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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电影院由于是密闭式
的聚集场所，一直关闭至今，而且可能还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重新开放。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满足观众
的观影需求，互联网云观影方式应运而生，给民众
带来一种“隔空”的视听新体验。

云端观影的新形式

云观影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独自看”，另一
种是“集体看”。

“独自看”的方式主要指在居家的状态下，观众
自己或和家人一起，通过连接互联网的智能电视、
家庭投影、手机投屏、电脑、手机、iPad等方式看电
影。虽然这种观看方式，随着互联网网速提升和各
类新媒体设备的不断进步，已经普及多年，但传统
上，观众只能在网上观看已经在影院上映过的影片
或者早年的经典影片。而本次疫情期间，如 《囧
妈》《肥龙过江》《大赢家》 等一些电影的首映，从
线下转为线上，给观众带来了大家“同时同刻”观
看全新电影的新体验。

据媒体报道，《囧妈》 自正月初一 （1 月 25 日）
上线，在头条系旗下的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
条、抖音火山版以及智能电视华数鲜时光等平台
上，前 3 日的总播放量超过 6 亿，总观看人次达 1.8
亿，陪伴观众度过了一个居家的新春。

而“集体看”的方式有更多的形式创新。一些
互联网平台组织的云观影活动，能够实现超过 25万
人隔空集体观看，弹幕交流超过 2 万条。云观影既
在相当的程度上复制了实体观影的流程，例如通过
二维码生成电影票，并约定放映时间；同时，不少
隔空观看的活动不仅满足了观众观看电影本身的需
求，更有不少在传统影院中难以体验到的内容和形
式。例如在播映之前，会有专家讲解作品背景；在
播映过程中，会有专业的电影自媒体人根据剧情同
步解说；主办方还会邀请相关明星进入直播间，与
观众线上互动；观众在观影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弹
幕、评论区留言等形式同步沟通观看心得，还可以
通过因云观影而建的微博社群，进行群内交友和专
业级的“烧脑”交流；主办方还会设立如“情人节
观影”等观看主题，聚拢圈层化人群观看等。

线上体验的新感受

云端观影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新鲜的感受。
例如能够激发“学习感”。在观影前后，通过专

家、影视自媒体人、演员等主创人员对影片的专业
解说，对幕后故事、花絮的讲述，让观众收获了单
纯的实体影院观影所了解不到的信息。

能够激发“陪伴感”。观影过程中，观众们通过
各种方式的线上热烈讨论，有的交流甚至很“燃”，
消融了不少人宅在家里产生的孤独感，而且对电影
的专业级讨论，还让影迷们感受到深度的精神陪
伴，在学习、观影的同时实现了社交效果，拓展了
好友圈、人际圈。

能够激发“仪式感”。与传统的个人化、随意化

网络搜索观看不同，云观影活动大多有固定的页
面、时间、形式和特别的视觉设计、主题设计等，
甚至还有电影票，可谓一种别样的大众“互联网仪
式”，未必逊色于实体影院氛围营造的观影仪式感。

当然，如果就此说云观影的体验能够完全替代
实体影院观影的感受，是不现实的。在云观影时，
由于屏幕尺寸有限，甚至很多时候只是在手机等小
屏上看，因此观众难以体验到剧场提供的“视听盛
宴”。云观影还不容易实现“剧场效果”，因为置身
实体影院观看时，观众之间会有特殊的情绪和情感
传染。同时，一些观众在云观影时会通过控制进度
条而“快看”，这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了解剧情大概，
难以实现深度欣赏。此外，实体剧场观影终究还承
担着“见面三分情”式的社交功能，甚至在很多时
候社交意义大于观影本身，这也是云观影不能完全
替代的。

影业发展的新意义

疫情期间，各类云观影形式的出现与快速发
展，无论对于电影行业还是观众需求来说，都有不
可忽视的意义。

从行业发展的层面来看，云观影锻炼了电影业
应对风险的能力，完善了行业结构，并且深度推进

“互联网+影视业”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地气
且灵活的宣传推广方式，互联网平台、电影作品、
主创人员与观众粘度的加强等，都是非常好的经
验。

从满足用户的层面来看，云观影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实现了以观众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更多地以观
众的诉求和喜好来安排观看的内容和形式，使观众
在电影观看中的主导性大为增强。同时，通过更能
够浸润于生活的互联网和新媒体，不少电影作品还
扩大了触达观众的可能性，提升了电影作品和主创
人员在观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用户的观看数
据、评论内容、评价结果，也会更直接地呈现出
来，这必然会影响到电影创作层面的调适。

从创作培育的层面来看，不少网络院线和互联
网平台开始重视为中小创作者提供机会和平台，给
他们更大的经济回报和展示空间，这更容易激发多
元、优质、接地气的内容创作，为全面繁荣我国影
视创作提供了推动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云观影尚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例如行业认可度，
像在 《囧妈》 线上免费首映的问题上，就引发了其
是否打破了行业规则的争议；例如版权风险，这在
视频直播平台直播时，播放电影作品的行为中比较
多见；例如对网络大电影的影响，更多院线电影成
为隔空观影的内容源，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
了发展尚不成熟的网络大电影的空间等。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云观影的方式会
不断完善，在科技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成熟且普遍
应用之后，人的“隔空”生存将更为便捷、自由和
多元，未来，云观影将在更大程度上，让观众同时
体验到实体观影的乐趣和虚拟观影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

云观影带来
隔空视听新体验

刘 俊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
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

“你不要有后顾之忧，放开手
脚，开足火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儿自领命，无一日不着白衣，
无一日不在前线，施针药，救死
伤，施我所学，冀有所得，不敢半
点儿戏，不敢一丝懈怠，惟望不负
二老所嘱，医院所托，国家所命。”

“我在一线阻断病毒，却阻断不
了对你们的爱和思念。夜深了，枕
头也湿了。”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疫

情如军情，战疫如战场，在过去的
三个多月里，无数逆行者奔赴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治病救人，守
护生命，不仅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
的生命大营救壮歌，也留下了一封
封情真意切、荡气回肠的抗疫家书。

中国人自古便有家书传道的传
统。作为家人之间传递情感的纽
带，家书中既有殷殷的关切和鼓
励，也有家风、家训的灌输和传
递。它对人的影响就像细雨之于草
木，润物无声，却能助其茁壮成
长。疫情期间，笔者身边亦出现不
少抗疫家书：疫情暴发时，高中同
学周丽燕报名参加了支援湖北行
动，年幼的孩子思念母亲，用拼音
和汉字夹杂的书信表达对母亲的牵
挂和敬意，让她照顾好自己，他会
学习她的品质，努力做个好孩子；
一位大学同学的妻子陈凯伦也去武
汉支援了，她的父亲写了一封家
书，让她发挥共产党员不怕吃苦的
精神，勇敢向前，工作中认真总结
经验和教训，严格做好自身防护，
要关心同事，同时告诉她平安和成
绩同样重要……言辞殷殷切切，诚诚恳恳，让人感动。

家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情真意切，正因为感情
真挚、心意殷切，看信的人才会被其打动，将言语的
训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从家庭亲情到人生智慧，从
答疑解惑到授业传道，家书是家风、家训传承的重要
载体，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含了国人“修身”“齐家”的朴素愿望，也对“治
国”“平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长河中，许多家书历经岁月的沉淀，影响绵延至今，如
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
的《诫子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等。康熙年间
的大学士张英以一封“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家书成
就了“六尺巷”的千古佳话，家风所及，张家始有

“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的美名。到了清末民
初，梁启超用他的数百封家书，将爱国情怀与开明家
风融入了梁家儿女的灵魂里，培养出来的九个子女，
个个了得，人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精英”，九人中
有七人留学海外，学有所成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回国报
效，显然，这与梁家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好的家风只有传承下去才有价值，而家风的传承
离不开言传身教，如果说家书里的文字是言传的一部
分，那么文字背后的行动则是身教的落地。二者兼
备，才能让好家风源远流长。中国人素来有“家国天
下”的传统，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风连着民
风社风政风，并与时代息息相关。好的家风如同一盏
千年不灭的心灯，可以为人照亮前行的道路，于国家
亦有深远影响。家
家都有好家风，国
家焉有不强盛美好
的道理。

本报电（文 纳） 2019公益短视频大赛日前落下帷幕。大
赛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协会主办，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 V基金和芒果 TV联合承办。最终，《爸
爸在哪儿》《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善良终有好运》等10部作
品获得“十佳作品奖”，《还地球一片纯净》《珍惜当下 不留
遗憾》《一趟围脖的旅行》获颁“最佳一分钟”，《爱相守》获
得“抗疫特别奖”。

本次大赛以“携手联动云 云动好时光”为主题，于2019
年10月15日至2020年4月25日，面向全社会征集记录新时代
美好瞬间的原创公益短视频，鼓励青少年用短视频记录身边
真善美，传播社会正能量，用镜头展现年轻人的青春气质与
新时代的昂扬风貌。大赛共收到20833条参赛视频。大赛获奖
作品充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年轻人的一言一行引领着时代发展与前进的方向。移
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成为时下年轻人偏好的内容传播形
式。作为媒体，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公益理念用短视频
的形式展现出来，发挥短视频在青少年教育、娱乐方面的
正向作用。”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徐蓉表示。

为向更多青年宣传公益理念，大赛在西安、成都、武
汉、南京、广州等高校举办了多场中国公益短视频大赛宣讲
会，与高校学生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经验、交流心得。大赛
还与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武汉音乐学院、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建
立起“公益短视频联盟”，用电视手法“解锁”短视频气质，
用短平快的方式传播真善美，让更多的大学生将新媒体与公
益联系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2019公益短视频大赛还联合何
炅、汪涵、TFBOYS、李现等数百位艺人录制近 20条公益短
视频，宣传防控疫情知识，致敬抗疫前线最美逆行者，单条
最高阅读量达342万次，播放量总计突破2亿次，为全民抗疫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希
腊雅典中国文化中心与希腊华人文
化社团“希中文化协会”携手，以网
络主题讲座、书法作品征集展示、经
典诵读等形式纪念“联合国中文日”
设立 10 周年。据悉，该活动旨在弘
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增进希中文化
交流。

在 《仓颉与荷马、苏格拉底与孔
子——爱琴海边的“对话录”》 网络
直播中，雅典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任刃
表示：雅典中国文化中心的设立，不
仅是两个古老文明建立深切联系的象
征，更是双方携手为人类思想文化发
展共谱新篇的有力举措。

书法作品征集目前收到中国驻希
腊使馆大使章启月、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任
平等人的数十幅书法、篆刻、绘画
作品，以及雅典中文学校、华欣语
言学校、希腊华侨中文学校等中文
教育机构学生的硬笔、软笔书法作品
数十幅。这些作品将按不同主题在
网上陆续展示，并计划在新冠肺炎
疫情结束之后，在雅典举行线下主
题展览。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为书法征
集活动书写了“语由心生”四字。他
说：“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字，可以看
到一个民族的心。希望世界各国人
民，通过中文了解一个真情温厚的中
国、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

本报电（记者郑 娜） 4月21日，由敦煌研究院与腾
讯联合开发的文旅产品“云游敦煌”小程序，上线两个
月，游览量累计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甘肃2019年国
庆假期全省接待量的一半以上。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文博在线游览的代表作之一，“云游敦煌”为疫情之
后行业复苏和升级“大开了一次脑洞”。

受疫情影响，线下文旅近于停摆，莫高窟景区从1月
24日起暂停开放。敦煌研究院加速推进数字化，联合腾
讯提前2个月上线“云游敦煌”，不仅把千年壁画一举搬
到拥有 10亿级用户的微信和 QQ 小程序上，创造性推出

“今日画语”，吸引用户“天天登门”，还在上线一个月后
进行重大版本更新，首创可配音的“敦煌动画剧”。云上
壁画、今日画语、语音导览、配音动画等爆款背后的

“科技+文化”组合，成功引发了巨大的社交裂变效应。
自2月20日上线以来，超过350万用户“云游”敦煌，敦
煌和腾讯也由此收获了一大波忠实粉丝。

“云游敦煌”不仅将敦煌石窟壁画分类呈现，更破例
让用户可以互动与共创。在微信和 QQ 上，用户查找

“云游敦煌”或扫描小程序码，就可以从艺术类型、朝
代、颜色等维度探索壁画，近距离领略敦煌石窟艺术风
采，还可以定制专属敦煌色彩、敦煌石窟主题内容，体
验众多文化创意项目。以最受欢迎的“今日画语”板块
为例，用户每天打开小程序，都能获得“私人定制”的
壁画故事和智慧妙语。在“为壁画填色”游戏中，除了
了解壁画知识之外，还能资助特定洞窟壁画修复。此
外，用户还可以结合藻井图案元素，在线上 DIY 专属

“敦煌诗巾”，并下单购买。
4月13日，“云游敦煌”升级为有声版后，推出“敦

煌动画剧”。该剧集由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影业、腾讯动漫
联合出品，根据莫高窟经典壁画改编而成，最大程度保
留壁画艺术特点、影像质感和光彩色泽，用户不仅每日
可以“追剧”，还能亲身参与或邀请微信、QQ好友，选
择角色配音并分享，为文博行业带来“社交+互动”的线
上新体验。“敦煌动画剧”首映期间，“云游敦煌”小程
序新增用户近1倍。升级之后，“云游敦煌”还推出“敦
煌艺术之最”有声版系列壁画，如“最早的 3D 图案画”

“最早的AI演奏会”等，让用户在观摩壁画之时，还能倾
听官方语音解说，增强身临其境的体验。

数据显示，“云游敦煌”的粉丝构成多元，不仅有文旅
艺术爱好者、敦煌文化粉丝，也有科技、影视、二次元、游戏
等垂直类别用户，他们在日常体验与分享互动中，增强了
自身对敦煌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也自发成为敦煌文化的传
播者。“天天‘云游’敦煌之后，更想去敦煌旅游了。疫情
结束后就安排！”许多用户留言表达对这个小程序的喜
爱。下一步，通过整合预约购票、智慧景区导览、传统
文化课程体验等功能，“云游敦煌”还将帮助前往莫高窟
景区的游客获得一体化的游览服务，为探索“智慧文
旅”打开新的维度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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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公益短视频大赛落幕

记录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上线两个月，1200万人次“云游”敦煌

“智慧文旅”打开新空间
“联合国中文日”

在雅典举办
“联合国中文日”

在雅典举办

▲“敦煌动画剧”首映海报▲“敦煌动画剧”首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