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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 

李新祥 

摘 要: 出版传播学是通过对出版传播现象的研究，揭示出版传播规律的科学。它是基

于出版学和传播学的双向需求提出的。出版传播是人类创作、编辑作品，经过复制公之于

众并被接收或接受的社会传播现象（活动）。由出版传播这一核心范畴及其派生的一系列

基本和次属范畴，以及范畴引发的一连串命题，按一定逻辑构成了出版传播学的理论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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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版传播学的定义与问题的提出 

    出版传播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有着特殊的作用。提出建立出版传播学，学理上说，是基于出版学和传播学的双向需求。

从出版学方面看，作为一门涉及信息运行根本问题与根本规律的学科——传播学对开阔出

版实务工作的视野和拓展出版理论研究的思路，有着重要意义。出版学研究需要传播学理

论的滋养。日本出版学会前会长清水英夫说：“研究出版学的最大课题，仍然是传播

论。”[1]韩国车培根先生在1976年发表《出版传播学的研究体系》，提出把出版看作传

播现象来研究[2]。在我国，虽然传播学的发展历史较短，同样已有不少学者向出版学发

出了“走进传播学”的号召[3]。从传播学方面看，尽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业已成为根

深叶茂的大学科，却始终缺乏对出版这种传播形态的应有关注，“所有的大众传播学研究

者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4]。国外传播学经典论著中鲜见出版传播的内容，国内传

播学研究同样对出版传播有些冷落。而实践却证明，出版传播活动有别于其他方式的传播

活动，有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和自身运动规律以及矛盾变化特点。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出版

传播以丰富传播学的理论宝库。 

    出版传播学不应是简单地用传播学的普通原理来解释出版领域中出现的传播现象和传

播规律。出版传播学以出版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出版传播规律为研究目的，它关

注的是传播对出版的本质规定。以往的出版研究多停留在“工具水平”的层次，注重的是

出版的功利主义，缺乏自觉地传播维度的观照。即使有传播的色彩，大多仅仅把传播视为

提高出版效益的工具，没有涉及传播对出版的根本规定，没有以传播来规定和修饰出版本

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的传播学借鉴应实现对功利主义、工具水平的超越。所

以，出版学从传播学那里借鉴的远非工具性的，而是一种关于出版的全新的世界观，即出

版传播观。我们应把出版传播学提高到出版本质论的层次上来认识，提高到出版活动的基

本规律上来认识。出版遵循“传播的规律”，就是要在出版实践中把传播者对作品的社会

性扩散与接收者的个体性接受高度统一起来，达到一种自由传通的境界。出版传播学的历

史使命就在于揭示这些客观规律，并以这些客观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出版传播实践活

动。 

     因此，出版传播学就是通过对出版传播现象的研究，揭示出版传播规律的科学。它

是借鉴吸收传播学相关理论，总结出版传播实践经验，并对出版传播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

析和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无论是出版传播实践，还是出版传播学自身发

展，以及把出版传播实践与出版传播学直接连接起来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都不应该缺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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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意见大体一致的概念范畴、一套哪怕是宽松粗略的体系框架和一个相对严整的理论结

构。出版传播学理论体系，指的就是由一群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的学问的总

体。它主要用以解释和说明出版传播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从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高度阐明出版传播学的基本结构和学科性质，是出版传播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

升华。 

    探讨建构出版传播学的理论体系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探讨出版传播学研究的目的、

对象、方法及基本范畴，为研究现实出版传播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出版传播

学研究的科学化、学术化，而且在于唤醒学人对出版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关怀和投入，

寻求并确立中国出版学和传播学应有的地位，使其以全新的姿态进入新时代，影响并促进

人类社会的出版传播实践活动的发展。 

    二、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个概念系统，由一系列概念构成。这些概念各自在概念系统中的

地位和作用不同。其中，有些是基本的概念；其中，又有一个是最基本的概念，即核心概

念。这个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石。它的确立是该门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这

个核心概念蕴涵着该门学科的全部内容，是其全部内容的浓缩。换句话说，它的展开可以

派生出该门学科其他的基本概念和一般概念，可以派生出该门学科的基本原理。一句话，

它的完全而充分的展开就是该门学科的全部内容 [5] 。 

    出版传播学亦如此。“出版传播”是出版传播学这个概念系统中的核心概念，是出版

传播学的基石，整个出版传播学就是建立在“出版传播”基础之上的。“出版传播”是出

版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核心。全部出版传播学的概念乃至全部出版传播学的原理，都是

由“出版传播”的逻辑展开而派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出版传播学，构建出版传播学

的理论体系，不能不首先着力研究“出版传播”这个出版传播学的核心概念。 

    （一）出版传播（现象） 

    1．出版传播（现象）的定义 

    作为出版传播学的核心概念的“出版传播”，其定义应该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1）性质：“公之于众”式的社会传播。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

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 [6]。它是人们相互联系、结成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出版传播作为

信息整理、交换活动，无可置疑地成为人类社会传播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社会传播的一

个重要分支。出版传播的社会性，不仅指它自一开始就是应社会需要而诞生，并在社会推

动下发展，不仅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与社会的联系、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

指出版传播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从这个意义来说，出版传播史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史

的一个侧影。所以，出版传播从外在效果看是使人获得信息，从深层次看则在缓慢变更人

类的存在状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公之于众，即（将信息或知识）向公众传播，包含各种各样用意在于将信息或知识

传播给公众的社会现象 [7]。出版传播不同于情报传递、私人通信，它无疑是要向社会公

开、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可以说，公开是实现出版传播目的的根本途径，也是体现出版传

播价值的基本要求，而公众则是出版传播价值的基本指向 [8]。“公之于众”是出版传播

的内在要求。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将出版传播定义为“公之于众”。意即“向公众传

播”的“公之于众”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行为范畴，世间各种信息和知识向公众传播的社会

现象均属其中，很显然要大于出版传播。 

    （2）对象：作品。出版传播是出版传播主体作用于出版传播客体的活动。出版传播

主体是从事出版传播活动的人，出版传播客体则是进入出版传播活动接受出版传播主体作

用的对象。出版传播对象经过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把握出版传播对象时必须对这个历

史过程有所了解。关于最初的出版传播活动，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从有了竹木简

牍就有了出版传播活动，若此，竹木简牍上的内容就成了最早的出版传播对象。也有人认

为出版传播活动开始于纸介质书籍的出版传播，若此，早期的出版传播对象就是各种形式

的书稿。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版传播活动的领域逐渐扩大，进入出版传播活动的对

象也日益丰富多样，包括书稿等各类文稿、图片、绘画、书法、照片、软件等。随着社会

的发展，今后还会有新的出版传播对象产生。所以，“出版传播”定义在涉及出版传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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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时若限于某一种对象如资料、文稿之类，则有失偏狭；若采用形式逻辑中的全举法逐一

列出，则没有概括性且往往会受到对出版传播活动的理解的限制而不易举全。从出版传播

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凡是进入出版传播活动被出版传播主体处理的客体，不论其形式如

何、内容怎样，都是某种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即作品。 

    （3）手段：创作、编辑和复制。对出版传播内涵的理解除了明确其对象与性质外，

还要关注其手段。因为，“公作品于众”还不足以揭示出版传播的本质特征。那么是什么

可以将它与其他类型的传播区分开来呢？是公布、传播作品的手段。正是传播手段的不同

体现了出版这种传播现象的独特所在。出版传播离不开对作品的创作、编辑和复制。只有

将创作、编辑的作品的复制品公布给公众（读者）的活动才属于出版传播活动。“创作、

编辑和复制”是出版传播活动成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真正的出版传播活动少不了作品创

作，离不开编辑和复制，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关系。不创作作品，出版

传播无法开始。“没有作品，出版劳动就是‘无米之炊’，出版要素就无法成为现实的出

版行为”[9]。未经编辑的作品可以复制出来，也可以流传，但不能叫做出版传播。完成

创作、编辑的作品如果不经过复制，直接流传开来，也不属于出版传播活动。 

    （4）结果：接收者接收和接受。创作、编辑、复制和向公众公开，都只是作品的传

出行为，是构成出版传播的手段和重要环节。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这些环节还不足以构

成完整意义的出版传播。出版传播缺少不了接收者的接收和接受。接收者的接收表现为顾

客对出版物的购买或受赠、图书馆对出版物的采购和收藏等，接收者的接受则指接收者的

阅读及其对作品内容的接受行为。只有产生了行为的结果——接收者的接收和接受行为，

出版传播活动才得以真正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将出版传播定义为：人类创作、编辑作品，经过复制公之于众并被接

收或接受的社会传播现象（活动） [10]。 

    这一定义是一个总命题，是对出版传播的总体把握，揭示了出版传播这一概念反映的

对象的本质属性。但定义“只是用概括的形式揭示一个概念的内涵，不可能揭示事物的全

部的、丰富的内容”，总是不完全的 [11]。列宁说：“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

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12]所以，我们还应该从类

型、规律、目的等方面进一步理解出版传播。 

    2．出版传播的类型 

    我们对出版传播这一范畴，不仅要明确其内涵，而且要明确它的外延。要明确外延，

就要说明它的外延反映的是什么对象，包含了哪些分子（或子类），适用多大的范围。很

显然，对于出版传播这一普遍概念的外延，其包含的分子并非有限的、可数的，很难用列

举对象的方法来明确它的外延。但是我们可以采用对出版传播的外延进行划分的办法，尤

其是可以据其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将其分为若干个类，使每个类相对于其他类都具有确定

的地位，即通过分类的方法来明确出版传播的外延。 (ID: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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