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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文化领域带来不小的
冲击，但也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新契机。线上文
化领域涌现出许多新型业态，线上文化产业、
线上公共文化服务等打开新空间，迎来新机
遇，迈上新台阶。自本期起，本报推出“解码
线上新风潮”栏目，解读线上文化发展新动
态，助力从业者把握文化领域新机遇。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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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文化活动表现抢眼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居民都成了“宅男/
宅女”，各种带有“宅经济”属性的线上消费行为
出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疫情期间消费领域最为显
著的变化。最能够体现这一变化趋势的数据是，1
月至 2 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 235 亿 GB，
同比增长44.2%。线上新兴消费热度猛增，虽然是
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社会各界均意识到这样
一个问题——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消费的潜力还
远未被充分挖掘，消费升级的空间仍然大有余地。

在文化活动方面，诸多原本发生在线下的集
聚型文化活动被搬到线上。“云博物馆”“云旅
游”“云音乐会”等在疫情期间不断涌现，人民
网、字节跳动、腾讯以及各地政府对“云端展
会”“云端论坛”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实验，各地景
点基于VR和全景视觉技术开发线上游览平台并向
社会投放，消费者居家期间的文化需求在网络时
空中得到一定填补。如故宫博物院推出了“VR
故宫”“全景故宫”“云”游故宫观展，敦煌研究
院也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了“数字敦煌”精品线路
游、“云游敦煌”小程序等一系列线上产品。此
外，移动游戏、短视频平台、社交网络等媒介在
全民居家时期的全线爆发，使得线上文化产业发
展表现抢眼。

在文化生产方面，线上办公新形式迅速普
及。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带来新的社会认识，培养
了新的消费习惯，创造了新的效率增长空间。这
意味着线上教学、办公、教育、培训、咨询服务
乃至工业生产等业态，将会迎来更深刻的发展机
遇，从而进一步影响文化企业的生产和办公方
式。疫情期间，多家服务商向社会免费开放远程
办公产品，从而帮助减少人员流动，其中包括阿
里巴巴的钉钉、华为云的 WeLink、腾讯的腾讯会
议、字节跳动的飞书、国外远程办公及会议软件
zoom等。这为文化产业的远程办公与云协作提供
了可能。不少艺术设计、网络文学、游戏设计等
对计算机技术具有较高依赖度的行业通过云办公
的方式实现复工。

消费习惯是重要考量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
会秩序加快恢复，在涨潮过程中产生的新兴产
业，有的会退潮，有的会进一步升级，融入今后
的社会生产体系。

由于眼下的科技手段还无法完全还原集聚型
文化体验活动中的“现场感”，因此，线上观展、
线上音乐会、线上旅行，暂时还无法取代线下的
同类活动，大部分是疫情下的过渡“解决方案”。
以摩登天空的“云音乐节”为例，尽管首日上线
直播便取得了观看人数131万的优异成绩，观众对
线上演出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但就像部分音乐人
曾经尝试直播，最终却未能取得理想效果一样，
线上音乐会无法提供在演出场馆观看、向音乐家
致敬的仪式感；线上演唱会也无法提供体育场等
演出场馆中，与身边人一同合唱的满足感。同
理，线上旅行也无法提供目的地阳光、湿度、风

力、声音等在地元素所带来的收获感。这些“现
场感”难以替代的新兴产业门类，人们的文化消
费习惯尚未颠覆，疫情之后会逐渐恢复原状态。

对影视业而言，部分原有运作模式在数字空
间中被改写与超越。最典型的案例是春节前夕，
徐峥导演的新作 《囧妈》 放弃院线上映的计划，
转投今日头条进行线上免费首映 （播放）。在此之
后，《肥龙过江》《大赢家》 等电影也陆续选择在
线上视频平台进行放映，不再将院线作为首映选
择。这一模式在音乐领域已有实践，10 年前中国
的音乐产业便已经历了从传统唱片到数字化发行
的转变，而这一过程现在将要在电影产业再发生
一次。尽管院线放映 （包括艺术电影院线） 的观
影仪式感强、舒适度高，也有足够的消费黏性，
但线上发行就商业角度而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电影业的发行方式在疫情之后估计还会进
一步发生变化，发行方式如何博弈，是此次疫情
留给行业的问题之一。

疫情之后，文博行业会恢复如初，虽然博物
馆馆藏的数字化工作经济效益并不高，但这并不
影响各大博物馆继续积极推进馆藏数字化、展览
数字化、参观数字化的进程。一方面，数字化进
程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要求。另
一方面，馆藏文物内容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
利用数字化技术“再造”馆藏文物，既能有效助
推艺术创作和文化表达的中国化，又有助于社会
创新要素在社会中的充分涌流。疫情过后，这类
举措应通过财政预算设计、政府购买或自筹经费
等路径继续大力推进。

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

在对疫情之后一些新型业态的变化走向有了
基本的判断之后，还要从需求的角度思考疫情之
中新现象、新业态频繁涌现的动因是什么，即审

视疫情前后消费者的接受习惯变化。尽管上述新
业态和新消费形式的快速发展的确对疫情期间消
费市场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电商”仍是
回补消费最重要的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9 年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8.5万亿元，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45%。由此可见，电商是近几年来消费
市场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是消费者当下最为依赖
的消费入口、渠道和平台。疫情期间，电商平台
更是取得了更大的突破——2月份淘宝直播商家获
得的订单总量，平均每周都以20%的速度增长，成
交金额比去年翻倍。

数字化时代，营销思维受到的外部冲击是巨
大的，夺目的业绩增长是外在表现，内里体现的
则是近乎白热化的营销策划竞争。以“带货”为
代表的社交电商成为数字化时代奇迹出现之地。
直播带货，是营销过程中最应被重视的入口和平
台，这是由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占据了我们近80%
手机使用时间的社会习惯所决定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数字化是抵抗产业脆弱性
的关键一招。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疫情中涌现出
的新业态越多，则说明我们原本的数字化程度越
低，遭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随着 5G 时代到来，
消费者一定会向数字空间索取更多的产品和服
务。若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者无法提升开展线上
业务的能力，制定适应新商业环境的营销策略，
无论是怎样剧烈的洗牌期，都会成为退潮后裸泳
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在信息化发展继续加速的时代，
文化产业站在了发展变革的十字路口。公共部门
与市场能否真正拥抱数字化转型，为更广泛的数
字化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体验付费、买
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疫情缓和后文化产业的
发展走向。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

又到一年赏花时，作为中国民间一项
重要习俗，踏春赏花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
喜爱与欢迎。我们今天仍可在为数众多的
诗文和游春图中一窥当年古人赏花盛况，
而历经千年，人们踏春赏花的热情不仅未
减，线上直播等“云”赏花形式更令人耳
目一新，还带火了乡村旅游，催生出“赏
花经济”，为赏花文化注入时代内涵。

在古代，赏花是一项受众广泛、几乎
人人可以参与的审美活动。不用香车宝
马、鸣锣开道，随便是谁，只要有一颗不
误春光之心，便可呼朋引伴，亲近自然。
唐代诗人杨巨源在 《城东早春》 中写道：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
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诗中上林
苑代指长安城中的皇家园林。在唐代，每
逢各处园林春花盛开，长安城街道上便人
头攒动。花如云，人亦如云。南宋文人吴
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写道：“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梨花正盛，
苏州城中半数人都会出城寻春赏花。可见
在古人生活中，逢春赏花是一项大众化的
审美活动。

古代文人名士赏花，往往寄托了高雅
的意趣。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当属兰亭雅
集。春和景明，三五好友聚会，在会稽山
下曲水流觞，王羲之因之创作出千古名篇

《兰亭集序》。明人袁宏道在 《雨后游六桥
记》中有一段游春文字：“午霁，偕诸友至
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诸友
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
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新春雨
后，袁公同友人游西湖，褪去外衣，头枕
落英，醉卧花下，并以飘落脸上的花瓣数
为计，多者饮酒一杯，少者歌唱一曲。这
种醉情自然的闲适与怡然，与西湖春景相
得益彰，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赏花文化蔚然大观并延续千年，与我
们民族独特的文化情结息息相关。在古人
观念中，昼夜演替化生阴阳，阴阳变化推
动万物规律地运动。《素问》 中记载：“阴
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
父母。”而冬藏春发，春天正是阴阳更替、
万物重生的转折，因此被赋予万象更新、
充满希望的文化涵义。正如萧统 《纂要》
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一定程
度上阻挡了人们游春赏花的脚步，但人们
赏花热情不减，通过“云赏花”一饱眼
福。武汉大学赏花频道开通之后，短短一
分钟之内便吸引了 30万赏樱网友。重庆市
政府开通的赏花频道，更是创下 70万人同
时在线的记录。5G高清直播等先进技术手
段，让赏花有了新形式。

近年来，一系列有关花卉和植物的图
书热销并广受好评，反映出人们对花的欣
赏由审美层面正向科学认知延伸，植物背
后的秘密吸引着爱花人的进一步探索。《草
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草
木有趣：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美人如
诗，草木如织：诗经植物图鉴》《花卉：一
部图文史》 等书籍，有的将古诗文与植物
学知识结合，有的将节气与民俗活动融为
一炉，反映出人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
求。赏花文化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发起，韬奋
基金会支持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
小说奖 （2018-2019） ”暨第五届“邹
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揭晓。奥地利作
家罗伯特·梅纳瑟的作品《首都》获奖。

罗 伯 特·梅 纳 瑟 （Robert Me-
nasse） 1954 年生于维也纳。著有 《没
有个性的国家》《消除精神三部曲》
等。几年前他前往布鲁塞尔，为创作一
部洞察欧盟官僚机制的小说做调研，之
后创作出 《首都》。评委会认为，作者
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叙事技
巧，围绕“欧盟五十周年庆典活动”这
一情节主线，铺陈出一个错综复杂、跌
宕起伏而又趣味盎然的故事。整个小说
具有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笔调，其中亦
不乏怪诞和反讽，现实与历史、个人与
政治、过去与未来交织，为思考“欧洲
将走向何方”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的空
间。

此次入围“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
奖”的另三部作品是法国作家埃里克·
莱因哈特的 《夫妻的房间》，俄罗斯作
家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的 《活在你
手机里的我》，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
拉米雷斯的《已无人为我哭泣》。

陈小云没想到，给女儿讲《论语》本是一己
之事，无意中竟促成了一本畅销书。12年间，从

《教女儿学 〈论语〉》 到 《给孩子讲 〈论语〉》，
作品累计发行十几万册，悄无声息地成为这一领
域颇有口碑的实力畅销书。

时光追溯到2004年。陈小云偶然发现，读小
学的女儿在家背语文课文，不到10分钟就背下了
一篇三五百字的课文。他想，这么好的记忆力，
与其背不久后就失去意义的课文，不如背20年后
对她仍有意义的东西。

可是背什么呢？搜索、筛选、纠结了个把
月，最后沉淀在陈小云脑中的是 《论语》。陈小
云和女儿“约定”：每天花半小时；每次读一
章；每章读 20遍后，正式背一次；每天读之前，
对意义进行简单讲解、讨论；一年完成。

为了激发孩子兴趣，训练思维，他引导孩子
大胆发表看法，没想到在讨论时，女儿也会不时
对《论语》中一些人物和语录发表点评，提出疑
问，有些十分有趣，有些则出人意料，在传统注
疏中找不到答案，陈小云不得不去思考怎么回
应，这也迫使他以另外的视角打量这部诞生于
2500年前的经典。他发现，那些看似随机的议论
评点，时过境迁丢失了未免可惜，于是就择要写
下来，并渐渐形成一个想法：如果以父女对话的
形式写一部解读《论语》的书，一定会展现一种
不同的视角。

一次聚会，团结出版社的梁光玉社长恰巧与
陈小云邻座，不经意间问起陈小云的写作计划，
听说他正尝试用一种新视角写一部解读 《论语》
的书，梁光玉眼睛一亮，当即鼓励他出版。

书稿完成后，陈小云取名为《教女儿背〈论
语〉》，意在强调像《论语》这类经典，不熟读简直等
于白读。梁光玉看后建议将“背”字改为“学”字。

“记得当时他讲了两条理由：一是从文化层
面讲，‘教’与‘学’二字，正是 《论语》 的核
心与精髓所在；二是从读者层面讲，有‘背’

《论语》 需求的读者毕竟是少数，更多读者需要
的是‘学’。”陈小云回忆，梁光玉一改，令人豁
然开朗。他在初版后记中写道：“本书的书名虽
然是 《教女儿学 〈论语〉》，但‘教’的过程实
在也是‘学’的过程。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
困——对于《论语》，也许永远都是这样。”

由于《教女儿学〈论语〉》视角和形式都比
较独特，加之出版社的有效推动，收获了不少读
者的肯定，这本书也于 2015 年 1 月推出第二版。
2019 年 5 月，第二版修订后更名为 《给孩子讲

〈论语〉》，并由一册分为四册，新版本又一次引
发读者关注。

陈小云说，希望通过这本亲子读物，引导孩
子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
力。同时，结合学校事、身边事拉近与经典作品
的距离，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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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钟书阁书店泰晤士小镇店店长陶舒婷向淘
宝直播间粉丝展示图书。 钟书阁书店供图

◀3 月 28 日，福建厦门同安锡雕项目市级非遗传
承人庄亚新在厦门同安传统锡雕技艺传习中心开展线
上直播，传播非遗技艺。 苏华琦摄 （人民图片）

近
日
，
山
西
省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等
公
共
文
化
场
所
在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的
同
时
，
逐

步
恢
复
开
放
。
图
为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市
民
在
大
同
图
书
馆
阅
读
，
在
书
香
中
享
受
周
末
时
光
。

任
雪
峰
摄
（
人
民
图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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