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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表现形式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互动是传播的重要特征，学术期刊因其学术性、读者
和作者的同源性等特征，其传播效益的实现更有赖于读者与作

者的互动；但我们对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没有展开深入的研

究。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是在一定的学术环境中发生的各种形

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心理相互作用或行为相互影响。从

表现形式看，它包括读者的阅读对话、读者的信息反馈、学术文

献的引用、成果的转化应用，以及学术批评和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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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认为，互动是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传播即

是传播体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影响的过程，是通过

信息进行的社会互动［１］。读者、编辑和作者是三类最

基本的传播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基于编辑的主导中枢

地位和中介桥梁作用［２３］，对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

的互动研究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读者与作者

之间的互动则没有引起重视，尚无专题文献涉及此问

题。用“作者—编辑—读者”序列表示这３个主体之
间的关系并不全面，因为它是一种线性的平面关系，忽

视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不足以表述３个主体之
间全部关系的内涵，作者、编辑、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

是一种环形的立体关系。

任何出版传播方式都应该关注读者与作者的互

动，学术期刊因其学术性、读者和作者的同源性等特

征，其传播效益的实现更有赖于读者与作者的互动。

在学术研究和传播活动中，作者与读者紧密相连，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互动关系，只不过这种互动关系

大多数时候“隐”而不显罢了。在办刊过程中，编辑除

了致力于编辑与读者、编辑与作者的互动外，还有必要

认识并努力促进读者与作者的良性互动。为此，我们

应考察读者与作者互动的关系内涵———表现形式，基

本特征，价值意蕴，读者、作者和编辑的责任，以及办刊

策略，等等。

１　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

　　互动又称相互作用，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互
作用或行为的相互影响，是一个人的行为引起另一个

人的行为或改变其价值观的任何过程［４］。读者与作

者的互动，就是读者与作者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是

在一定的学术环境中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

程度的心理相互作用或行为相互影响，是一个包含互

动主体、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等要素的系统。它不是

作者对读者的线性影响，而是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和

共同发展，它是双方以平等对话为基础，以认知互动、

情感互动、价值互动和行为互动为内容，以谋求共同发

展为目的的社会性互动。

１１　同一平台上的读者与作者必将产生某种互动关
系　读者和作者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资源，他们共处于
以学术期刊为中心的场域里，在这个场域里，他们依托

编辑和学术文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互动

关系。作者的学术写作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没有读者，

成果价值无法实现，作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读者

需要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否则，读者难以获得启发，水

平不能提高，也难以促进作者的研究。

当然，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能相

互转化的，对某一个体来说，他往往既是作者，同时，在

大部分时间里又是读者。

１２　学术文本的价值通过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实现　
在学术传播活动中，作者生成文本，编辑传播文本，读

者阅读文本，学术文本是作者与读者的交集点。文本

价值并不是由作者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读者和作

者共同创造的，没有读者阅读和接受，文本价值只能说

是潜在的，价值实现有待于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根据自

身的学术素养去填补文本的“结构空间”［５］。

文本中的信息激发读者的思维，读者把储存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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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的与文本相适应的信息调动出来，这些信息又反

过来激活文本中的信息，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激活过

程，共鸣的出现更是一个读者和文本相互激活的过程，

读者与文本的二重性交织构成学术交流过程，这正是

读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６］。

文本是架设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道桥梁，读者

通过文本这道桥梁，不但能领略文本的内涵，也能体察

作者的内心。

１３　读者与作者在学术交流中相互影响和促进　在
学术期刊的信息传播方面，读者是信息传导的接收者

和受益者，读者在阅读作者论文时接受教育，掌握知

识，获得启发，有的读者在接受学术信息后进行新的学

术研究，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同时，读者利用信息

具有主动性，在接受信息后能够反馈信息，反作用于作

者，促成作者价值的实现，促进作者的深入研究，促使

作者创造出适合读者需求的新的精神产品，从而推动

文化积累功能的实现［７］。

读者与作者通过学术交流和讨论行为，相互反馈

信息，产生心灵的碰撞，观点的交锋，达到思想上的成

长，学术理念上的提高，精神上的升华。

２　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表现形式

　　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体现在阅读选择中，体现在读
者与作者之间或显或隐的信息反馈方面。

２１　读者的阅读对话　没有阅读也就没有互动，读者
与作者互动的首要环节就是读者阅读时与文本的对

话。学术文本是一种开放的内在结构，具有潜在的对

话性，作者发表论文就意味着渴望与读者对话，期待读

者的应答和追问，阅读的本质是一个读者与作者相互

交流的过程［８］。

读者的阅读虽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它并不是孤立

的，这种阅读过程是读者与文本其实也就是与作者进

行无声对话的过程；尽管这不是一种直接的交流，但

是，这种无声的交流也是一种互动。由于读者与作者

之间的个体差异，读者在阅读时不会完全顺应文本意

义，或认同，或冲突，有正解，有误解。读者通过阅读文

本获得对作者思想的认知，获得知识和灵感，有时会为

其中的精彩之处拍手叫好，反复玩味，有时也会不赞同

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心中冒出疑问，与拟想的作者来回

问答，进而写信撰文，或请教或补充或质疑，进入更高

层次的互动。一些读者还会向同行或文摘刊物推荐自

认为有水平、有趣味的文章。阅读使读者和作者这２
个思维体通过文本汇合到一起，并以文本为媒介，进行

平等的交互。

２２　读者来信的信息反馈　读者来信是读者与作者

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国际医学期刊编委会在《向生

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中就指出，期刊应开辟

读者来信栏目。此栏目是“读者对已刊登文章进行评

价或提出不同观点的场所，在读者提出疑问或否定意

见后，由原作者予以答疑解惑；有时，编辑也会说明为

什么会遴选该文，或将审稿人的意见以读者来信的方

式发表出来，从而使读者、作者、编者能够充分交流，收

到学术上互动的效果”［９］。

国外期刊非常注重读者来信，有的刊物为活跃版

面，吸引读者，甚至将问答者的照片刊出［１０］。来信文

章同样被收入各种数据库，一些指出原文重大失误的

来信，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原文。这些信函在内容方面，

针对已刊论文或补充或质疑或否定，有的更是一篇微

型论文，并附图表、声明利益冲突等，一般有作者答复；

在篇幅方面，一般为每册３版以上，多者可达１０版或
以上；在栏目位置方面，有的设在论著、综述等文章前，

多数设在靠后位置；在目次编排上，列出来信题目和作

者，与论著地位相同，甚至放在封面图下或其他更为醒

目的位置，以提请读者注意［９］。由于重视读者的信息

反馈，在国外期刊中，“一篇论文刊登以后，短时间内

会有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向作者索要资料，或请教问题，

而编辑部在决定刊登某篇论文时，也要求作者及时向

他人提供相关资料”［１１］。

我国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刊物较少，即使有，其内

容也多是通知或会议消息，偶有读者的建议，几乎没有

针对已发论文提出商榷的来信，栏目上多数作为补白，

置于边角，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我国学术论文刊登

出来以后，同行间的交流不如国外频繁，部分原因就在

于不重视读者来信的互动形式。

２３　读者成为作者而引用文献　学术期刊的作者也
是读者，读者也会成为作者而引用阅读过的文献，从而

形成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引用他人的作品也就是理解

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与交流的过程，是形成学术

共同体、建立和保持学术对话的可能性和能力的过程。

研究者大致都有这样一种心情，正面引用了别人的研

究成果，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别人正面引用，彼此之间总

是有着良好的印象，这正是学术共同体内一种良好的

对话和交流［１２］。如果是批判性引用，则会引起被引文

献作者某种方式的回应，这也是一种互动。

引文数据库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有些文献虽然因没有直接引用未能列入参考

文献表，但对作者的研究工作具有启发意义。作为读

者的作者在研究和写作时不仅阅读了已著录的文献，

而且阅读过许多未曾著录的文献，与许多作者产生过

互动。参考文献的引用联结了引用者与被引用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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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有时候，素不相识的学者因

为学术引用而建立了学术联系甚至私人友谊。例如，

因发表《歌德谈话录》而在德国及世界闻名的爱克曼，

写了一部诗论《论诗·特别引歌德为证》。他把稿子

寄给歌德，并随后到魏玛去访歌德，由此他们成为好朋

友。此后几年，爱克曼经常到歌德家中请教，每逢听到

值得注意的歌德谈话，就记录下来，于是才有了《歌德

谈话录》［１３］。

２４　学术成果的转化应用　这是一种面对面讨论和
谈判的互动方式。科技期刊刊载了大量应用性研究成

果，这些成果或由读者去应用，或由读者向他人推荐然

后再转化应用。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和途径，都离不开

应用者与作者充分的互动交流。许多读者阅读刊物是

希望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学以致用。

以编辑学刊物为例，许多作者总结了自己的办刊

经验和先进做法，这些应用性文章就是作为读者的编

辑最好的参阅对象，这对编辑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载体，是科技成

果转化的重要媒介［１４］。读者从科技期刊这个信息平

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在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中，科技成

果的转化才能得以实现。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方式中的

一条重要途径。

２５　学术批评与争鸣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较为显
著的互动方式。学术争鸣是读者变身为作者与原作者

直接对话，在同一刊物或在不同的刊物上你来我往，彼

此争论。学术争鸣在作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启

动并展开，从而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推动学术研究向前

发展。

当然，学术争鸣并不都是良性互动，有时甚至会出

现相互嘲讽、公开漫骂的火爆场面，最后完全变成意气

之争而无关学术了。这样的负面效应自然应加以避

免，以免影响互动正效应的实现。一些学者倡导期刊

开展学术争鸣，就是因为在学术争鸣中能激活读者的

参与意识和热情，促进读者与作者互动交流，从而促进

学术发展。

３　结语

　　明了学术期刊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表现形式，有助
于我们认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开拓读者与作者

互动的研究。

在网络时代，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传播群体之间的互动

化得到加强，学术期刊不再只注重信息的单向发布和

传播，同时，也更加重视信息的反馈和逆向交流，而网

络技术则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技术保证，通过信息留言

板、电子公告版（ＢＢＣ）、科技论坛等交流系统和形式，
实现了即时互动传播，达到了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多向

交流与交互使用，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信息交流的时

间、内容和方式［１５］。

学术传播需要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技术手段的进

步能保障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我们应充分重视读者与

作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以提高

编辑和作者的读者意识，树立读者本位观，更好地为读

者服务，最大限度地促进学术的交流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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