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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籍 和 阅 读 走 进 直 播 间 ，在 图 书
推介、知识分享、交流互动中，人们看
到 了 以 直 播 推 动 全 民 阅 读 的 更 多 可
能性。

一些出版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有的出
版社确实很“出圈”，通过直播渠道的销售
情况也很可观，但部分直播平台的做法也
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的直播平台以所谓的“价格优势”
为导向，在直播中，“引流”几乎与“廉价”
划等号。打开直播平台，甚至不时看到

“有没有要书的”“1 元 1 本”“27 元 100
册”等场面。对这种反常的“压价”现象，
出版界也提出了质疑。

“直播售书在一些领域能带来销量的
增长，但需要行业规范。”陈洁告诉记者，
直播的折扣无序，有时也会给知识内容生
产和传播者带来负面影响。

据了解，图书出版流程包括选题策
划、编校、设计装帧、印刷、物流、仓储、推
广等，还囊括作者稿酬、版税、纸张等费
用，流程复杂，成本不菲。尤其是学术专
著和古籍整理图书，成本甚至要占到定价
的三成以上。

王武林表示：“一味以价格诱导读者，
不仅对行业本身不利，甚至容易给网民制
造一种错觉，即文化产品的廉价感。”

对于部分直播间价格混战、盗版书乱
象等问题，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要加强市场监管，落实平台责任，出台相
关政策和规范，切实保护出版商、作者、消
费者的权益。

此外，还有读者对一些主播的水准
提出了质疑。“主播向粉丝推介的图书，

自己是否都读了？”孔庆西直言不讳地
告诉记者，在直播中不时发现有的主播
避谈书本身的内容和价值，“闭眼拍”

“买买买”等叫卖式口号充斥直播间，直
播成了纯粹的“卖货”。有的直播间存
在虚假宣传的情况，如靠“亲签”“特装
书”“秘密档案”等为噱头，引导读者下
单，粉丝盲目消费的现象也不时出现，

“这些都脱离了读书的根本。”玄之又
玄说。

“知识放映室”正在考虑招聘新主播，
董领告诉记者，主播的选拔标准，除了要
有较强的沟通互动能力，一定要有相应的
专业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文化
情怀，这是我们平台的调性使然，也是对
读者负责。”

直播风头正盛。但从“直播热”到
“阅读热”，还需假以时日。当我们滑动
手机屏幕看直播时，更应关注如何让阅
读从“指尖”走到“心间”。书友们在直
播间下单后，也要从线上走到线下展开
阅读，方能实现从“开屏有益”到“开卷
有益”。

“直播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对培养
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阅读能产生潜移默
化的作用。但整体上，目前直播卖书更多
的是心灵鸡汤类等浅阅读读物。有些读
者的购书行为更像一种追星效应，是冲着
某位明星或者主播的非理性消费。”吴飞
告诉记者，当前，普通人的阅读时间不长，
阅读量也不大，线下读书有待进一步铺
开。“培养读书风气有一个过程，需要全社
会的价值认同和共同支持，因此培育文化
氛围很重要。”吴飞说。

让阅读从“指尖”入“心间”让阅读从“指尖”入“心间”

4 月 19 日，世界读书日前夕，2024 年浙江省全民阅读系
列活动在湖州启动，读书会、论坛、朗诵大赛、阅读推广等160
余项相关活动，随即在全省展开。

今年全国两会，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连续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从最初的“倡导全民阅读”，到“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再到“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全社会“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益浓厚。

在“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与“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进程
中，读书早已不再停留于线下。近年来，随着直播兴起，直播
读书节目和直播售书不断涌现，把书香吹进了屏幕里。尤其
是今年开年以来，多位传统文学刊物主编与作家陆续走进网
络直播间，和主播对谈交流，与网民在线互动，引发图书、杂志
销售热潮。

今年 1 月，在 2024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现场设置的直播
间多达百余个，其中不乏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
出版机构。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认为，直播等传播新
形态有助于打破传统文学“壁垒”，助力全民阅读走向深入。

“我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究竟什么是礼？实际上，
礼存在于方方面面，像这套《颜氏家训》就属于家传智慧之礼，

《岁时广记》就属于民俗之礼，特别是这本《居家必用事类全
集》，能让我们知道，其实礼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镜
头前，小朱滔滔不绝，并围绕传统社会中的交往之道、婚礼、乔
迁礼，乃至养生食谱等话题，不时和粉丝隔空互动。同事们则
在一旁打“助攻”，适时在屏幕上弹出图书链接、互动信息。

和校门外的车水马龙相比，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校园内
显得格外静谧。位于校园西侧，绿树掩映下，一栋颇具年代感
的六层筒子楼，就是浙江大学出版社。

在出版社二楼，市场运营中心产品营销部的办公室里分
外热闹，这里也是小朱和同事们的直播间。20平方米左右的
办公室，除去办公区域，几乎都被书“占领”。

浙江大学出版社抖音直播间于2022年4月筹建，小朱是3
位主播之一。两年运营下来，账号已积攒了7.2万名粉丝。“我
们的粉丝增长比较稳定，‘老粉’的复购率也比较高。”小朱说，
每周二、四、日12时至14时，除了一些特殊安排，她和另外两
位主播都会轮流准时与读者“见面”。

浙大出版社直播间的日常，也是越来越多出版社的常
态。数字化时代，阅读形态不断变迁，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听
书，再到如今的直播，越来越多的人涌进直播间。直播热，正
在建构新的阅读场。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市场——《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
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
模达 10.74 亿人，移动端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 187 分
钟，日直播场次超过 350 万场，71.2%的用户因观看短视频/
直播购买过商品。另据《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短
视频渠道即短视频售书和直播售书，仅次于平台电商，成为第
二大图书销售渠道。

浙江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副总经理陈洁教授认为，
网络直播契合了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对提升销量具
有重要意义。出版社要适应读者需求变化，积极拓展网络直
播渠道，以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

“出版社官方账号直播的可信度高，主播推介书籍的质量也
值得信赖。”书友孔庆西是浙大出版社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他
告诉记者，通过主播的介绍，不仅对书籍装帧和内容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也能及时了解出版界当前的风向。

读者在哪里，图书营销就跟进到哪里。近两年，浙江古籍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浙江本土出版机构，纷纷入驻抖音
直播间。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关俊红告诉记者，直播不
仅增加了出货渠道，也有助于扩大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

不少作者也陆续走进直播间。例如今年年初，“与辉同
行”直播间邀请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做客，与董宇辉、俞敏洪一起探讨文学之路。

实体书店自然也坐不住了。宁波鄞州书城分别在微信视
频号、抖音、微店开通直播，推介少儿文学、绘本类等书籍。北
京风如松书店，不久前宣布重新开业。书店主理人丁永勋表
示，将考虑做视频直播，以扩大书店的影响力。

“出版机构、实体书店开设直播间是大势所趋。”浙江大学
人文学部副主任、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飞说，“在短视频
和直播时代，阅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销售渠道和营销方
式也在发生变化。”

出版社里冒出直播间

在直播间，粉丝经常会围绕图书的装
帧、版本、内容和价格优惠等话题，向主播
提问。“我们必须准确掌握图书销售政策，
比如折扣等。此外，对古籍相关专业知识
也要及时了解。”浙江古籍出版社融合发
展中心主播小八说，在直播互动过程中，
及时收到粉丝的反馈，有助于丰富图书推
介的品目。

此外，主播也会邀请出版社的编辑做
客直播间，和粉丝聊书籍内容和编辑过
程。小八告诉记者，直播团队还会把直播
间搬到书展现场、仓库、样书室等处，丰富
直播场景，给粉丝带来更多新鲜感。

“直播搭建起一座连接读者和出版社
的桥梁，既能让出版社及时收到读者反
馈，也有助于加强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连
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关俊红说，通
过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出版社从幕后走向
前台，实现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为了更好地和粉丝互动，读书也成了
主播的日常必修课。“每天都要看书，不仅
要拼命记住很多知识点，还要把书中有意
思的内容挖出来。”小朱告诉记者，只有具
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和粉丝聊出内
容，“有的粉丝问题比较专业，我们平时更
要做好功课。”

一些书友认为，与传统“独处”的阅读
方式不同，主播的直播讲解可以起到伴读
作用，给用户带来陪伴式的阅读体验。同
时，直播中加入主播个人解读的二次创
作，创造了知识服务的新模式，能给读者
带来更多元的体验。

近年来，直播售书之外，《央央阅读》
《书行者》《赵健书房》等直播阅读节目也
相继涌现。名家、作者走进直播间和读者
交流互动，主播和作者对谈、直播知识分
享等，形式更加多元，内容日益丰富，不断
拓展着直播阅读的外延。

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自媒体工作室
“知识放映室”，主打传统文化内容短视频
制作和网络直播。创始人董领酷爱古诗
词，如今，兴趣成了职业。每周两次直播，
围绕李白、王维、苏轼等，董领在直播间和
粉丝分享这些唐宋名家的作品、故事。

从唐宋上溯到先秦两汉，再到魏晋南
北朝，在一次次分享和互动中，不同观点
在直播间碰撞。“粉丝在观看直播过程中，
会不时询问与话题相关的书籍，我也会作
有针对性的推介，售书更像一种顺带行
为。”董领说，直播间的交流互动，时常激
起粉丝们对一些书籍的兴趣。

除了自己做直播，董领还会邀请作者
做客直播间。去年2月，青年作家景步航
来到“知识放映室”直播间，和粉丝们聊起
了蔡文姬、卓文君、上官婉儿、李清照等古
代才女的故事，以及她们流传千古的诗
句。在直播中，董领还邀请景步航围绕如
何培养孩子对古诗词的兴趣等话题，和粉
丝在线交流。

对直播间的粉丝来说，话题互动和知
识分享常常会引发讨论。孔庆西告诉记
者，在观看直播过程中，一些粉丝抛出的
话题能引起不小的共鸣，这也促使他更主
动地接触相关书籍。书友玄之又玄说，直
播不仅让出版社直接面对普通读者，对于
建立社群也有积极作用，“在直播间，很容
易找到有共同阅读爱好的书友。”

“无论是直播售书还是各类直播节
目，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交流属性。多样性
的直播阅读内容和形式，不仅丰富了读者
的阅读体验,也激发了大家的阅读兴趣，
能够影响更多爱书人和潜在读者。”浙江
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书籍
探索编辑部”直播团队指导教师王武林告
诉记者，这对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推
广阅读都具有积极意义。

带来更多元阅读体验

读屏时代为人们提供更多阅读新场景——

且借直播热 平添书香浓
本报记者 陈黎明

 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浙江古籍出版社主播小八（右）把直播间搬到了展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为了更好地和粉丝互动，阅读成了浙江大学出版社主播小朱每天的必修课。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摄
 “与辉同行”直播间邀请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做客（视频截图）。

4 月 19 日，2024 年浙江省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州举行。图为小朋友们现场朗
诵《少年中国说》。 共享联盟·南浔 费腾辉 陆志鹏 摄

据新华社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于
4月23日至25日在云南昆明举办。本届
大会以“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
主题，交流推广全民阅读工作经验，引导
人民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进一步涵育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

据了解，大会将举办全民阅读系列宣
传推广活动，深入探讨阅读与城市发展、
阅读与民族团结、阅读与图书馆、阅读与
生态文明、青少年阅读等话题。大会期
间，还将组织全民阅读大讲堂，邀请知名

文化学者开展讲座；在昆明海埂大坝设置
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市，为群众带来文
化大餐，让群众更好感受阅读魅力，激发
全社会阅读热情。

自2006年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倡议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不断
加强优质内容供给，创新阅读活动方式方
法，完善阅读设施和服务体系，大力保障
特殊群体阅读权益，全民阅读工作形成了
党委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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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在小伍份村图书室开展阅读分享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