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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列奥·洛文塔尔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已经开始以受众为中心的文学社会

学研究。 在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分析了 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在数量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变

化， 以及这些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不仅促成了文学消费市场化和大众化， 提升

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地位， 还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标准和方向。 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分析运用跨学科的

研究方法， 为文学发展趋势研究提供了更丰富全面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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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进入 ２１ 世纪的数字媒介时代以来， 文学

发展开始陷入 “内忧外患” 的窘境： 在外， 文

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新兴的视觉文化、 娱

乐大众化和文化消费商品化的强烈冲击； 在内，
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通俗文学作品通过网

络、 手机等传播方式成为受众最广、 最有社会关

注度的文类， 而艺术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则进入了

低迷时期。 如何 “解决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娱乐

化倾向问题， 促进文学良性发展” 是近年来文

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一个要点。 文学的发展研究

不能忽略 “社会” 这个关键因素。 作为文学与

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１］， 文学社会学主要考察

某个特定社会中文学的生产和分配， 涉及的方面

包括书籍的出版流通方式， 作者和受众的社会构

成、 文化水平及其品味的社会决定因素等。［２］ 文

学社会学不仅为文学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

资料， 也启发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列奥·洛文塔尔 （ Ｌｅｏ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 在文学社会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在他的专著 《文学、 通俗文化和社会》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中， 洛文塔

尔探讨了作为艺术和商品的文学、 作家的社会角

色以及受众价值观三者之间的关系。［３］ 国内外的

一些学者认为洛文塔尔有关受众阅读反应和接受

行为的研究首开了读者接受研究范式的先例。［４］

但洛文塔尔所关注的 “受众” 不是接受理论中

生成文本意义的想象中的 “读者”， 而是社会历

史中真实的 “听众、 观众和读者”。 在漫长的历

史中， 文学受众的构成和认知随着社会发展不断

变化，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和文

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 笔者在洛文塔尔的

文学社会学研究基础上， 以 １８ 世纪英国为例，
分析受众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１８ 世纪

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 报

刊、 杂志和小说开始流行， 娱乐性通俗文学的泛

滥引起作家和批评者的焦虑［３］９２； 但也是在这一

时期， “文学” 概念具有了更清晰的特征， 文学

史第一次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点鲜明且重

要的形式。［５］对于这一关键文学时期的受众分析

不仅有助于了解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变化

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也为当下有关文学娱乐

化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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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

关于英国现代社会早期受众的记录是比较少

的， 目前有关受众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社会学和

历史学相关文献、 书籍发展史研究、 阅读史研

究、 个人传记、 私人日记和信件等。 在全民教育

还未普及的年代， 是否具有读写能力是文学受众

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在 １８ 世纪的前几

十年， 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识字

的人比上个世纪增加了许多； 妇女们尤其渴望成

为读者， 具有读写能力正在成为商人和店主这类

职业的先决条件。” ［４］５２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数量增加和阶层拓展两个方面。
（一） 受众数量的增加

在中世纪的欧洲， 控制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的

数量是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之一。［６］８４

拉丁语是知识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 具有读写

能力的人基本集中在贵族、 富有的商人、 神职人

员和学者阶层， 人数数量从社会整体来看只占很

少的一部分。 从书籍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阅读是

少数社会精英才能享有的特权： “１５ 世纪出版的

的书籍中四分之三都是拉丁文……这表明大部分

的书籍购买者仍然属于那部分有机会在学校和大

学学过拉丁语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医生、
律师、 神职人员、 教师， 以及那些来自富裕家庭

有机会受过类似教育的人。” ［７］

早在 １４ 世纪乔叟就已经用 《坎特伯里故事

集》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ａｌｅｓ） 证明了英国本土语

言———英语的语言价值和艺术价值， 但英语在英

国普通大众中的传播和推广则是受益于 １６ 世纪

开始的宗教改革。 相比于天主教对圣人崇拜的推

崇和对奢华的教堂装饰的痴迷， 新教是一种

“书籍文化”， 强调阅读新教改革者的作品和圣

经。［６］７８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读懂圣经， 英国

开始致力于读写教育的普及。 尽管还未形成一个

完备的教育体系， 到了 １８ 世纪， 除了一些偏远

的农村地区和北部的一些新兴工业城镇外， 老式

文法学校、 英语学校、 为穷人开办的慈善学校和

各类非捐赠的学校已经遍及全国。［８］３８ 推广读写

教育的效果非常显著， 能够阅读圣经的人的数量

增长也意味着文学潜在受众数量的增长。 据保守

估计， １８ 世纪初已经印制了超过 ５００ ０００ 本圣

经； 除了圣经， 接受面最广的是班杨的 《天路

历程》 （Ｔｈｅ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不计入盗版、 简

写和重写的版本， 在 １６７８ 和 １７９２ 之间出现了

１６０ 多个版本。［９］２６２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促进具有读写能力的人

数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一些偏远的农村

地区， 文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但在城

镇， 具有读写能力开始成为职业需求和生活需

求。 城镇的中间阶层———贸易商、 制造商、 店

主、 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基本具有读写能力，
或者至少有读的能力。 伦敦的大部分商店用文字

的店名代替了原来的图案招牌， “这无疑表明越

来越多的人相信文字交流可以被比例足够大的人

们所理解”。［８］３８在一些像克劳利钢铁厂 （Ｃｒｏｗｌｅｙ
Ｉｒｏｎ Ｗｏｒｋｓ） 这样的大型企业中， 工人的行为规

则、 工作程序和合同都是文字印刷版。［９］２６５

从 １６ 世纪开始， 为了更好地参与宗教、 经

济、 政治和文化生活， 普通民众对读写能力开始

有了需求； 但直到 １８ 世纪， 具有读写能力的人

的数量才开始有了明显增长， 文学受众的数量也

随之增加。 １６ 世纪的头十年， 在英国出版的书

籍大约是 ４００ 种左右， １７ 世纪的 ３０ 年代出版了

大约 ６ ０００ 种书， １８ 世纪初出版的书籍种类已经

达到了大约 ２１ ０００ 种， １８ 世纪末则超过了

５６ ０００种。［１０］

（二） 受众阶层的拓展

１８ 世纪英国文学受众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

受众阶层的下向拓展。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文学受众数量的增加不是在原有精英阶层基础上

的人数增加， 而是来源于普通民众。 精英阶层的

读写掌握率一直是百分之百， 变化明显的是住在

城镇或者乡村的中产阶层， 包括手艺人、 店主和

富裕农民。 据统计， 中产阶层的读写掌握率 １８
世纪在 ７５％至 ８５％ 之间， 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

值。［６］１０９ “富裕的农民、 店主和商人的财富积累

越来越多； 这个中间阶层的变化很可能是十八世

纪阅读公众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进入了以前

以少数财富和地位并重的商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的

文化轨道。” ［８］４１这些新兴中产阶层通过购买和阅

读书籍来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升和巩固他们的社会

地位。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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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工人、 学徒和家庭佣人

也成为了文学受众的组成部分。 相比于新兴的中

产阶层， 出身贫穷的民众为职业需要而学习读写

的动机小、 学习阻碍也更多， 但确实有一部分人

在个人兴趣或者志向的鼓舞下， 通过学校学习、
自学等途径掌握了读写技能， 成为积极的读者。
农场工人斯蒂芬·达克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ｕｃｋ） 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 他不仅是文学读者还是作者，
他创作的田园诗歌 《脱粒工的劳动》 （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ｅｒｓ Ｌａｂｏｕｒ） 是 １８ 世纪工人阶级诗作中的

名篇。 达克的母亲认为学习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没

什么用， 在他 １４ 岁的时候让他退了学； 他的大

部分自我教育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进行的， 这

位在伦敦工作过的朋友给达克带来一个小型图书

馆， 其中有米尔顿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 的诗集、 塞涅

卡 （Ｌｕｃｉｕｓ Ａｎｎａｅｕｓ Ｓｅｎｅｃａ） 的哲学著作和一本

英文字典。［９］２６０同样来自相对贫困人群的另外两

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学徒和家庭佣人———比体

力劳动工人拥有更多的阅读时间和机会。 他们的

工作不像体力劳动工人那么辛苦， 有闲暇的时

间， 富裕的主人家里也通常会有书籍。 著名的书

商詹姆斯·拉金顿 （ Ｊａｍｅ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是鞋匠

的儿子。 在当学徒期间， 出于 “对知识的渴

望”， 他不仅向女主人学习读写， 还每周付三个

半便士让主人最小的儿子教他拼读一个小

时。［９］２５９

对这些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受众而言， 更多

的时候是购买力而不是读写能力限制了他们的阅

读机会。 很多佣人和体力劳动者可能已经拥有适

用的阅读技巧， 但他们的收入却负担不起阅读新

书的费用。 １８ 世纪书籍消费市场化的发展和文学

传播媒介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三、 受众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洛文塔尔认为英国在 １８ 世纪已经形成文学

的大众消费， “如果 ‘大众’ 媒介这术语用来表

示为实体性存在的为购买大众所生产的大量的可

销售文化产品的话， １８ 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可以

有意义地使用这一术语的第一个时期”。［３］５２实际

上， 这个时期的 “大众” 数量还远未达到我们

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所具有的规模， 但文学确实已

经开始具有 “大众” 影响力。 受众数量的增长

给书籍消费带来更广阔的市场， 促进了印刷业和

出版业的发展； 而传播媒介的繁荣又进一步扩大

了文学受众的范围， 进而提升文学在社会生活领

域和社会文化结构内的地位， 同时也影响了作者

的创作标准。
（一） 文学消费大众化

书籍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的理想传播

方式， 文学的发展与出版业和书籍贸易的发展紧

密相关。 在现代印刷技术刚开始传播的 １５、 １６
世纪， 文学在出版书籍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书籍

出版商的关注点是 “西方文明的古老基石”， 大

量出版的书籍多与宗教或专业知识相关， 包括：
拉丁文圣经、 宗教典籍、 法律典籍和传自阿拉伯

医学著作等。［１１］除了一些享有盛誉的中世纪经典

作家， 如意大利的但丁、 薄伽丘， 德国的艾森巴

赫和本国的乔叟、 莎士比亚等， 当代作家用英语

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数量很少， 流

传到后世的有声望的作品并不多。
进入 １８ 世纪后， 英国出版业和书籍贸易发

展开始繁荣起来。 除了技术、 政治环境和政策方

面的原因外， 受众数量增加即潜在消费者的增加

是英国出版业和书籍贸易发展的直接刺激因素。
英国在 １８ 世纪经历了两次阅读高潮， 第一次在

３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阅读材料的激增， 第二次是在

最后 ２０ 年读者数量的增加。［４］５６传播媒介在传统

书籍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类型： 报纸、 期刊和杂

志。 萌芽于 １７ 世纪的报纸、 杂志和期刊， 在 １８
世纪正式发展起来。 第一个伦敦日报 《每日新

闻》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ｕｒａｎｔ） 于 １７０２ 年开始出版；
第一家地方性的周报 《诺威奇邮报》 （Ｎｏｒｗｉｃｈ
Ｐｏｓｔ） 于 １７０１ 年开始出版。［１２］２３６由约瑟夫·艾迪

生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ｄｄｉｓｏｎ） 和理查德·斯蒂尔 （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Ｓｔｅｅｌｅ） 合办的 《观察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采用时事加高质量评论的方式， 被认为是业内的

经典。 爱德华·凯恩 （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ａｖｅ） 创办的

《绅士杂志》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载有每

月新闻的摘要 （包括议会辩论的官方版本， 逐

字报道是非法的）、 新书书目和简介， 以及一些

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文章。［１２］２３７ 《绅士杂志》 很受

读者欢迎， 是英国期刊史上最成功的杂志之一。
报纸和各类期刊杂志的流行带动了以伦敦为中心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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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到各级城镇、 乡村的印刷品销售网络的形

成。 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 在英国的各级城镇已

经可以购买到书籍， 但 “有组织且合理有效的

地方级贸易的发展则是在十八世纪才出现

的”。［１２］２３８伦敦是书籍出版和贸易活动的中心，
伦敦书商在伦敦和地方的出版媒体上为他们的新

书打广告； 地方报纸的印刷商根据这些广告向伦

敦的出版商下订单订购书籍， 再通过地方报纸销

售的渠道或者书店将书籍卖给需要的客户； 通过

这样的销售网络， 即便是住在比较偏远地区的人

们， 只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就能买到伦敦的流行书

籍。 对于 １８ 世纪普通英国人的收入而言， 书籍

的价格还是偏高的。 为了吸引更多的购买者， 出

版商推出了价格不同的各种书籍版本。 “为士绅

和富商的图书馆准备的精美的对开本价格为一个

或几个几尼 （几尼是英国旧时的货币单位， 合

１ ０５ 英镑）， 而内容相同的 １２ 开本只需要 １ 到 ３
先令不等 （１ 先令合 ０ ０５ 英镑）。” ［８］４１从 １８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流通图书馆对公众阅读

的进一步普及功不可没。 大多数的流通图书馆里

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公众通过付费的方式借

阅图书、 杂志和报纸。 流通图书馆吸引了各个阶

层的读者， 借阅各类读物的顾客不仅有来自较低

社会阶层的工人、 女佣， 也有来自中上阶层的绅

士、 夫人和富裕家庭的年轻人。 流通图书馆促成

了 １８ 世纪小说阅读公众最显著的增长。［８］４３文学

消费开始步入大众化的进程。
（二） 文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在 １８ 世纪的英国， 人们有了新的文学读物

种类， 书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容易获得，
由奢侈品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开始有机会体会到原来只有贵族、 富人、 学者

们才能享受的阅读乐趣。 受众面的拓展使文学在

原来所具有的个人化的消遣、 审美或是哲思的功

能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化的文化和和政治功能。
文学消费和文学阅读开始成为英国社会的主

流文化活动。 购买书籍和期刊等阅读材料的花费

低于去剧院看戏、 欣赏歌剧或者购买绘画作品等

同时期别的类型的社会文化活动。 普通剧院的票

价是 １ 到 ４ 先令， 一场意大利歌剧的标准价格是

１０ 先令 ６ 便士 （１ 先令合 １２ 便士）， 国王剧院

一季度的系列音乐会的票价是 ４ 几尼； 而最便宜

的书籍售价只需要 ２ 便士。［１３］而且， 实际读者的

数量远超过书籍购买者的的人数。 亲戚、 友人之

间可以互相借阅藏书， 流通图书馆、 读书俱乐部

等机构也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机会。 “文学社团和

阅读组织遍及整个伦敦， 各郡也竞相仿效。 市内

和郊区咖啡馆日益成为社交活动中心， 人们聚在

一起阅读或者听别人大声朗诵报纸和杂志上的内

容， 讨论他们所读到的、 听到的故事。” ［３］５６文学

接受在公众中的流行程度从理查森 （ Ｓａｍｕ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的小说 《帕米拉》 （Ｐａｍｅｌａ） 引发

的媒介事件中可见一斑。 据报道， 当普雷斯顿镇

（Ｐｒｅｓｔｏｎ） 的人们在该小说的公共朗读活动中听

到帕米拉最终嫁给了原先引诱她的 Ｂ 先生时，
爆发出欢呼， 教堂甚至还为此敲响了钟声。［１４］３５１

哈贝马斯 （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在 《公共领

域的结构转型》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中分析了 １８ 世纪英国怎样通

过报纸、 期刊和书籍等文学传播方式建立起社会

公共领域。［１５］广泛的社会公众影响力吸引政治介

入文学领域。 不少地位突出的作家的作品都带有

明显的政治批判色彩， 比如迪福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ｆｏｅ）
的期刊文章、 斯威夫特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ｗｉｆｔ） 的 《格
列佛游记》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和蒲柏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ｐｅ） 的 《愚人记》 （Ｔｈｅ Ｄｕｎｃｉａｄ）。 小说的

流行， 报纸和期刊的推广， 以及在咖啡馆、 图书

馆、 剧院等公共场所关于文学的讨论活动推动了

公共舆论的发展。 文学公共性的建立促进了英国

在 １８ 世纪末建立起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１４］３５３

公众对社会时弊、 政府执政、 党争和爱国主义等

政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化功

能， 提升了文学的社会价值。
（三） 文学创作的调整

在文学领域内部， 受众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作

家们的创作。 早期的文学受众是一个比较同质的

精英群体， 作家们了解这些贵族、 乡绅和学者的

品味和爱好。 在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早期， 增加的

受众主要来自富裕商人和有产者构成的上层中产

阶级， 他们倾向于认同贵族的审美和需求， 作家

们无需调整就能适应这类新兴受众的需求； 到了

１８ 世纪中期， 增加的受众中不仅有商人和地主，
还包括店主、 职员、 学徒和农民， 这些新兴受众

大多没有接受过扎实的古典教育， 他们的文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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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阅读兴趣与原有的精英受众并不一致。［３］９７

文学消费的市场化意味着受众已经成为作家的衣

食父母， 作家要通过满足更广泛的公众而不是一

两个贵族或者赞助人的文学需求来维持生计。
洛文塔尔分析了 １８ 世纪的一些知名作家和

批评家， 如蒲柏、 菲尔丁 （Ｈｅｎｒｙ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和

约翰逊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人关于新兴的受众

和文学评判标准的讨论， 认为他们尽管未能找到

一个被作者和受众都认可的普遍标准， 但 “任
何有关文学标准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接受

经验” 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这体现了作

家对受众的依赖。［３］１０３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 缺

乏古典文学审美经验、 也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的新

兴受众群体期待更简单易读的文学作品； 相比于

审美和哲思体验， 他们更注重接受对象的知识、
信息传播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

受众兴趣和品味的改变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正

负两方面的影响。 有利可图的文学市场吸引了各

种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加入写作的队伍， “那些想

挣点外块的家庭主妇和簿记员现在也开始写小说

了， 就像先前的乡村牧师涉足植物学和考古学一

样”。［４］７０读者众多的流行读物未必都是高质量的

优秀作品。 一些出版商为了经济效益专门出版一

些粗制滥造、 跟风写作的通俗小说。 密涅瓦出版

社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Ｐｒｅｓｓ） 专门为流通图书馆的市场出

版哥特式风格的小说； 这些出版物与 “文学佳

作” 毫不沾边， 是没什么底线的低俗读物。［１２］２４５

１８ 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们曾担心这些低俗作品

的泛滥会拉跨 “文学的标准”。［３］９２但事实证明这

些低质量的作品很快被历史湮没， 整体受众品味

和文学标准并未被这些作品拉低。 受众变化对文

学更重要的影响在于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了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作家们开始尝试

新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技巧。 １８ 世纪兴起的文学

新形式———报纸、 期刊和小说———与新兴受众群

体的品味和兴趣直接相关： 这些文学新形式迎合

的是一种快速、 不用太经心、 无需深刻思考的阅

读习惯。 如何让作品在普通大众的接受需求和传

统审美所追求的艺术性、 深刻性之间取得平衡是

成为优秀作家的关键。 像迪福、 菲尔丁和斯特恩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ｔｅｒｎｅ） 等被奉为 １８ 世纪经典作家们

既受同时代读者欢迎， 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他

们的成功之处在于： 他们的作品同时满足了普通

大众和精英受众的品味需求， 不仅注重体现还温

和地讽刺了那一时代流行的价值观。 他们以不引

起精英受众反感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品味的界限，
开创了新文类。［１６］

四、 结　 语

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数量的增加和构成阶层的

平民化拓展促进了文学消费的市场化和大众化，
提升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地位， 还影响了作家的创

作标准和方向， 使英国文学的发展跨进了一个新

时期。 由 １８ 世纪英国受众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

响可以看出： 除了外部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外，
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作家和受众互相作用的结

果， 文学受众的主体构成、 教育程度、 社会身份

和阅读目的等等都是影响作者创作的关键因素。
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是探讨目前文学发展

中所面临的娱乐化问题和进行文学发展趋势研究

不可忽略的一个分析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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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ＪＯＨＮ ＦＥ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ｏｏｋ ｍａｒｋｅｔ １６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 ／ ＳＩＭＯＮ ＥＬＩＯ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ＯＳ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２００７．

［１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ＨＵＭ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ｅｉｇｈ⁃
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ｐｒｉｃｅｓ， ｂｕｙ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 ．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７７ （４）：
３７３ － ４１６．

［１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ＬＩＮ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ｏ⁃
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ｓｔｙ ［Ｍ］ ／ ／
ＰＡＵＬＡ Ｒ ＢＡＣＫ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ＩＮＧＲＥＳ⁃
Ｓ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２００５： ３５１ － ３５３．

［１５］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Ｍ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ＵＲＧ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５７ － ６７．

［１６ ］ ＤＯＵＧ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１７００ － ２０００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３５．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ＫＯ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ｅｏ Ｌｏｖｅｎｔｈａｌ，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ｏｖｅｎｔｈａｌ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ｄｉ⁃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Ｌｏｖｅｎｔｈ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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