触突，从而由读者或读者群的效应反应和评价

接受状况来实现期刊真正意义上的价值。

所以，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作为第一读者，应大面

积了解读者群的接受动机，并真正代表读者把好审稿关，

以读者的整体期待视野为稿件甄选的基本依据，控制好

审美距离，为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把握好方向，确定合理

的、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选稿原则，为期刊的引领性、前

沿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编辑作为文本的隐含

创作者和第一读者，在稿件修改、期刊整体编刊过程中，

也应充分考虑到作者的目的动机与历史动机，并将其与

读者的接受动机紧密结合起来，为期刊文本的理想价值

的实现做好铺垫工作。

３．２　批评与欣赏并存，保证期刊的源头活水
学术期刊编辑不仅是各文本的裁夺者，亦是各文本

的召唤者与征集者。学术期刊在现实意义层面上的意义

建构与价值公式 Ｓ＝Ａ＋Ｒ表明：Ａ（Ａｕｔｈｏｒ）作为一个常
量，是客观存在于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其价值直观

表现为学术期刊特色领域中引领性人物和学术泰斗在这

一领域的召唤力量与集结命令。所以，学术期刊若想在

某一领域中表现出较强的特色，Ａ值的重点考虑是毋庸
置疑的。同时，变量Ｒ值对于常量 Ａ值的增强与削弱作
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术期刊的读者反应状况，并

直接表现为各文本的被引用状况和期刊的影响因子数

据。只有当编辑以科学和发展的眼光规划学术期刊的选

稿原则和研究方向，尽量增大 Ａ值，减少 Ｒ的负值，并以
欣赏和批评并举的方式合情合理地引导文本作者的思考

与创作方向，学术期刊才会保持源头活水滚滚来的良好

发展态势。

４　结　语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存在形式，其现实意

义上的价值体现在读者的反应当中。学术期刊编辑只有

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接受动机，有效引导文本作

者的创作，使文本创作既符合读者的前理解，又能在一定

程度上留有“空白”和“未定性”，实现有效召唤，才能激发

读者阅读过程中期待视野的重建与前理解的螺旋式上

升［７］。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在提供文本作者对世界关照平

台的同时，积极引领学术期刊的特色领域研究向纵深、宽

广处发展，才能有效实现学术期刊的现实价值，保证和提

高学术期刊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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