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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

写这本书，有一种再活一次的感觉。”前不

久，余华携新书《山谷微风》做客抖音直播

间，畅聊生活感悟与创作故事。当晚，《山谷

微风》在抖音电商首发上架销售，直播吸引

超 142万人次观看。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以及电

商平台的迅速崛起，图书销售呈现出新的发

展生态，向新媒体平台密集转移，越来越多

的作家、主编、出版人带着图书杂志走进直

播间，或者在哔哩哔哩、小红书上用短视频

形式“花式吆喝”，与网友畅聊创作心得和人

生感悟，力求触达更多潜在消费者。

新媒体平台尤其是书业直播持续为图

书销售、全民阅读注入活力，推动出版行业

向暖、向新发展。数据显示，2023 年，抖音

电商平台全年售出图书超 4亿单。可以说，

优质的阅读推广人、图书推荐机构越多，好

书破圈的可能性便会变得越来越大。

不过，对于书业来说，从日渐落寞的书

桌转场到当下热闹的屏幕，就迎来了欣欣向

荣的春天吗？其实不然，看似一派热闹的表

象下有着暗流涌动，内容与流量的碰撞磨合

还处于阵痛期。

前不久，屡创图书销售神话的头部主播

董宇辉因为一场直播陷入了舆论漩涡中。

与知名作家李娟的对谈，尽管有着卖出 17

万册书的不错战绩，但是对话过程却没有火

花四溅的思想碰撞，面对表达相对迂回、谨

慎的李娟，他很难按照某种“套路”与李娟进

行对谈，对话的不同频让直播间的不少观众

怀疑是不是网卡了，之后也引来不少争议。

这场争议掀开了如今图书直播看似繁

荣的表象下隐藏的问题：高质量的文化对谈

不能按照套路复制。面对不同风格的创作

者、出版人时，采访者如果过度依赖单一的

输出模式，如华丽的辞藻、富有感染力的语

言、煽情的表达方式，期待受访者按照自己

预设的方式给予回应，而不是对创作者的作

品和思想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真正带着诚

意走进创作者的内心，直播间的对谈就存在

“翻车”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出版社想走较成熟

的路，推出已经有影响力的产品追求更大利

润，直播间选品也一般会倾向传播效果好、

转化率高的图书，那些需要深度阅读、专业

性强的图书则显得格格不入。在一些书籍

大卖的同时，多数图书滞销却是常态。数据

显示，2019 年至 2023 年，34.3%的图书年销

量小于 5本；43.8%的图书年销量小于 10本。

此外，低价促销是线上平台的常态，而出

版社的成本又居高不下，这二者的矛盾短时

难以调和。2023 年底，东方甄选的“1 元卖

书”促销活动就曾引起出版界不小的震动。

这种低价引流、“破价”销售的手段如果持续

进行下去，可能将对书业造成长期的、实质性

的伤害。对于“谷贱伤农”，前不久，北京 10

家出版社和上海46家出版单位发出声明，不

参加电商平台以2~3折对全品种图书进行大

促销的活动。业内人士担忧，利润的压力会

反噬到内容上，竞争一旦被窄化为价格战，出

版人很多努力都可能被淹没。

对于出版机构和新媒体平台而言，仅仅

追求图书销量和转化率其实远远不够，线上

卖书应该有丰富多元的内容生态，如何让互

联网的流量更有内核、有质量，通过这种新

渠道连接人和书，让更多好书被看到、被阅

读，激起大众对知识的渴求与追求，依然是

值得多方思考的问题。

本报记者 苏墨 本报实习生 章译之

纵观上半年剧集市场：此前的流量王者

古偶剧几乎全军覆没，流量明星也越来越带

不动大IP，反而一些小众赛道跑出了黑马。

2024 年国剧最高分被主打治愈风的《我

的阿勒泰》摘得；和《庆余年 2》撞档的《墨雨

云间》竟不输热度；《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也打

破了人们对续集大不如前作的固有思维……

“挖掘所谓的爆款的确定性已经不再是

唯一的密钥。观众是喜新厌旧的，创作者和

平台不能拘泥于过往常规的叙事语境，需要

做一些前瞻性的内容。”优酷副总裁谢颖在此

次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上谈道。

创作者的危机感

面对来势汹汹的微短剧，在传统网剧赛

道上奔跑的创作者们越发有危机感。

“一个项目的生产周期是两到三年甚至

三到五年，在观众审美日新月异的当下，如果

创作者们还不能带有前瞻性地做内容，作品

播出的那天就是被市场和观众淘汰的那天。”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戴莹说，《狂飙》播出之后，

很多合作伙伴见到她时都说自己的项目是下

一个《狂飙》。

“但在《狂飙》成为《狂飙》的那一刻，它是

充满忐忑的。”戴莹认为，在艺术创作领域，复

制粘贴不仅“特别不成立”，而且风险要大于

去做一个创新类型作品。

在她看来，对内容创作者来说，只有把自

己的姿态放低，能够看到其他作品的优点和

市场的需求，才能扎下心来，如履薄冰地做一

个作品，并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繁花》《庆余年 2》《玫瑰的故事》等现象

级剧集，让腾讯视频今年上半年收获颇丰。

但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副总经理李

尔云在为下一部“玫瑰”发愁。

“人们不再问我导演是谁、男女主演是

谁，而是问我这个剧提供给观众什么样的情

绪价值。用户在追剧的时候更加追求情绪价

值能否满足，事物和人物能否让他有共鸣和

代入感。其中最明显的是，当下喜剧特别

火。”但李尔云认为，这并不代表火的将一直

是喜剧，今年、明年和三年后观众需要的情绪

价值都会不一样。

除了情感需求外，还有诸多其他维度的

变化。比如，用户观剧耐心下降，用户观剧的

专业度不断提高，评价维度不再唯一，对摄

影、表演、服化道等方面的专业评价更多，对

内容的审美水准越来越高。这些新变都给创

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实践精品创作道路上，我们越来越认识

到，保持高品质剧集的持续产出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正因为难，所以更要去做。”李尔云认为。

“观众是识货的，所以不要以以往的作品

评估当下的观众。观众在不停地进步，他们

的审美也在不停地进步。”《我的阿勒泰》导

演、编剧滕丛丛说。

给识货的观众真正的好货

一部没有强节奏、强反转、不靠情节推动

的作品能“爆”吗？《我的阿勒泰》给出了答

案。这部改编散文的网剧，悠扬治愈，在凡事

都在加快节奏的年代，让人们重拾慢下来的

心境。

滕丛丛用“为有源头活水来”解读这部剧

成功的原因。其中让记者颇为感触的是在演

讲中她分享的一张《我的阿勒泰》编剧之一彭

弈宁写剧本时的照片：在夜晚的阳台上，彭弈

宁的头顶是老公的 T恤和女儿的袜子。

“如果这是白天，她大概就是在北京一个

朝南的、没有空调的、三面阳光暴晒的阳台上

写完了《我的阿勒泰》的剧本。彭弈宁本人的

向内探索就是这部剧第三集的主题，伍尔夫

所说的女人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们

的剧作中有一些被大家赞赏的角色，比如托

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困境，正出自于我

们写作者本人、个人的向内探索的部分。”

“当下，我们进入了向下共情、向上创作

的时代，最大的爆款一定来源于现实主义题

材”，戴莹认为，无论是温暖现实主义对真善

美的歌颂，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对假恶丑的鞭

挞，都契合着当下时代的情感。

同样是黑马的《唐朝诡事录之西行》，打

破续集魔咒的密码则在于故事、场景、细节

等方面的升级。该剧总导演柏杉介绍，为了

尽量做到逼真，恢复盛唐的原汁原味，他们

对道具进行了一比一的精准还原，参考大量

历史文献，确保每一件道具都能反映出盛唐

时期的生活和文化特色，增强剧集的历史真

实感。

以精品筑起护城河

在会议期间，记者追完了《边水往事》，甚

至花了 18 元钱超前点映。同样“氪金追剧”

的业内人士也大有人在。少量的宣发、新人

团队、无流量明星加持，这剧火得不符合惯常

的公式，甚至前期广告商们也没有“押对宝”。

谢颖表示，平台需要从创作端转向“探索

更多可能性”，找到与用户同频的情感连接点

和价值承载点，以此契合用户甚至引领用户。

在她看来，“好内容+好主创+演员适配”

正是提高爆款概率的关键公式。它对应了现

实主义创作手法、理想主义主角人设、浪漫主

义大众情绪，拒绝了唯数据论、单一的审美、

粗暴的迎合，试图在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同时，

达到题材广度、议题深度、人设强度、叙事速

度、审美烈度、主创专业度、演员适配度的进

阶，形成差异化竞争。

此外，《新生》导演申奥、《边水往事》导演

算等新锐力创作者的不断涌现为网剧打开新

局面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

“平台只有围绕‘用户至上’的求新求变，

才能不断积累经验，才有可能以精品内容的持

续供给筑起长视频的价值护城河。”谢颖表示。

虽然面临重重挑战，但网剧依然在一路

自我革命、迭代升级。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

司副司长朱正文列举了包括《狂飙》《三体》

《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繁花》在内的多

部优质剧集，总结出网剧变化的五大趋势：

“全民追剧仍在上演、科幻内容迅速发展、剧

集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美学体系正在重构、艺

术表现力抵达全新制高点。”

“今后的网络剧需要国家文化发展愿景蓝

图和战略目标的方向指引，全新颠覆性的网络

剧创作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朱正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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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玺）日前，“千年瓷韵 淬火融光——京津

冀古代名窑瓷器展”在天津博物馆启幕，近 200件精品文物在

展览中亮相，其中超七成系首次展出，一二级精品文物占六成。

展览以天津博物馆馆藏瓷器为依托，携手京津冀三地多

家文博单位，展出北京龙泉务窑、河北邢窑、定窑、磁州窑、井

陉窑等名窑的精品文物，集中展现京津冀地区古代瓷器生产

面貌。其中，不乏定窑白釉塔式罐（五代）、定窑刻萱草纹瓶

（宋代）等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分为“千年窑火”“花朝月夕”“薪火相传”三个部分，

从瓷器生产工艺、瓷器与文化生活、非遗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展

示了京津冀地区陶瓷生产历程。

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副研究馆员乔岳介绍，展览还通

过茶具、酒具、香具、造像、瓷枕等与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的瓷器来展现古代京津冀地区的人文风情，如首都博物馆

所藏宋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天津博物馆所藏宋定窑刻萱草

纹玉壶春瓶、金定窑弦纹三足樽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枕上春秋’部分展示了从宋至清代的

30件精美的瓷枕，题材上囊括花卉、动物、诗词、人物故事等，

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及浓郁的生活风情，是古代京津冀地区

人们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缩影。”乔岳说。

开展当日，还为观众设置了“一触千年”古瓷标本体验活

动，观众通过触摸各朝代瓷片标本，直观感受不同时期各名窑

瓷器生产的特点，提升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使观众增加对

京津冀地区古代名窑瓷器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结合本次展览

还将推出更多精彩的社教及体验活动。

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遗存丰富，自北朝起就已经有了窑

业生产，唐代著名的邢窑，以烧造白瓷而闻名于世，与越窑青

瓷形成了中国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宋辽金元时期京

津冀地区更是名窑林立，“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北方最大的

民窑磁州窑都诞生于此，声名远播，形成了著名的定窑系与磁

州窑系，在我国陶瓷发展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悉，本次展览预计展至今年 11月底，免费向社会开放。

阅 读 提 示
9月 2日~3日，第二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通州举行。本次大会以“文艺新

动力 视听创未来”为主题，设立 1场开幕式暨高峰研讨、6场主题研讨、3场项目征集以及

多项网络视听艺术系列活动，旨在推动网络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的剧集市场，预期爆款偏差现象加剧，面对观众的审美迭代，创作者该怎么办？

网剧需要向下共情、向上创作

视 线G

艺 评G

京津冀古代名窑瓷器展亮相天津

线上卖书，繁荣之下有隐忧

北京太庙享殿于近期恢复开放
参观，殿内68根大柱皆为整根金丝
楠木，最高的达13.32米，直径最大
的达 1.2 米，殿顶用片金沥粉彩画
装饰，地面墁铺金砖。殿内气势恢
宏，在中轴线历史建筑群体中极具
代表性。

视觉中国 供图

北京：太庙享殿恢复开放参观

《我们在西藏修铁路》摄影画集出版
本报讯（记者张翀）近日，由国家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出版

的《我们在西藏修铁路》摄影画集正式面世，为你解开这世纪

之谜，为你解码高原筑路大军的精神高地。

三进西藏、两条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参与者王荃荃与建

设者们同吃同住，见证了高原铁路建设的宏大场面，切身感受

了高原筑路者的精神面貌，亲身经历了高原铁路给西藏带来

的发展变化，并将他的经历、感受、感悟，融入镜头里。

画集共分为史诗、筑建、祥美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或选

取典型场景、或选取典型事件、或选取典型人物、或选取典型

故事，分别展示高原筑路状态、高原筑路人物、高原发展变化，

既有宏大的叙事画面，又聚焦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物，把高

原筑路的艰辛不易、美丽孤独，筑路大军的奉献精神、无穷智

慧，高原铁路的巨大作用、沧桑巨变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林萍

“今年生意很好，每天来店里选品的人络绎不绝，爱好者

从小学生到上班族都有，最近开学季，又掀起了新一波买‘谷’

热。”店主王杨很开心。

西安老城根二楼的一家“谷子”店，一群年轻人正在挑选

商品，两名女生还在 Cosplay（角色扮演）当下正流行的一个动

画人物，并拍照留念。

此“谷”非是谷米之“谷”，而是英文“goods（商品）”的谐

音，指的是根据动漫、游戏等产业中的 IP 生产出来的周边产

品，包括海报、吧唧（徽章）、流麻（夹心含闪烁细沙的亚克力

板）、激光票、摆件、手办等。

据观察，“谷子”产品材料大多为激光纸、塑料、亚克力板、

铁片等材料，成本较低，但价格区间大，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

“一些限量版、特别版或具有特定意义的物品，往往数量

有限。比如某些热门动漫的限定手办、徽章等，由于其稀缺

性，在市场上非常抢手，具有类似黄金在市场上的硬通货属

性，在行业里谷友称其为‘塑料黄金’。”王杨说。

店内一位爱好者告诉记者：“目前最流行的是‘日谷’，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国谷’可以占据市场。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古

城，我们应该有自己城市象征的‘谷子’文化产品。”

随后，记者又来到中贸广场一家“谷子”店，遇到了几名高

中生，正在抽卡片。“这款手办是非常流行的动漫角色，没有售

卖价格，购买规则是抽卡片，卡片会有序号，各序号对应不同

的品类，只有抽到手办的序号，才能拥有。”店主李某介绍。

据了解，还有一些“谷子”爱好者，每周都会光临“谷子”

店，一方面选购自己喜欢的产品，另一方面与其他“谷友”交流

心得，带着自己喜欢或者限量版的“谷子”给大家“晒”。店内

一位外地赶来进行线下交易的资深“谷友”称，“谷子”已经成

为年轻一代的社交的新“名片”。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西安市其他几家动漫集合地，各种类

型、档次的“谷子”店遍地开花。尤其是银泰城，今年 2月进行

了改造，成为西北首家二次元经济产业聚集地。无论是各类

“谷子”店、二次元书店，还是一楼二次元爱好者的表演区，到

处都挤满了年轻人。

西安市曼荼罗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张鑫表示，今

年暑期，很多初高中家长来咨询孩子买“谷子”。他认为，“谷

子”的流行背后受社会、学校、家庭等诸多因素影响，是当代青

少年的“亚文化”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压力、挫折或

感到孤独时，通过某些亚文化结识具有相同特征的伙伴成为

一种依托，并从中汲取力量。

“谷子”成年轻一代社交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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