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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床，打开智能音箱，一边刷牙洗

脸，一边听文学经典；走进地铁，戴上降噪耳

机，碎片时间也能追有声连续剧；临睡前，轻

柔的音乐从助眠类播客中缓缓流出……

第十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超三成（32.7%）成年国民养成了听书

的习惯。用耳朵“读”书、听课、追剧、社交成

为新潮流。今天的有声阅读，播客、音频类

APP 等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着全民阅读的

浪潮不断奔涌。以声为媒，阅读呈现出更多

可能。

形态更多

纸电声同步成为标配

“ 跨 过 鸭 绿 江 ，那 是 一 片 极 寒 的 战 场

……”低沉男音响起，娓娓道来电影《长津湖

之水门桥》的故事。电影的原著长篇小说

《冬与狮》改编的有声专辑，2022 年春节前夕

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早于电影上映。

像这样由影视 IP 开发而来的有声作品

并不少见。去年以来，包括《觉醒年代》《突

围》《雍正王朝》等诸多热门影视 IP 的精品有

声剧纷纷上线。

如今，“纸电声”同步发行成为许多书的

标配。形态转变的背后，是平台和出版行业

对阅读形态的探寻。

今年 4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后

翼弃兵》中文简体版，纸质书一问世，电子

书、有声书也同步上线。“现在是‘纸电声一

体’融合出版，无论你是视觉型还是听觉型

学习者，都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人民文

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与科技部主任赵晨说，

“ 新 书 从 内 容 版 权 环 节 就 开 始 融 合 开 发 ，

已 出 版 的 图 书 会 在 加 印 时 附 上 带 有 听 书

二 维 码 的 书 签 ，这 是 动 态 更 新 、互 相 带 动

的过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成立了数字融

合出版的专门部门，2018 年正式进入有声书

市场，并且搭建了自有店铺“人文读书声”，

已有“‘茅盾文学奖’系列”“百种中外文学经

典”“语文阅读推荐丛书”等 200 多本有声书

上线。

传统出版机构开展有声书业务最大的

优势，在于持有大量经典作品的版权和优质

内容。不过，不论品类如何多样，“内容为

王”依旧是业界共识。

赵晨对此深有感触：“网络文学改编的

有声书故事性强，受到年轻人欢迎。但是有

声书市场需要面对不同人群，尤其是文学经

典，很重视语言文字的魅力，转化时会尊重

原著，不轻易改编。”

“在筛选已有内容开发有声书时，追逐热

点是对用户不负责的表现。”得到APP听书业务

负责人李南南是多本有声书的解读人。他认

为，书的真实价值不能通过营销来体现，“比如

一段时期，市场上会涌现一批同主题的畅销

书，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也只是昙花一现。”

值得一提的是，“先有音频再有纸书”的

反向出版成为一种新趋势。比如，有声书

《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在喜马拉雅平台

总收听量超过 1 亿次，在其基础上出版的系

列书籍也受到欢迎；儿童科普读物《小亮老

师的博物课》也来自有声专辑，销量已超 90
万册，并入选中宣部出版局评选的 2022 年向

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出版物。

体验更佳

智能技术提升声音品质

随着 5G 和 AI（人工智能）发展，TTS（文

本转换语音）技术已经渗透到有声阅读的各

个环节。由 AI 写作、演播的有声小说、新闻

资讯等陆续出现，在许多音频类自媒体、读

书 APP 中得到应用。只需对着手机说几句

话，机器就可以“复刻”你的声音；虚拟主播

一天可以录制 500 万字的有声书，录制成本

能节省 90%以上。

“TTS 技术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

度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有声内容生产的效

率。目前通过最新技术创作生成的有声内

容，效果能达到与真人声音难以分辨。”喜马

拉雅 AI 语音实验室负责人卢恒介绍。

“由于音频独特的陪伴属性和高度多样

化的适配场景，人们在睡前、通勤、学习、工

作、体育锻炼和做家务时，都可以享受听书的

乐趣，让流淌的碎片时间变得有意义。”喜马

拉雅创始人兼 CEO 余建军说，尽管纸书有海

量库存，但开发精品有声书成本很高。要满

足日益增长的听书需求，快速转化成有声产

品形态，AI提供了一个更便捷的入口。

尽管语音合成技术已经较为成熟，然而

还有很多垂直场景有待探索。比如有声剧、

广播剧等长音频内容，涉及单播、双播、群播

等多个声道，还有数字虚拟形象的应用，需

要更为逼真的效果。

“去年我们‘还原’了评书表演艺术家单

田芳的声音，评书的故事情节跌宕，有很多

情绪表达，依靠当前主流的 TTS 框架模型很

难合成，就要设计单独的韵律提取模块，才

能把声感复刻得原汁原味。”卢恒说。

目前看来，AI 主播仍需不断成长。或许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一

个艺术化的优质音频作品从文本到有声化

的创作，可以全部由 AI 实现。

“AI对真人主播不是替代，而是补充。”卢

恒说，“多播剧本中，AI 主播可以和真人互相

配合。”李南南认为，主播在讲书的时候，听众

能够敏锐地察觉他是在机械朗读还是真正有

自己的理解，播报效果好不好，在于有没有深

度掌握内容，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选择更广

小众品类满足多元需求

最近，一则“广播剧播放量破亿”的消息

登上热搜，这一声音品类正逐渐走入更多人

的视野。广播剧像是“耳朵里的戏”，不仅让

听众读完一本书，还通过人声、音乐、音效来

讲故事，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在有声阅读中，广播剧是一个细分的垂

直领域。海量网络文学作品、高改编价值的

IP 以及逐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吸引了一大批

专业配音工作室和社团将目光投向广播剧，

为声音追剧的兴趣圈层正在日渐庞大。

“广播剧的生产更像是一个艺术创作过

程，前期的剧本改编、试音选角，中期的录制、

音乐制作，后期的混音等，整个过程要半年甚

至一年。”配音团队 729 声工场联合创始人张

怡然是一名 80后，因为热爱而进入这个行业。

连载历时两年、今年正式收官的精品广

播剧《三体》，就由 729 声工场参与制作，以

1.1 亿次的播放量成为全网播放量最高的科

幻广播剧。《山海情》《鬓边不是海棠红》《全

职高手》……团队成员还参与过多部影视剧

与广播剧的配音。

为优质内容找到最合适的声音表达者

并不容易，不是会模仿或音色好听就行。“比

如表现两个人对话的场景，要构思人物关

系、距离、内心世界，情境中的情感表达，演

绎能力是关键。”729 声工场成员郭浩然担任

过多部剧的配音导演，也曾为《山海情》《觉

醒年代》等电视剧配过音。他感叹，广播剧

定调特别重要，尤其是头几集，反复修改、重

录，才能找到最符合的基调。

尽管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广播剧依然主

要活跃在小众圈层。

“《三体》广播剧刚上线的时候，也曾被

质疑为什么没旁白，人们接受新的阅读媒介

总需要一个过程。”张怡然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正在尝试更多题材，比如科幻、悬疑、

刑侦，希望未来广播剧有更丰富的类型，为

大众提供更多选择。”

（实习生王艺晓参与采写）

用耳朵“读”书、听课、追剧、社交，正在成为新潮流

听书时代，“悦读”随享
本报记者 陈圆圆

第十九次全民阅读调
查报告显示，2021 年，我
国超三成成年国民养成了
听书的习惯。今天的有声
阅读，播客、音频类APP等
新模式层出不穷。平台、
出版社等各方正在努力创
作精品有声内容，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丰富多样的
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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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谁培养人、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

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

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广大青年努力

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用

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高校要注重

发挥数字赋能作用。

强化顶层设计。高校要充分发挥学校

主阵地作用，深挖红色资源内涵，打造红色

教育高地。以“互联网+党建”的方式，结合

5G、虚拟现实等技术，搭建“红色基因库”。

通过数字赋能，在网络云平台上，以线上红

色讲堂、青年大学习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校

园环境，上好“大思政课”，营造“全员育人、

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氛围。

提升高校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高校可以通过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探索

建设“智能+”新型基层教学组织等，实现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可以通过

编写电子教材、制作慕课、建设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等方式，将

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推动红色教育入耳、入

脑、入心。此外，还要加强学生、师生之间的交流，用网上知识竞

赛、在线阅读接龙、网上红歌会等方式，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与，

厚植爱国情怀，擦亮红色底色。

开展生动实践。如今，高校师生从红色文化的学习者逐步

转变为红色基因的传播者，在社会实践中传承红色记忆、传续革

命精神、传播英雄事迹。西安邮电大学打造的“云上党建展厅”

成为党史学习的新阵地、智慧党建的新应用；北京理工大学制作

原创纪录片《红色育人路》，让红色记忆更加鲜活；北京邮电大学

根据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创排党史学习教育原创舞台剧，在

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展演……各高校师生的生动实践，打造出一

堂堂有温度的思政课。

推动文化传播。高校是国际传播的前沿阵地，学生群体是高

校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力量。学生群体思维活跃，熟悉数字化媒

介，是推动文化传播的重要群体。近年来，许多大学生自发拍摄短

视频、微电影，翻译优秀国产影视剧，创新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以

生动形式讲述红色故事，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立足时代需求、紧贴学生特点，高校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

融媒体传播手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进思政课改革

创新，进而让红色精神绽放时代光芒，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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