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１８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从生产端解释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四个理论

谭光辉

摘 要 ： 对畅销 书 和 流行 小 说 的 畅 销 原 因 ， 有 四 种 生 产 端 理论

分析 。 压 抑理论认 为 流 行 小说 的 核 心 元 素 是该 作 品 对读 者 潜 意 识 中

被压 抑 的
“

爱欲
”

或 生命本 能 的 激发 。 大 众 文化理论认 为 流行 小 说

的 成 功秘诀在于 它 偏 重 娱 乐 性 、 趣 味性 ， 强调 的 是 畅 销 书 与 读 者 的

沟通和大众化 品 格 。 技术 主义理论相 信 畅 销 书 的 写 作 有诸 多 技 术上

的考 究 ， 必须从题材 、 语 言 、 结 构 、 风格 等 多 方 面 入 手 ， 做好技 术

上 的处理 ， 以使其更 符合 大众 的 口 味 。 社会文 化理论关 注 畅 销 书 与

社会文化 的 关 系 ， 认 为 畅 销 书 是 时代 文化 的 晴 雨表 ， 集 中 地体现 出

特定 时 空 内 群体 的 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

关键词 ： 畅销书 流行小说 压抑 大众文化 技术主义

社会文化

关于畅销 书和流行小说的畅销原 因 ， 有八种解释 ， 大体而言 ，

分为生产端解释和消费端解释两大类 。 生产端解释从作品生产过程

或作品本身具备的 品质入手 ， 消费端解释从作品 阅读 、 销售 、 经典

化等方面人手 。 本文主要梳理其中生产端的 四种解释 。

—

、 压抑理论

压抑理论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根据建立起来的畅销书理论 ，

这种理论适用于文学类畅销书 。 弗洛伊德的本我 、 自 我 、 超我 的理

论 ， 显然不足以用来建构畅销书理论 ， 因为弗洛伊德把
“

本我
”

解

释为
“

力求发泄的本能冲动
”？

， 也就是说 ， 它是一种遗传的源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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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需要的最原始的本能在心理上的表示 。 不过 ， 弗洛伊德的理论给马尔库塞

以强烈的启示 。 马尔库塞在 《爱欲与文 明 》 中 ， 首先对弗洛伊德的
“

爱欲
”

理论大加阐发 ， 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
“

生命本能
”

解释为
“

爱欲
”

， 既包括性

欲 ， 也包括食欲等其他生物欲望 。 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 的压抑是爱

欲的压抑 ，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爱欲 ， 使人异化 。 但是 ， 马尔库塞却更愿

意将 自 己 的理论描述成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 ：

“

从神话学与哲学的边缘趋向 中

提出 了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 ， 目 的是要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 。

”？ 他的非

压抑性的文化观 ， 其实也可 以理解为
“

突破压抑
”

或
“

反压抑
”

的文化观 ，

即首先承认压抑的存在 ， 然后再提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 。 从这个理论出发 ，

畅销书之所以畅销便有 了新的解释 ， 即人在爱欲受到压抑时 ， 便会在快乐原

则的支配下寻求解放 ， 文学作品是人对爱欲进行精神释放的一种方式 ， 那么

文学作品对被压抑的爱欲的释放程度和这种爱欲的普遍性将直接影响该作品

唤起人共鸣的程度 ， 并直接影响该作品 的销量 。 马尔库塞并没有将这一理论

应用于畅销书分析 ， 但是他在 《新感性 》
一文中却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

解释 ：

“

美是人渴求的对象 ， 它诉诸本能欲求的领域 ， 爱欲与死本能 。

”？ 进而

他将爱欲的解放纳人
“

新感性
”

的理论范畴 ，

“

新感性与降解了 的科学理智将

统一而为一种审美伦理
”

，

“

新感性意味着对整个统治阶层 的否定 ， 意味着对

统治阶层的道德和文化的否定 ， 意味着有权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
”

。

？ 在马尔

库塞那里 ， 新感性主要是指艺术的造反与降解 ，

“

这一造反的宗 旨是否定传统

文化 ， 即在方法上降解它
”

， 降解艺术家
“

对抗充满了抗衡的坚定 、 满腔的仇

恨和叛逆牺牲者的快乐 。 他们给 自 己 的人性下定义 ， 与权势者的定义分庭抗

礼
”

。

？ 马尔库塞肯定 了造反艺术与降解艺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 并认

为
“

建立一个艺术的世界也就等于改塑现实的世界
”

， 从而肯定 了从属于新感

性的艺术对爱欲解放的作用 。 马尔库塞也注意到 ，

“ ‘

博大惊人的无意义的舞

台演出
’

越来越有组织化 ， 流行艺术越来越畅销 ， 同样 ， 艺术活动圈子在社

会之中造成了一个虚伪的
４

团体 马尔库塞由此变相地解释了包含了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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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造反艺术会使艺术作品畅销这
一现象 。

压抑理论的基本原理是 ： 畅销文学作品 的核心元素是该作品对读者潜意

识中被压抑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激发 。 我们可 以在诸多研究者的论述 中找到

类似的认同 ， 例如 ， 朱立元说 ：

当代通俗文学作品 不论何种题材 ， 其成功 者 大都注意人物性格与 命

运的刻 画 ， 特别 注意描绘人物 的 内 心世界与 感情 变化 ， 因 而 能做到 以 情

动人 ， 琼瑶 、
三毛 、 亦舒等人的作品之所 以在一个 时期 能 广 为 流传 ， 其

中 细腻的 心 声 吐露 、 起落的 情感 波澜和强烈 的灵魂震颤 ， 形成 了
一股具

有打动读者感情 的较强 感 染 力 ， 使读者在 日 常 生活 中 郁积起来的 潜意识

层 中 的各种情感得到 某种 宣泄 、 转移和升华 ，
．

获得心理上的 满足 。

①

该论述强调的是文学作品对读者潜意识中各种压抑情感的宣泄 、 转移和

升华对文学接受的影响 ， 其实是解释了文学作品之所以畅销的一个重要原 因 。

邵燕君说 ：

“

打造畅销明星的基本模式就是出版商先挑选可能畅销的作家 ， 从

他们的作品里抽取可以凝聚读者潜意识需求的文化符号 ， 以此为旗帜反过来

包装作者 ， 合者扬 ， 不合者隐 ， 以此为核心模式 ， 打造其后 的作品 。

”？ 压抑

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文学类畅销书 的 内部流行元素 ， 即一部文学作品 只有能

释放读者潜意识中的压抑情感 ， 才可能形成热点流行 。

相对于个体潜意识理论 ， 荣格 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更适合用来阐释作为大

众文化现象的畅销书 。 荣格认为 ：

“

艺术家并不是一个有着 自 由意志并追求他

自 己 的 目标的人 ， 而只是艺术借以实现其 自 身 目 的的工具 。 作为人他可 以有

各种情绪 ， 可以有一个意志 以及个人的 目 标 ， 但作为艺术家他就成 了一个更

高意义上的
‘

人
’

他是
４

集体的人
’
个携带着人类的无意识心理

生活并赋予它以表现方式的人 。

”？ 荣格把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从弗洛伊德的

个体无意识理论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理论 ， 把艺术创作的秘密和艺术效果 的秘

密
“

回复到为整个人类所有而非仅仅为个人所有的经验程度上去
”

，

“

个人的

幸福悲哀没有任何价值 ， 有价值的仅仅是人存在的幸福与悲哀
”？

。 因此 ， 荣

格认为 ， 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客观的 、 超然的 ， 因 为伟大的作品表现的都是

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无意识 。 也就是说 ，

一部文学作 品表现的集体无意识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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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 它就越容易激起更多人的共鸣 ， 获得更强烈的反响 。 在 国 内研究畅销书

的学者中 ， 直接用荣格的理论对畅销进行阐释的有伍旭升等人 。 伍旭升认为

畅销现象的
“

真正的
‘

幕后
’

支配者是 民族文化心理 ， 或称为文化的集体潜

意识
”

，

“

任何一部成功 的作品 ， 不论是严肃文学 ， 还是通俗文学 ， 之所以成

功 ， 几乎无一不是创作者通过作品传达 了人类某种集体潜意识 ， 而得到社会

普遍认同 、 共鸣的结果
”

。

？ 伍旭升的畅销书理论是对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

的直接运用 。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把集体无意识理解为预先埋植在人类灵

魂中的
“

原始意象
”

， 它们不会 自动显形 ， 只有在人类社会遭遇危难 、 普遍观

念混乱无常时 ， 它们才会显形于世 ，

“

当意识生活 出现片面性和虚假态度的特

征时 ， 它们就被激活了
”？

。 也就是说 ， 荣格所谓的
“

情结
”

并非现实社会的

压抑造成的 ， 而是存在于经过长期压抑 的人类或 民族心理中 ， 艺术家只不过

是情结的旁观者和工具 。 荣格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无法预知哪些情结属于集体

无意识 ， 只有当这个情结通过艺术家的作 品显现 出来之后才能判断 。 这样 ，

畅销书理论研究者就永远只能跟在畅销书后面做阐释工作 ， 而无法预测 哪一

种作品能够畅销 。 相 比之下 ， 马尔库塞的爱欲理论把压抑过程归 因 于现实社

会 ， 对畅销的预测功能相对更强大 。

压抑理论强调小说的宣泄功能 ， 致力于研究某个时代对人的心灵造成的

各种压抑 ， 解释小说流行 的大众心理原 因 。 但是 ， 压抑理论并不能解释一

切
——我们可以从流行小说排行榜上找到很难用压抑理论解释的文学作 品 ，

例如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 ， 由 于难 以解释儿童心灵受到 的压抑 ， 所以很难说

它宣泄了某种潜意识 ： 它的流行往往是由于趣味 。

二 、 大众文化理论

对畅销书 ， 人们更愿把它纳人通俗文化现象加 以研究 。 不论是在西方还

是在中 国 ， 流行小说与通俗小说似乎被看作同一种文学类别 。 许多研究通俗

文学的学术著作都把畅销看作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 目标 ， 而流行小说也被毫

无商量余地地纳人了通俗文学的范畴 。 这是一个依据语义逻辑得出 的武断结

论 ： 既然畅销 ， 就说明读者众多 ； 读者众多 ， 自然流行 （ ｐｏｐｕ ｌａｒ ）
； 受大众欢

迎 ， 当然也就
“

通俗
”

了 。 范伯群的 《 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 是典型 的代

表 ， 他沿用 了苏珊 ？ 埃勒里等把畅销书归人通俗文学的做法 ， 强调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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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范伯群写道 ：

“

美国学者对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才开始从

轻视转为重视 ， 从主观转为客观 ， 从片面转为全面 。 他们才认识到 ， 通俗文

学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 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 ：

‘

这些畅销书是一

种有用的工具 ， 我们能够透过它们 ， 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 的事情

和某段时间 内人们思想变化 。

’ ”？ 范伯群实际上把畅销书等同于通俗文学 了 。

类似的观点还散见于范伯群 《 ２ ０ 世纪中 国通俗文学史 》 、 汤哲生 《 中国现代通

俗小说流变史 》 、 方忠 《 台湾通俗文学论稿 》 、 李勇 《通俗文学理论 》 、 张华

《 中 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 》 、 陈必祥 《通俗文学概论 》 、 王先霈 《 ８０ 年代 中 国通

俗文学 》 、 余立群 《 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研究 》 等一大批通俗文学研

究著作之中 。 黄会林 《 当代 中 国大众文化研究 》 也将畅销 书视为通俗读物 ，

并对它的趣味热点 、 叙事主题 、 文化内涵进行了研究 。 在这些学者的论述 中 ，

流行小说基本上与纯文学绝缘 。 总结起来 ， 通俗文学研究学者认为 ， 通俗小

说由于重视大众趣味 ， 尊重读者审美心理 ， 因而总是比纯文学书籍更为畅销 。

依此推论 ， 流行小说应该被包含在通俗小说之中 ， 它是通俗小说中 的成功之

作 。 正如许子东所说 ：

“

当然 ， 出 色 的社会文学及通俗文学也追求
‘

独特
’

，

因为太顺从社会思潮太迁就大众趣味读者们也会失望不满 ， 最有战斗力和最

畅销 的作品应能在社会性主题上稍稍超前于群体意 向 （ 因而能更大胆更有力

地道出
‘

我们
’

的心声 ） ， 应能使情节色彩趣味稍稍偏离公众的心理预期 （ 因

而更能激发和满足人们的好奇和快感 ） 。

”？

因此 ，

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 了 ： 某部小说一旦成为流行小说 ， 就有被归

入通俗小说的可能 。 例如 ， 王朔 的小说就因其具有大众化的 品格和畅销 的事

实而被有的学者划人通俗小说的行列 。

？ 这种事往往会发生在处于通俗与严肃

边缘的作品上 。 随着雅俗合流 ， 那些执着于雅俗文学区分的批评家也越来越

迷惘 ， 当他们丧失掉批评依据的时候 ， 根据畅销度来对作品进行分类也不失

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 类似的归类混乱还出现在 ２ 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张爱玲 、

徐讦 、 无名 氏 的小说上 ； 新时期贾平凹的 、 陈忠实 、 池莉 、 刘恒 以及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以来卷人商业化写作 的诸多作品也难逃此运 。 另一件尴尬的事是 ： 当

某部严肃小说流行开来之后 ， 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便对之不置一词 了 。 例如多

年居流行小说榜首的 《狼图腾 》 便在评论界受到冷遇 。

大众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是 ： 流行小说的成功秘诀在于它偏重娱乐性 、 趣

味性 ， 具有通俗小说的程式化特点 ， 迎合读者的审美 ， 与纯文学追求个性特

①范伯群 ： 《 中 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９ 年 ， 第 １ ０ 页 。

② 许子东 ： 《呐喊与流言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０ ４ 年 ， 第 ３ ０ ３ 页 。

③ 庞守英 ： 《新时期小说文体论 》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０ ２ 年 ， 第 ２ ７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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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强调新的美学原则和突破常规的写作方式背道而驰 ； 它追求商业利润 ，

追求欲望的满足和刺激 ， 因而它是一种世俗化 、 大众化的商业文学作品 。 这

种理论强调的是畅销书与读者的沟通及小说的大众化品格 。 黄会林认为 ：

“

决

定某种图书能否畅销有三个主要 因子 ：

一是图 书潜在的
‘

畅销主题
’

与
‘

畅

销结构 二是读者潜在的契合心态 ； 三是恰到好处的时机 。 其中 ， 畅销书 自

身的内在机制是决定其能否畅销 的关键因素 ， 是 内 因 。

”？ 黄会林把畅销 的元

素归纳为刺激性的题材 、 题 目 、 章节名称 、 写作技巧 、 行文风格等 。 具体来

讲 ， 恐怖 、 冒险 、 暴力等主题和具有爆破力 的新闻事件 、 悬疑 、 性等都是畅

销书 中最常见的主题 。 黄会林的畅销书理论属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 ， 同时他

也强调畅销现象的 内在机制 ， 这方面 ， 又与压抑理论有了结合 。 大众文化理

论不但在中 国得到广泛的应用 ， 在西方的通俗文学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 中也

得到广泛的应用 。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显示 出对畅销书 的

偏见 。 法兰克福学派总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文化现象 ， 认为 ：

“

貌似轻松

愉悦的大众文化其实乃是异化劳动 的延伸 ， 因为它 同样 以机械性的节奏 （如

流行音乐 ） 、 标准化的模式 （如畅销书 、 系列剧 ） 榨取人的生命 ， 耗费人的时

光 ， 窒息人的个性 。

”？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中 ， 畅销 书也被划人大众文化

的队伍 ， 与通俗艺术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 它 由 于使人异化而被列 为批判对象 。

阿多诺把通俗文学等文化工业产 品 的特性描述为
“

畸趣
”

和
“

庸俗
”

， 认为
“

畸趣乞灵于虚伪造作的情感发泄 ， 是艺术的渣滓 ， 而庸俗与此有关 ， 对大众

故作亲媚 ， 迎合畸形消费意识
”？

。 豪瑟则认为 ：

“

通俗艺术起源于现代大众社

会中文化水准不高的广大公众的无聊 ， 是都市生活感性饥渴 的产物 。 从表面

上看 ， 它拥有广大的市场 ， 使艺术 民主化 了 ， 但它本质上却是追逐利润 的交

换原则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 它 以程式化 、 娱乐性和畅销 ， 而成为现代都市生

活 中最舒服最经济的艺术消费形式 ； 而严肃艺术则相反 ， 它以风格常新多变 、

蕴有深刻道德内涵为特征 。

” “

纯艺术 、 严肃艺术 、 不妥协的艺术具有一种破

坏效果 ， 常常是一种痛苦的和折磨人的效果 。 但通俗艺术却要缓解人类生存

的痛苦问题 ， 并使我们从中解脱 ， 它不是鼓励我们的主动性和努力 、 批判和

自我反省 ， 相反 ， 它构成了我们的被动性和 自我满足 。

”？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

大众文化理论并不以畅销书作为劳工阶层的标杆 ，

“

畅销小说 自然是我们首先

想到的通俗文化 ， 然而它并不是劳工阶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上阶层成

①黄会林 ： 《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１ ９ ９８ 年 ， 第 ３ ３ ５
—

３ ３ ６ 页 。

② 李文成 ： 《精神的让度 ： 试论精神商品及其生产 》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１ ５ ８ 页 。

③ 包忠文 ： 《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２ 年 ， 第 ６ ２ 页 。

④ 包忠文 ： 《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２ 年 ， 第 ６ ２ ６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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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显然才是畅销小说的主要读者
”？

。

三 、 技术主义理论

技术主义理论相信畅销书 的写作有诸多技术上的考究 ， 必须从题材 、 语

言 、 结构 、 风格等多方面人手 ， 做好技术上的处理 ， 以使其更符合大众的 口

味 。 徐念慈曾经分析过 日本武侠小说畅销 的现象 ， 认为
“

以少于我十倍之民

族 ， 其销书之数 ， 千百倍于我如是
”

的原 因 在于小说销售类别 的差异 ， 以

《小说林 》 为例 ：

“

记侦探者最佳 ， 约十之七八 ； 记艳情者次之 ， 约十之五六 ；

记社会态度 ， 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 ， 约十之三四 ； 而专写军事 、 冒 险 、 科学 、

立场诸书为最下 ， 十仅得一二也 。

”

他认为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 ， 于是提出

小说必须从形式 、 体裁 、 文字 、 旨趣 、 价值五个方面进行改 良 ， 使之
“

务合

于社会之心理而已
”

。

０ 非但如此 ， 他还提出 ， 著译家要针对不 同人群改进创

作 ， 满足读者需要 ； 从不同方面开拓题材 ， 既扩大读者面 ， 增加销量 ， 又促

进小说的普及且提高 国 民素质 。 这些主张都可归结为技术主义 。

与技术主义相关的是各种小说学的兴起 。 礼拜六派的许多杂志都刊载过

小说写作培训班的广告 ， 这些小说写作培训班实质上就是为信奉技术主义理

论的人开办的 。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 ， 张资平也办过类似的小说学讲座 ， 还遭到了

鲁迅的嘲讽 。

③ 网络玄幻小说兴起后 ， 出现了诸多教新人创作玄幻小说的
“

教

材
”

， 最为流行的一篇据称是起点 中文网编辑部的培训教材 《新人成神之路 》 ，

非常详细地介绍了
“

意淫小说
”

的创作方法？
， 类似的还例如 中 国原创文学网

的
“

文学创作技法
”

栏 目
？

， 专 门为追求高点击率的小说作者提供写作指导 ，

其中 《写作速成之高点击率的意淫小说 》 广为流传 。

关于流行小说的技术主义理论 自 然不同于普通写作学 。 流行小说技术主

义理论注重发现普通读者的兴奋点 ， 强调读者的
“

代入感
”

。 从纯文学的角度

看 ， 这种理论有强烈的媚俗倾向 。 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 ， 技术主义理论又

为流行小说规律的发现做了探索试验 。 英国 的约翰 ？ 苏特兰在 《畅销书 》
一

①约翰 ？ 奇 ？ 卡威尔蒂 ： 《通俗文化研究中 的新趋势 》 ， 岑叶风译 ， 见南京大学
－

约翰斯 ？ 霍普

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 ， 《美国学译文集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７ 年 ， 第 １ ２ １ 页 。

② 刘良明 、 黎晓莲 、 朱殊 ：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 ８ ６

页 。

③ 鲁迅 ： 《张资平氏的
“

小说学， ， 见 《鲁迅全集 》 （第四卷 ）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第

２ ３ ５
—

２ ３ ６ 页 。

④ 《新人成神之路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ｗｅｎｘｕｅｗｕ ． ｃｏｍ／ ｆ ｉ ｌ ｅ ｓ／ 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ｈ ｔｍｌ／ ８０ ／８ ０ ９ ６ １ ／ ２ ６ ５ ９４ ６ ０ ． ｈｔｍｌ ．

⑤ｈｔ ｔｐ ： ／ ／ ｃｃｅ ｒｐ ． ｎ ｅ ｔ ／Ｃａ ｔｅｇｏ ｒｙ ＿ 
４ ４０／ ｉｎｄｅｘ ． ａ ｓｐ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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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中非常重视对畅销书的写作技术经验的总结 ， 例如在
“

纪实小说 、 超纪实

小说与技术
”一节中 ， 苏特兰就分析了流行小说贏得读者的几种技巧 ：

“
一种

窍 门是用研究所得的资料为故事包上一层外壳 。 另一种窍门是吸收一位作者 ，

其人是享有特权的知情者 （例如 ， 美国某前任副总统 ） ， 或者是与 出版社所要

大力披露的事有众所周知的多种联系的人 。

”“

第三种技巧是紧密跟踪新近发

生的重大事件 。

”“

第 四种技巧是巧用各种各样有凭有据的标记 、 花样等 。

除苏特兰的 《畅销书 》 之外 ， 国外多部畅销 书 的研究著作都非常重视畅销书

的生产 、 编辑 、 传播 的 技术 细节 ， 例 如 日 本井 狩春男 的 《 这 书要卖 １ 〇〇

万
——

畅销书经验法则 １ ００ 招 》
？

、 美 国布赖恩 ？ 希尔和迪伊 ？ 鲍尔的 《打造

畅销书 》
？ 等 。 前者更重编辑技术 ， 后者采访畅销书作家和畅销书编辑策划人

员 ， 探讨畅销书的编辑 、 营销与写作技术 。 这两本书讨论的不仅仅是写作技

术 ， 而更侧重于编辑 、 营销策划等技术 ， 因此更适合归人营销理论范畴 。

四 、 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重心是畅销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 认为特定的时代

会产生特定的畅销书 ， 畅销书是时代文化的晴雨表和窗 口 ， 它集 中地体现 出

特定时空 内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

“

只有符合社会文化需求的 出版物才有可能

成为畅销书 。

”？ 伍旭升认为 ：

“

畅销书现象不是主要靠出版者单方面的行为营

造起来的 。 畅销书现象 比其他 出版现象都更充分地介人社会行为 、 社会构成

与变迁中 ， 受社会的影响和反过来影响社会 ， 使其具备多重社会学意义上的

性格和角色 。

”？ 因此 ， 他认为对畅销书 的社会学分析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依据社会学对社会的 区划 ， 研究畅销书现象对社会的作用与反作用 ； 其

二是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 对畅销书现象的产生 、 传播 、 认同进行社会的

分析 。 同时 ， 他建议用样本分析和读者调査的方法来对畅销书进行科学的研

究和分析的建议 。

总的来讲 ， 前文所述的一切关于畅销书 的理论均可纳人社会文化理论体

系 ， 因为影响畅销书的一切元素均可被视为某种社会文化力作用 的结果 。 布

①约翰 ？ 苏特兰 ： 《畅销书 》 ， 何文安编译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１ ９８８ 年 ， 第 ８ ７ 页 。

② 井狩春男 ： 《这书要卖 １ ００ 万一畅销书经验法则 １ 〇〇 招 》 ， 邱振瑞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９ 年 。

③ 布赖恩 ？ 希尔 、 迪伊 ？ 鲍尔 ： 《打造畅销书 》 ， 陈希林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０ ６ 年 。

④ 方卿 、 邓香莲 ： 《畅销 有理一畅销书案例评析 》 ， 广东教 育 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前言 ， 第 ４

页 。

⑤ 伍旭升 ： 《大轰动 ： 中外畅销书解密 》 ， 广州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３ 年 ， 第 １ ０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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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畅销现象。 布尔迪厄用
“

趣味
”

作

为阶层区分的标志 ， 很好地解释 了畅销书 中 的
“

大众趣味
”

问题 。 他又认为

某些文化生产领域的权威专家利用 自 己掌握的文化资本实行符号的统治 ， 进

而把这种文化资本制度化 ， 最终兑换为经济资本 。 在布尔迪厄看来 ， 社会资

本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 ， 文化资本 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 ，

它们与经济资本一起是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 。 畅销书是文化资本
“

客观的状

态
”

中的一种 比较成功的产品 。 所谓文化资本的
“

客观的状态
”

， 就是
“

以文

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 、 书籍 、 词典 、 工具 、 机器等等 ） ， 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

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 ， 或是对这些理论 、 问题的批判 ， 等等
”？

。 文化资

本与畅销效应互相促进 ， 畅销书 的作者因 为制造 了 畅销书而积累文化资本 ，

反过来 ， 他又因拥有文化资本而成为畅销书作家 ， 从而赚取更多的经济资本 ，

甚至控制意识形态 ， 成为文化权力的拥有者 。

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可以从总体上概括畅销书在社会文化结构

中的地位和作用 ， 但是不能具体解释畅销 的原因并预测某种书能否畅销 ， 也

没有对畅销书的 出版 、 销售 、 阅读等行为作社会学的分析和研究 。 国 内对此

的相关研究值得借鉴的有仓理新的 《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
——

出版产业的文

化社会学研究 》 。 该书从历史学 、 传播学 、 社会学几方面辨析书籍的传播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 ； 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书籍的 阅读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 将社会调

查法引人出版业 ， 对社会各种层次的读者进行调查 ； 对国 内外畅销书案例进

行分析 ， 提出 了打造畅销书的思路与方法 ， 试图建构 中 国 的 出版社会学理论

体系 。

？ 该书优点在于不是只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 ， 而是将理论问题与实

证调查相结合 ， 力图实现出版研究科学化 。 马克思认为只有引入数学才标志

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 同理 ， 数据的分析也使文学与文化研究走向成熟 。 因此 ，

社会文化理论在事实上将畅销书研究引上了科学化的研究轨道 。

结 语

从生产端入手对畅销书和流行小说进行解释的理论 ， 大都相信畅销书之

所以畅销 ， 必然有其内在规律 。 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种规律 ， 就可 以破解流

行密码 ， 也就可以为流行小说写作或选题策划提供理论支持 。 然而我们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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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 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消费端的制约 ， 所以来 自 消

费端的理论也不可忽略 。 限于篇幅 ， 只能另文论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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