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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符号体系的“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动模式探究

———以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为案例

□黄运红∗　朱婧雅　于静　赵敏

　　摘要　在文化强国战略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理应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播的重

要责任与使命,有效地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服务.文章基于符号学相关理论,通过行动研究范

式,提出开展阅读推广服务首先应建设包含象征性符号、具身性符号和信息化符号的三重文化符

号体系,基于文化符号体系构建起阅读推广的“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动模式,并以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服务为例,阐述构建文化符号体系的方法和“激发—推动型”双主体

互动实践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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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宣传文化之所,莫善于图书馆”[１],图书馆因其

丰富的典藏资源,在文化传播与传承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是我国阅读推广与宣传的主力军.随

着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不断明晰,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的 根 基,汲 取 营 养,获 取 力 量,赋 予 时 代 精

神”[２].作为学生第二课堂的高校图书馆,肩负着文

化育人的职能,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价

值内涵,加强优秀文化的宣传推广,探索适合大学生

群体的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模式.
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多年,但以“传统

文化”为主题的阅读推广起步晚,较为薄弱[１].从现

状看,存在着一些问题:(１)重视程度不够.有些高

校图书馆缺乏对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足够重视,
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将会是阅读推广服务

创新与深化的新契机;(２)推广内容不够丰富.涉及

传统文化的阅读推广大多只是将公认的经典著作进

行导读和宣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等挖掘

不深;(３)推广形式不够多样.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多

以讲座、展览展示、读书会等方式开展,活动举办比

较随意,缺乏系统性;(４)推广效果参差不齐.高校

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在读者参与度、满意度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活动效果参差不齐.尽管国家层

面将传统文化传播作为国家一项重要工程推进,但
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方面尚缺乏比较系统、实证的

研究.
关于阅读推广模式的研究,笔者以“阅读推广模

式”或“阅读推广模型”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
进行检索,发现已有研究中,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按

建构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实践提炼升华而

成,另一类基于已有理论或现存模式借鉴改造而成.
基于实践提炼而成的模式,以推广频率视角,从早期

的“二季二日”[３]到当前“四季书香”[４]推广模式;以
推广形式视角,从书展、讲座到真人图书馆[５]、深阅

读[６]、立体阅读[７]等;以推广媒介视角,从线下推广

拓展到网络推广模式[８－９]、媒体融合模式[１０],等等.
研究所建构的阅读推广模式主要立足于活动形式的

创新与推广媒介的多样化,尽管也关注并探讨了读

者群的体验感受与满意度,但更多是站在如何促进

图书馆主体性发挥的视角.已有研究所借鉴的理论

多为基于传播学的５W 理论[１１]、营销学的 ５R 理

论[１２]、４I模型[１３]及SICAS模型[１４]等探讨推进阅读

推广的有效性.对于推广的内容———“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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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广中的价值与路径研究相对缺乏,对于图书馆

与读者这两个重要群体是否具有平等意义上的主体

性、是否可以通过模式建构激发出彼此的主体意识

达成推广活动的纵深发展,罕见从理论视角进行研

究和探讨,普遍默认读者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客体,是
被推广者和接受者.

综上,本研究聚焦于高校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

有效模式,以单向输出型的阅读推广模式为突破点,
以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为切入点,提出以下的研究问

题:第一,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在阅读推广中具有怎样的作用与价值;第二,阅读推

广的双主体互动模式如何建构,理论基础是什么;第
三,基于文化符号体系的“激发—推动型”传统文化

阅读推广模式的策略如何.本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以下简称B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服务为案

例,以符号学相关理论为支撑,通过行动研究的范式

收集实证数据,以期对以上研究问题作出回答,探索

阅读推广新模式,为丰富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借鉴.

２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概念建构

２．１　阅读推广双主体“互动论”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突破阅读推广以图书馆为主体单向输出

的模式,借鉴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图书馆与读者群

双主体“互动论”的建设构想,并阐释阅读推广活动

中以“文化符号”作为载体的互动过程.符号互动论

的核心概念是符号和互动,认为符号意义生于互动

实践之中,一方面指出“符号”在主体互动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认为无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还是

群体与群体之间,都是以符号作为媒介进行信息传

播和沟通交流的.另一方面强调“互动”在主体实践

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的

理解对事物赋予意义.而且,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

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互动过程的发展变化而改

变[１５].因此,通过互动实现了主体之间的交互作

用,交互性和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本质特征,“强调

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实现认同、达成

共识”[１６].这种双主体的观点超越了传统主客体二

元论的单向性关系,突出了互动过程中双主体之间

交互作用的关系.在本研究的对象中,图书馆与大

学生读者群是两个独立且相互联系的主体,在阅读

推广活动中分别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并且因为彼此

的互动关系而更加达成各自主体性的意义与价值,
图书馆发挥着阅读活动激发的主体性意义,读者群

发挥着阅读活动推动的主体性意义,构建了双主体

的互动价值.

２．２　文化符号的内涵、外延与价值体现

２．２．１　符号与文化符号的内涵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ErnstCassirer)
在«人论»中深入探究了人、符号、文化三者之间的关

系,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人,而文化最基本的要

素就是符号.符号首先是一种象征物,用来指称一

定对象的标志物[１７],比如文字、语言、电码、数学符

号、化学符号、交通标志等.其次符号也是一种载

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符号的象征意义

正是符号价值的体现,在所有符号中文化符号内涵

最为丰富.文化符号是人类借助于语言和非语言形

式来表达文化内容的标志,发挥着记录文化、传承文

化、交流文化的作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

地域的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也是文化内涵的重要

载体和形式.挖掘文化符号在沟通交流和信息传播

中的作用与价值,是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前提,
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化符号作为人与文化

互动的中介,在文化传播、阅读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２．２．２　文化符号的外延表现

文化符号的类型根据不同维度有不同的划分,
本研究依据文化感受者主体获取与感受文化符号的

通路,将文化符号主要分为象征性符号、具身性符号

及信息化符号.
(１)象征性符号

象征性符号作为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是人们

储存意义的媒介或载体,大多以外显的或可感知的

具体事物显现出来,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１８],具
有迅速传递特定含义的特性.每一种文化表现都会

衍生出特有的象征性符号,用以描绘和表达对于个

体或集体的认同、观念及抽象概念.
象征符号本身具有多维的承载形态,如语言文

字、艺术作品、图像影音、徽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征等.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形成了蕴含丰富

文化底蕴、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符号,拥有丰富

馆藏的图书馆正是文化象征性符号的高密度聚集地.
(２)具身性符号

相关研究者认为,具身经验有利于学习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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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具身学习使个体在行为或行为潜能上产生积

极的、相对持久的变化过程[１９],生理体验“激活”心
理感觉.在具身学习视角下,学习的主体是全部的

“我”,而不是意识的“我”,通过体验、探索、实践、感
悟等多种感官手段有助于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因此,具身性符号的确认与感知正是具身学习的重

要过程.
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身体感官、突出互动体验

的学习活动就是一个充实具身符号、启发具身认知

的过程.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图书馆组织的与馆藏

资源直接相关的制作活动、体验活动等都属于具身

性实践,有助于阅读推广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３)信息化符号

信息化是指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

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

源潜力被充分发挥[２０].信息化符号即指传播过程

中,通过信息技术不断改造传统的传播路径,进而生

成的具有易用性、移动性和平台性特点的符号.信

息化符号有利于文化传播趋向更理想的状态.
图书馆的信息化符号是基于信息技术和信息化

平台建设应运而生的一系列符号表征,包括在信息

化平台中体现的文本信息、多媒体互动、智能体验

等,往往是同象征性符号、具身性符号交融在一起

的,通过信息化的路径得以充分表达.

２．２．３　文化符号体系的价值体现

由象征性、具身性和信息化符号构成的三重文

化符号体系是文化传承的基因和代码,也是高校图

书馆文化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文化符号本身不断丰

富、发展,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经由辨识、体察、理
解、认同的参与过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高校大学

生往往受限于知识、阅历、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够全面、深入,甚至存在偏颇.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建构与完

善,使优秀传统文化在莘莘学子中得到更广泛的认

同与传播.
高校图书馆在建构文化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推广

和传播传统文化具有以下优势:(１)大学生群体具有

较高的理性思维能力,对于象征性符号的领会较强;
(２)随着具身领域的深度认知,运用多种感官手段获

得对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的具身性学习成为深度学

习的重要形式,情景化学习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大学

生的青睐;(３)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之下,信息和媒

介平台为读者参与互动提供了重要路径,大学生普

遍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深入挖掘并建构传统文化

的符号体系,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
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　基于文化符号体系之“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

动模式的建构

３．１　基于文化符号体系的“激发—推动型”双主体

互动模式

高校图书馆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一方面要

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建立和完善具有本馆特色的

文化符号体系,通过完善象征性符号、充实具身性符

号和重视信息化符号等方式,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为
提高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品质提供有力保障.另

一方面应突破阅读推广“单主体论”的局限,图书馆

不应只把读者当作阅读推广的被动接受者,应把读

者群亦视为阅读推广活动的主体.图书馆在策划和

实施阅读推广活动中,在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的同

时,也要从双主体视角出发,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

激发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双向互动,激励读者在阅

读推广活动中发挥主人翁精神,能够主动参与、积极

体验,并对活动效果进行反馈与评价,促进图书馆完

善阅读推广策略.进而,图书馆主体邀请读者群主

体参与到阅读推广的策划与实施中,通过赋权增能

帮助读者成为阅读推广的二次传播者,从而使读者

群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彰显出其主体性.
本研究以B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为例,探究基

于文化符号体系的“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动模

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文化符号体系的“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动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之一是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
图书馆主体要发挥完善、充实、重视文化符号体系的

功能性作用;模式的核心之二是阅读推广策略的实

施,图书馆主体通过设计双主体互动、立体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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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性赋能等策略激发读者群,使其彰显出主动互

动、积极评价、参与赋能的主体意识,并进一步丰富

文化符号体系和阅读推广策略.

３．２　文化符号体系的建设———以传统文化阅读推

广为例

３．２．１　完善象征性符号内容

传统文化推广首先是呈现尽善尽美的象征性符

号,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着丰富的传统文

化资源,应当充分挖掘和完善各个主题意义下的象

征性符号,深化其时代意义和价值.
(１)馆藏古籍珍本的符号挖掘与呈现

截止到２０２２年底,B馆馆藏印本文献超过５５０
万册,其中古籍线装书４０余万册,善本古籍３５００余

种,１３０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B馆古籍特藏

部不仅多渠道采购、竞拍古籍文献,还致力于古籍修

复,以及经典、珍贵文献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加工.
为促进文脉传承与传播,B馆设立“京师珍藏”专栏

推介馆藏古籍珍品,介绍与古籍相关的人物及其读

书、治学与研究的经历.专栏推出的每篇文章均是

馆员在馆藏古籍内容的整理、挖掘和对文献源流的

专业考证基础上原创而成.
(２)代表性文化作品的符号凝练与展示

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作品进行象征性符号的提

取与凝练,并以最显著的可视化形式呈现.B馆创

建“弘文轩”古籍展室,通过空间设计创设文化氛围,
再以题字、徽标、名作展陈等具象的象征性符号充实

文化氛围.同时定期规划主题、更换藏品,向读者展

示特殊历史时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相关字画、
手稿、拓片,及其他古籍精品.

(３)传统文化精髓的符号描绘与传播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文

化遗产,以及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B馆围

绕“岁时民俗”主题,多形式、多载体地描绘传统文化

符号,除举办大型馆藏民俗图书展以外,在全年二十

四节气的时间点,推介该节气的物候特点、民俗文化

和与节气相关的古诗词等知识.同时,面向全校师

生征集原创的文艺作品,通过摄影、油画、国画、水彩

画、散文、诗歌等多种形式描绘他们眼前所见和心中

所解的民俗文化.并于岁末年终组织一系列带给读

者浸入式体验的回顾活动,进一步加强对民俗文化

的认知、理解与传播.比如挑选优秀作品举办“二十

四节气之美”艺术作品展,展览空间以２４张图文并

茂的立式展板环绕;把图书馆的一条走廊用征集的

摄影作品和手绘作品装饰,文字配以本校萧放教授

有关二十四节气的最新研究成果,布置成一条“时间

长廊”;以及学生的绘画、诗歌作品设计手绘明信片等.
(４)音视频载体文化符号的交流与分享

音视频作为象征性符号的载体只有在交流与分

享中方能发挥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图书馆应改变读

者被动接受的情况,与读者携手共建信息化符号.B
馆购置了专业的“朗诵亭”供读者使用,还举办了

“BNU朗读者”系列活动,将学生的朗读作品向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和学校广播台推送,线下则组织读书

朗诵会,鼓励大学生诵读经典,领会经典中的人生智

慧.并将名师导读、系列讲座、信息素养培训的小视

频发布到官网上供读者随时观看学习.

３．２．２　充实具身性符号实践

具身性符号是通过具身体验、具身活动表达出

来的符号表征,是一个动态实践的过程.图书馆充

分调动读者的身体感官,突出互动体验与具身学习

的阅读推广本身就是一个充实具身符号、启发具身

认知的过程.
(１)体验具身艺术制作

B馆组织了多场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制作体验活

动,以立体、互动的方式为读者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知

识学习与体验的盛宴.例如,立春节气制作通草花

装饰、立夏节气绘制“立夏蛋”、端午节制作香囊、中
秋节绘制纸灯,以及绘制宫扇和脸谱、编制中国结、
剪刻十二生肖、十二金钗图案等手工 DIY 体验活

动;在竹简上书写«论语»«道德经»«诗经»«楚辞»等
国学经典语句,为唐诗宋词配画插图;邀请剪纸、泥
人、风筝的非遗传承人来图书馆进行公益讲座、展示

非遗传承作品,并现场手把手指导手工制作;图书馆

员为读者讲解雕版印刷技艺、古籍装帧样式与线装

方法,提供馆藏的石碑、瓦当、画像砖等,让他们自己

动手体验雕版印刷、线装书制作和珍品拓印,以及用

橡皮章篆刻秦汉瓦当、京师木铎等图案.
(２)组织具身文化沙龙

B馆联合学校文学院分团委举办了传统文化体

验沙龙,如 “古琴浅说”“汉服形制与礼仪”“洞箫艺

术”等体验活动,既让大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技艺的绝妙,拓展传统文化知识与视野,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又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风采的舞台.
(３)设计具身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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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馆设计了一系列突出具身特性的文化活动.
例如,“２１天传统文化阅读挑战”活动以连续２１天

“打卡”这种仪式化的具身符号行为,强化大学生通

过阅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提升阅读素养,培养其良

好的阅读习惯;B馆在举办民俗文化系列活动时设

计制作了“节庆有声书签”“节气明信片”等文创产

品,通过设置文创产品的申领条件强化读者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通过达成申领目的鼓励读者对传统文

化的传播,通过特殊的申领过程赋予具身符号价值

与意义;B馆积极参与到大学生支教活动中,定向推

送传统文化相关的资源包,赞助具身文化活动,促进

传统文化推广与传播.

３．２．３　重视信息化符号建设

信息化符号建设是图书馆面向未来知识、面向

未来读者的必由之路,也是形成图书馆和读者群双

主体互动的桥梁.
(１)推送官微专栏

依托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已成为图书馆宣传推广的主要渠道,B馆在

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京师书韵”专栏,分专题推介馆

藏精品,推文均为馆员原创,集合文字、声音、图画三

维立体地呈现给读者.其中“文学与电影”栏目巧妙

地将如影随形的文学与电影一起品读,“读画”走进

梵高等美术大师的心灵之境,感受文字和色彩之美,
沉浸在“外文赏读”栏目,仿佛置身于世界文学的

殿堂.
(２)开设在线学堂

“专家讲座”活动是B馆举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

公开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各学科领域著名专家学

者主讲,自１９９０年延续至今已经举办了３０年.近

年,B馆利用视频直播、“雨课堂”等技术开办了线上

专家讲座,以及“传统文化体验阅读学堂”等品牌活

动.在线阅读学堂让更多读者有机会一睹名师风

采,聆听智者声音,也让传统文化阅读和阅读文化得

以更广泛地传播.
(３)体验智能技术

信息技术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带来新体验,“特别

是 VR虚拟现实设备可以模拟书中的立体场景,真
实地呈现在用户眼前,也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能通过

视觉、听觉甚至触觉感知和体验,沉浸于情景之

中”[３].B馆推出的 VR经典古诗词体验活动,读者

置身于“流觞曲水”(春)、“怀素书蕉”(夏)、“金秋明

月”(秋)、“铁崖苦读”(冬)四个场景中,动态、立体、
形象、直观地体验古诗词之美.该产品由国家图书

馆研发制作,让体验者如身临其境般多方位、多角度

去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３．３　“激 发—推 动 型”双 主 体 互 动 模 式 的 实 践 与

策略

３．３．１　积极促进双主体互动

“激发—推动”型阅读推广借鉴符号互动理论,
强调图书馆和读者群同为阅读推广的主体,图书馆

主动发挥“激发式”主体性的作用,激发读者群“推动

式”主体性,共同促进阅读推广深入、持续发展,B馆

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实践体现了符号互动的过程与

价值.
(１)图书馆发挥“激发式”主体性作用

图书馆开展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在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使传统文化得以更好

地继承与发扬,取得阅读推广活动的最佳效果,图书

馆和读者群双方都要发挥主体性,在交流与互动中

共同促进传统文化推广.图书馆首先要注重阅读推

广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性以更好地发

挥主动性;其次,注重阅读推广活动的体验性和趣味

性,充分调动读者的积极性,鼓励读者发挥其在朗

诵、音乐、绘画、写作方面的特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第三,利用社交软件和媒体平台所具有的

开放性和互动性,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设
立互动话题、开展线上活动等,促进与读者之间的互

动交流,使阅读推广不再是单向、静态的推送;另外,
图书馆还要注重从物质、精神、情感等方面激励读

者,调动他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吸引读者参与到阅读

推广的策划、宣传、实施、评价等各个环节中,推动图

书馆不断改进和完善阅读推广策略.
(２)读者群彰显“推动式”主体性作用

图书馆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使尽浑身解

数策划阅读推广活动,更要激发读者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他们主动参与、亲身体验、热情互动的积极性,
带动读者发挥出主体性.读者通过参与、体验,以主

人翁的姿态加入到阅读推广活动中,为阅读推广活

动评价反馈、献计献策;通过交流、互动,读者在学习

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通过思

考、推衍,读者还可以成为阅读推广二次传播的宣传

者和推动者,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不断发展

完善.图书馆在激励读者的同时又促进了自身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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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充分发挥,形成图书馆与读者群双主体之间相

互激励、相互推动的阅读推广模式.

３．３．２　多元提升立体式体验

大学生具有好奇心强、勇于挑战与尝试的特点,
立体式体验强调以读者为主体,充分调动读者的视

觉、触觉、听觉等感官,读者在亲力亲为的体验活动

中,“体验所涉及的感官越多,就愈容易成功,愈令人

难忘”[２１].立体式阅读推广活动除采用书展、讲座、
沙龙、朗诵、读书会、真人图书馆等多种形式外,还融

入手工、游戏、竞赛等项目,增加推广活动的体验性

和趣味性,构建声音演绎、绘画、文学与摄影创作相

结合的多维阅读载体,由平面阅读拓展到立体阅读,
读者通过动手体验、参与游戏、互动交流等方式融入

其中.全方位、浸入式、立体式的阅读推广体验可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
(１)融入传统文化的手工制作体验

B馆组织读者在不同的节气制作通草花装饰、
立夏蛋、香囊、纸灯等,绘制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京

剧脸谱、编制中国结、剪刻十二生肖等,邀请非遗传

承人展示无稿剪纸、泥人、风筝的制作技艺,并指导

大学生动手体验,还组织了竹简抄诗、珍品拓印、瓦
当篆刻等多种类型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每类活动

都有上千人次直接参与,增加了读者对图书馆的

黏度.
(２)传统经典的诵读与听书体验

声音在阅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个人朗

诵、集体诵读,还是听书、听讲座,以及交流阅读理

念、分享读书心得,都有助于对经典著作的思考与解

读.B馆面向全校师生征集了大量“BNU 朗读者”
的诵读作品,然后制成有声书签或者嵌入原创推文,
在分享声音的同时还展示了朗读人的形象和阅读主

张,有效扩大了阅读推广的影响力.
(３)角色扮演、游戏和 VR的代入式体验

B馆举办的“古琴浅说”“汉服形制与礼仪”“洞
箫艺术”等体验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身着传统汉

服、展示琴瑟技艺的舞台;二十四节气民俗游戏和古

诗词 VR体验等活动让参与者产生感同身受的代入

式体验,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４)文化艺术场景的浸入式体验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或专题展览时,利用声、光、
影、绘等方式布置一个突显主题的文化空间或艺术

场景,读者沉浸其中被艺术作品、文化氛围所感染,

营造传统文化的阅读生态环境.B馆精心设计的名

为“时间长廊”的文化墙、立体环绕式的艺术展览空

间等作为阅读推广主题活动的延伸,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文化底蕴深厚、青春精神焕发、学习自由轻松

的特色空间”[２２],浸入式体验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

深度阅读.
(５)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体验

阅读推广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举办,都可以创

造与读者交流互动的机会,让读者获得良好的互动

体验.线下活动能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互动,线上推

广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持续性、互动性、开放性的特

点,有效促进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B馆推出的

线上“岁时民俗节气”栏目一年的阅览量上万人

次,“２１天传统文化阅读挑战”的线上活动是线下体

验活动的延伸,通过连续２１天在线上打卡互动的方

式,培养大学生阅读国学经典、历史文献等的阅读

习惯.

３．３．３　有效拓展增值性赋能

“激发—推动型”阅读推广强调图书馆与读者群

发挥双主体协同作用,读者群不仅通过积极互动、评
价反馈参与到阅读推广的策划与实施中,而且在图

书馆的帮助和指导下促进阅读推广的二次传播,成
为阅读推广再传播的宣传者和推广者,赋权增能促

使阅读推广实现持续衍生.可以说,增值性赋能是

读者群发挥主体性的重要特征,是“激发—推动型”
阅读推广的特质.以B馆与学校支教团队的互动合

作为例,双方共建支教小组的支教主题与课程设计,
图书馆定向整理支教主题相关的传统文化素材,为
支教大学生提供相应的“资源包”,帮助他们成为“传
统文化传播大使”,将阅读推广延伸至校外社会.支

教大学生使得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延续发展,促进了

知识内容与活动成果的更广泛传播,实现了阅读推

广的持续衍生.

４　思考与启示

“激发—推动型”双主体互动阅读推广模式从行

动研究的实践来看是一个充分开放的体系,不仅仅

局限于高校图书馆,对于公共图书馆或主题图书馆

也具有可借鉴性,并且,在阅读推广的主题设置上也

同样具有迁移价值.
第一,本研究阐释的文化符号体系,除传统文化

阅读推广外,也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阅读推广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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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征性—具身性—信息化”建构的符号体系关涉

了阅读的“内容—形式—路径”,是帮助图书馆更加

深入和全面地创设主题阅读推广服务的一个可行性

框架,为阅读推广的前期准备打下坚实基础.文化

符号体系中的象征性符号建设完全契合在文化强国

背景下文化传承和文化育人的时代要求,具身性符

号建设更加适合在阅读推广中发挥情景认知和深度

学习的重要作用,信息化符号系统建设积极回应了

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发展对传统图书馆提出的挑

战,文化符号体系建设势在必行,是适应学习型社会

和发展阅读推广的有效途径.
第二,双主体互动模式在以往的研究中比较薄

弱,本研究旨在突破图书馆单向度服务的工作习惯,
激发读者群的主体意识,建立双向互动.当然,这给

组织者提出了挑战,阅读推广中互动关系不仅建立

在双方共同认可、协作参与和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双
主体互动策略也存在着动态调整的过程,在互动实

践中不断更新、迭代,需在更大范围的实践与研究

中,不断探索并丰富双主体互动的更多有效方略.
第三,具身学习与具身体验为图书馆的阅读推

广活动架起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学习桥梁.如果将

人类知识的获得路径划分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

维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容易被狭义地理解为

间接知识经验的获得.然而,文化的传承过程需要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包含

着象征性符号、信息化符号,特别是具身性符号的多

元阅读推广体验有助于二者的融合与作用,以达到

更加全面、深刻的认知.因此,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有

必要拓展人类学习的多元化路径,以具身学习和体

验提升阅读兴趣,促进文化传播.本研究中图书馆

与读者群双向互动具身学习路径的探索为这一思考

提供了案例.
第四,双主体互动阅读推广模式具有文化推广

中赋能衍生的重要功能.通过两个主体间的协同工

作,为读者群赋权,进而达成图书馆的增能,能够积

极促进阅读推广的二次传播,实现持续衍生和文化

拓展,这正是“激发—推动型”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

特质.例如双方可以共同筹备实施“文化支教”活
动、“文化精准扶贫”活动、“文化海外漫游”活动、“文
化大使装备”活动等,赋予阅读推广更加深远的意义

和价值.
最后,“激发—推动型”阅读推广模式的研究尚

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之处,如“激发—推动

型”阅读推广的评估体系,双主体性的发挥与彰显有

必要通过评估体系得到反馈与调整,依据文化符号

体系的多元性,这一评估体系必定是分层分项逐步

构建与推进.另外,作为以实践为导向的行动研究

范式,“激发—推动型”推广模式在策略实施过程中

需经过不断地迭代策略方案,以应对阅读推广的不

同主题与形式.凡此种种都将成为本研究持续展开

的目标与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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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otivatingＧimproving”DualＧsubjectInteraction
ModelBasedontheCulturalSymbolSystem

—TakingtheTraditionalCulturalReadingPromotionasaCase

HuangYunhong　ZhuJingya　YuJing　ZhaoMin

Abstract:Inthecontextoftheculturaldevelopmentstrategyandnationalreadingactivities,university
librariesshouldassumetheresponsibilityandmissionoftraditionalculturaldissemination,andeffectively
carryouttraditionalculturalreadingpromotionservices．Basedonsymbolicsrelatedtheoriesandthrough
theactionresearchparadigm,thisresearchproposesthatthedevelopmentofreadingpromotionservices
shouldfirstbuildatripleculturalsymbolsystemthatincludesemblematicsymbols,embodiedsymbolsand
informationalsymbols．Basedontheculturalsymbolsystem,itconstructsa“motivatingＧimproving”dualＧ
subjectinteractionmodelofreadingpromotion．Takingthetraditionalculturalreadingpromotionserviceof
BeijingNormal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hepaperillustratesthemethodofconstructingcultural
symbolsystemandthestrategyof“motivatingＧimproving”dualＧsubjectinteractivepractice．

Keywords:TraditionalCulture;ReadingPromotion;CulturalSymbolSystem;MotivatingＧImproving;

DualＧSubject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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