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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新风潮

如今，越来越多人爱上了听书。第17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我国
31.2%的国民有听书习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的听书率较上年平均水平分别提高 4.3%和
8.5%。有声书主播通过发挥声音的想象力，让
听众充分感受到书籍自身价值之外的演播艺术
价值。

这悦心更悦耳的“阅读”体验从何而来？
哪些有声书最受欢迎？记者近日采访了部分业
内人士。

从文字到声音 形式出新出彩

一本有声书从无到有需要经历版权引进、
音频生产、策划运营、渠道分发等多个环节，
才能最终被用户收听到。由于版权、制作、编
辑、运营等方面的成本较高，并非所有书籍都
适合推出有声版本。据了解，原创网络文学、
热门影视文学和经典作品是目前有声书中最受
欢迎的门类。

“一般而言，原创网文中的玄幻奇幻、都
市传说、穿越架空题材热度较高，比如《斗罗
大陆》《傲世九重天》 等。《白鹿原》《孤城
闭》《庆余年》 等热门影视作品的原著也较受
欢迎。儿童有声书的头部资源市场反响也不
错。”懒人听书创始人宋斌说。

制作有声书首先需要进行版权洽谈。和电
子书、纸质书版权一样，有声书版权也是单独
授予的。单本有声书的权利也有不同，可以分
为“单人演播”“男女双播”“多人演播”“有
声剧改编”等多种。

“版权方通常授予的有声权利是‘单人演
播’，不能改动文本，所以，市面上的有声书
大多由一个主播演绎，按照原文朗读。‘单人
演播’以外的权利，需要版权方重新授予，
每追加一种新的权利，都需要出版社承担相
应的版权成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
凌云介绍说。

如果没有得到改编授权，主播可发挥的余
地是不是就比较小呢？

“有声书的音频制作，并非从文字到声音
的简单转换，主播需要全面了解整个文本，跟
演员拿到剧本后，要琢磨人物性格一样。但主
播无法像演员一样，通过面部表情去展现人物
的状态、心理和情绪，只能通过声音，这就对

主播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主播还需要在版
权方允许的情况下对一些不适合口语表达的内
容进行微调。”懒人听书运营中心生产制作部
经理韩霜雪说。

主播的作用在录制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方面
更为明显。“翻译作品对于国内听众来说有天
然的距离，这就需要主播有非常强的演绎能
力，把翻译腔本土化。”朱凌云说。

近年来，部分有声阅读平台已经不只满足
于简单地把文学作品转化为音频，而是将剧本
化改编融入有声书制作，打造有声书“2.0 版
本”——广播剧。

2019年12月，729声工场参与制作的 《三
体》广播剧在喜马拉雅上线。制作团队按照标
准电视剧制作模式，进行人设解析、结构拆
解、制定分集详纲等，并调动几十位配音演员
参与配音，为广播剧专门制作的音效更比一般
广播剧多出数倍，使《三体》广播剧成为一个

“声音大片”，播放量超2400万。

听见文学经典 传递人文之声

2019年，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涉
足有声书领域，推出的第一本有声书是阅读难
度很高的文学经典——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这本书在喜马拉雅上线第一天，
播放量就突破了10万，各平台累计收听量近千
万。这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原来经典也可以
用耳朵听。

在运营上获得成功的有声书，一方面缘于
经典本身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与有声产品
的精耕细作分不开。

新经典创新实验室音频出版主编刘恩凡
说：“在 《百年孤独》 有声书的制作过程中，
策划编辑提前准备了两万字的人物小传，帮
助主播捋清书中 7 代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
系；制作编辑在录制过程中，时不时和主播
一起停下来分析情节、查阅资料，并对文本
进行详细的制作标记，以便后期用音效和音
乐为作品增色。作品上线后，我们也做了大
量的推介工作， 帮助听众消除对名著的畏难
情绪。”

无独有偶，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 230种
有声书中，最受欢迎的也是一部经典作品——
大仲马的 《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在各平台的
累计收听量超 300万。《傲慢与偏见》《月亮与
六便士》《乱世佳人》《老人与海》等经典也广
受欢迎。

朱凌云介绍说：“由于译介早，不少外国
文学经典已经融入几代国人的阅读史，今天的

读者更能以听书的全新形式走近经典。我们也
积极推动当代外国文学的有声化，比如2017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和村上春树
的《刺杀骑士团长》。”

目前各大有声书阅读平台上，文学经典已
然成为热门。在喜马拉雅上，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 累计收听量达 1.33 亿，《人生》 达 830
万，《围城》《张爱玲全集有声剧》等都是收听
热门。

“经典成为数字开发的香饽饽，是意料之
中的事。我们能做的是，让它们实现无损耗的
产品形态转化，挖掘内容价值、放大传播价
值，毫无障碍地抵达受众。”刘恩凡说。

助力全民阅读 市场前景可期

有声书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在不打扰手头
工作，或不便用眼、用手的生活场景下，满足
阅读需要。不论是开车、吃饭，还是带娃、排
队，抑或眼睛疲劳时，只要携带手机、平板电
脑等终端设备，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由于具
备全场景优势，有声阅读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
的独特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喜马拉雅在全国设立了超过5000处有声图
书馆，人们可以在广场、公园、地铁等20多个
场景中随时随地免费听书。懒人听书发起“书
舟计划”，通过图书捐赠、建立书舟阅听馆、
成立品牌公益联盟等形式，致力于为山区学
子、乡村教师、边防战士、视障人群提供优质
阅读服务。

“我们专门为特定人群打造了有声图书
馆，如深圳的老年人听书空间、大连的残疾人
有声图书馆、哈尔滨的盲人有声图书馆等。对
于视障群体来说，有声书为他们打开了‘阅
读’的新世界，弥补了他们无法用双眼获取新
知的遗憾。”喜马拉雅副总裁孙鹏说。

2019 年底，《泰晤士报》 曾报道：全球有
声书市场2020年将增长25%，达到近40亿英镑

（约合 363 亿元人民币），销量有望超过电子
书，有声阅读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以把有声书理解为出版的第三赛道。
第一赛道是纸质书，第二赛道是电子书。它们
适合不同阅读场景，是优质内容在不同渠道的
变现路径。有声阅读将会成为阅读市场的一个
重要细分市场。”刘恩凡说。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正朝着融合出版的方向
发力。

朱凌云说：“从一本纸书的选题策划开
始，我们就会全盘考量，把电子书、有声书的
版权洽谈纳入选题范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
长臧永清认为，听书等数字业务，以增加纸本
书价值为主，“把有声书作为纸本书的形式补
充，可以增加附加价值，促进纸本书销售。”

通过探索文本和声音的融合表达，有声书
实现了对书籍价值的再挖掘，这种阅读新方式
日益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欢迎，成为传
播文化的新力量。

随着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剧院蓄
势待发。日前，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推出

“2020打开艺术之门·云启幕”并进行了线上直
播；6月到8月进行的3个板块、12场线上音乐
会，目前也已进行了首场演出。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
山公园音乐堂负责人徐坚介绍，“云启幕”是
音乐堂首次尝试直播，力邀指挥家吴灵芬执棒
和谐之声合唱团，钢琴家盛原，小提琴家黄
滨，民乐名家吴玉霞、宋飞，昆曲名角魏春
荣、邵峥参加，演出节目中既有西方古典音
乐，也有中国传统音乐与戏曲，并由“打开艺
术之门”形象大使、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担
任主持。为了让直播时的视觉呈现更加丰富，
还开辟了中山公园的户外第二舞台，观众在绿
树掩映下、亭台游廊间，欣赏昆剧 《牡丹亭·

惊梦》、琵琶曲《龙船》，契合节目内涵，令人耳
目一新。徐坚说：“我们希望这次‘云启幕’
奏响剧院复苏、艺术家和听众重返现场的‘集
结号’。”据悉，这场直播吸引了超过 600万人
次观看。随后 6 月 5 日的首场线上音乐会，基
因三重奏演出的“云上的日子——古典情歌音
乐会”也吸引了超过495万人次观看。

公益品牌活动“打开艺术之门”自1994年
推出，每年在保利院线所在的60多个城市同时
举办，27年来陪伴上百万青少年和家长度过了
美好的夏天。琵琶演奏家吴玉霞说：“‘打开
艺术之门·云启幕’对音乐人而言难能可贵，让
我们体验了新的表演形式，线上直播也可以成
为传播音乐艺术的载体。”“打开艺术之门·竖琴
夏令营”2011 年创办，竖琴演奏家孙诗萌 10 年
来每年都参与夏令营，担任助教、导师，10年

里她也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成为专业教师，
“夏令营让听众关注到竖琴这样的小众乐器，
为竖琴音乐会培养了不少粉丝，也为竖琴专业
积蓄了人才。”她说。

徐坚表示，即使剧院正常营业，中山公园
音乐堂也不会放弃线上的广阔平台。“疫情期
间，我们跟艺术家一起开拓了新媒体时代的网
络疆土，两次直播演出的数据让我们树立了不
断前行的信心。我们将深度发掘线上演出与艺
术教育的潜力，根据不同平台与渠道的特点，
打造高品质、有创意的内容，探索文化机构新
的盈利与发展空间。”

6 月 6 日、7 日适逢周末，在西安
西影电影圈子的天明广场，很多观众
看到了久违的露天电影。这不是普通
的放映活动，吸引人们兴致勃勃来赴电
影之约的，除了影像魅力本身，更有长
在知识点上的世界级“神秘嘉宾”。

在 西 影 露 天 电 影 院 首 场 现 身 的
“嘉宾”，是西影电影博物馆里的一台
古董放映机——美国利威尔 s16 毫米放
映机。它是一款有声放映机，外形酷
似欧洲中世纪城堡，两个片盘一上一
下的设计，既节省空间也节省动能。
这款放映机因其精巧的设计和使用的
便携性，成为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
家庭常用的电影放映设备。

当晚现场播放的珍贵胶片电影资
料 《银幕背后》，是电影大师卓别林拍
摄的一部短片，于 1916 年首映。电影
喜剧化地讲述演员大卫在电影制片厂
里工作时的悲喜经历。短片中，卓别
林用左手巧妙地背起 11 张椅子，还用
右手提起了钢琴等，是令人印象深刻
的场景。

来看露天电影的人们，没想到西
影电影博物馆里静默的展品会“走”
出 博 物 馆 ， 真 的 动 起 来 。 当 小 “ 古
堡”发出明亮的光束，幕布上的卓别
林黑白影像栩栩如生时，观众们不禁

啧啧感叹。围坐在幕布前的小朋友们
也被这段无声黑白片吸引。

曾经，露天电影是难得的娱乐，
十 里 八 乡 的 人 们 常 常 为 了 看 一 部 电
影 ， 啃 着 干 饼 跑 过 好 几 个 村 庄 ； 如
今 ， 露 天 电 影 已 融 入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闲适惬意的环境刷新了一代人的
电影记忆，也为孩子们带来认知的更
新，启迪了他们的电影梦。

据介绍，6 月 13、14 日，到露天电
影 院 展 示 胶 片 影 像 魅 力 的 重 磅 “ 嘉
宾 ”， 是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美 国 生 产 的
AmPro16毫米有声电动电影放映机，因
外 形 酷 似 潜 水 艇 ， 也 被 称 为 “ 潜 水
艇”型电影放映机。它将为大家放映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1964 年首
映的 《大闹天宫》。这部经典影片是中
国动画电影的瑰宝。

据介绍，今年 6 月到 9 月的每个周
末夜晚，西影露天电影院都将从西影
电影博物馆收藏的 300 余台古董级放
映机中，遴选出“嘉宾”，为观众现场

“讲述”胶片电影往事。在满天繁星的
仲夏之夜，带上孩子、陪着父母、约
来朋友，在布满经典电影海报和电影
元素的园区——西影电影圈子，重温
经典、畅聊老片，你会有电影就是生
活，电影无处不在之感……

用耳朵去“阅读”
——有声阅读行业微观察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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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音乐堂暑期活动“云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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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影露天电影院火了
卢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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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在常州地铁上的有声图书馆 喜马拉雅供图

喜马拉雅主播一刀苏苏正在播讲有声书
喜马拉雅供图

露天电影放映前，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放映机 西影集团供图

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在“2020 打开艺术之
门·云启幕”上表演 中山公园音乐堂供图

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在“2020 打开艺术之
门·云启幕”上表演 中山公园音乐堂供图

新华社广州 6月 11日电 （记
者詹奕嘉、黄垚、孟盈如） 巧手设
计绣出“南国名花”、方寸瓷面书
写唐诗宋词、樟木上精雕出镂空鱼
虾篓……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开埠区
的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 6 月开展

“潮汕文艺大师非遗大讲堂”活
动，当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逐一登台，向四方游客展现木
雕、陶瓷微书、抽纱等传统技艺。

汕头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埠通
商，拥有大片骑楼群的开埠区曾是
粤东商贸繁华之地。汕头所在的潮
汕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民间文化艺术品种多样，仅汕头一
市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3 项、省
级非遗项目 39 项、市级非遗项目
102项。

去年在开埠区设立的潮汕文艺
人才一条街总建筑面积 1590 平方
米，已设立7个大师工作室及汕头
中国画院艺术交流馆，并建有潮汕
文艺人才交流中心。记者近日走访
看到，因疫情一度冷清的开埠区游
客又多了起来，不少人在这些非遗
传承人的工作室内流连忘返，在橱
窗前用手机拍下各式手工艺品。

从 6 月到 9 月，汕头一批非遗
传承人将在这条街上分别登台讲述
他们对非遗文化的坚持与传承，并
现场演示各自擅长的非遗工艺制作
流程。

“远看是工艺瓷器，近看上面一
幅画，再拿放大镜看，画是由密密麻
麻的古代诗词组成，集诗、书、画、瓷
于一体。”国家级非遗项目陶瓷微书
传承人王芝文告诉记者，这项技艺
是凭裸视用特制毛笔在瓷器釉面上
书写，再经过烧制，“每平方厘米的
瓷面上能写50多个繁体汉字。”

微书技艺如同在光滑的瓷面上
“舞蹈”，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对手
上功夫也要求极高。木雕传承人何
汉林大部分时间都在作坊中构思和
雕刻，陪伴他的是 200 多件雕刀、
锯、钻等工具，有的作品一“雕”
就是两三年。在他“多重镂空”的
技艺下，一块樟木会渐渐变成层次
分明、活灵活现的“虾蟹篓”。

“目前汕头专门从事木雕工艺
的民间艺人不多了，我希望有更多
的人来了解支持这个行业。”何汉
林说，自从在开埠区设立工作室
后，他经常为往来游客、当地市民

展示木雕技艺，也时常为中小学生
开设讲座，努力将这项传统技艺传
承下去。

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国家级非
遗项目抽纱传承人陈树泽。抽纱需
要按照设计图案抽出布料中的“经
纬线”，再以针线缝锁抽口、加花
纹刺绣，因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而
有“南国名花”之称。

已 经 入 行 40 多 年 的 陈 树 泽
说，抽纱工艺复杂，包括整稿、针
稿、刷稿、制作、洗熨等多个环
节，他正将抽纱技艺用于灯罩、包
袋等文创产品，并在学校开课寻觅
传承人。

汕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永河
说：“这些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的设
立将带动整个开埠区的保育活化，
展示潮汕文化艺术的丰硕成果和深
厚底蕴，同时作为潮汕传统文化对
外交流平台，培养更多文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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