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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传播环境中，传统出版人必须关心“用户”因
为什么而购买，因为什么而不买，需要知道自己可以为

目标受众提供什么，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送达服务

■ 知识付费平台切中了现代人追求高效的生活方式，
但是， 阅读作为一种最基础的知识传播手段， 依然有着

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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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
为何会成为一条“鲇鱼”

传统出版业需要向网络内容创业者学习产品服务精神

过去一年里， 内容创业者几乎都

在围着 “知识 ”转 。 喜马拉 雅 FM、知

乎、得到……的风生水起，对于出版业

而言， 就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入侵

者”。如今内容创业者们已经不再掩饰

在互联网版图上重新建构新知识传播

体系的野心， 而作为传统时代内容和

知识的提供者， 出版业中的多数人只

是 “旁观” 着互联网公司们利用技术

与流量的优势， 攫取内容产业发展的

又一波红利。 随着商业模式方面的长

足进步， 各类付费产品交出了亮眼的

销售数据， 一个新的风口已经到来，
但是 ， 面对知 识 付 费 这 条 搅 局 的 鲇

鱼， 传统出版业似乎处在一个比较尴

尬的境地。
一篇名为《都是知识付费，出版行

业与知乎、得到、樊登读书会们究竟有

什么区别》 的热帖这段时间一直在业

内流传。“出版业怎样培养知识付费的

产品服务精神”的话题渐成强音。

出版行业对知识服务
精神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得到创始人罗

振宇的一段话， 大意为知识付费最重

要的逻辑是出版逻辑。 罗振宇说出了

出版社最应做 但 却 不 愿 意 去 做 的 事

情。身为文化产业最古老的部分，出版

业对互联网领域涌现的“新生事物”一
直抱有某种警惕的态度———无论是大

数据、IP，还是知识付费，这些“热词”
在不少出版人眼里， 都只是些烫手的

概念。 知更社区创始人汪毓楠对此表

示惋惜：“当这么好的机会掉到他们面

前的时候， 出版机构反而不知道如何处

理了。 ”
《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近两年中国知识付费用户规模

呈高速增长态势， 预测2018年知识付费

用户规模将达2.92亿人。 在很多人看来，
知识付费的兴起大有颠覆和取代出版行

业的势头。因为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改变

了人们信息获取的路径。但是目前看来，
少有出版机构能参与到知识付费中来。

据悉，目前所盛行的知识付费，核心

是利用社群机制将有付费意愿的用户筛

选出来， 然后以增量内容通过人格化的

课程设计迎合用户的兴趣需求， 这种需

求先于产品，带有鲜明的互联网色彩。有
业内人士指出， 知识付费这场变革的背

后隐含了消费升级中用户对内容便捷易

得的需求。
这几年， 一些阅读平台抓到了时代

的“痛点”，他们发现现在的读者往往有

以下困惑： 想读， 却完全不知道要读什

么；要读，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在读，却
总也读不完一本书；读过，却不太记得读

了什么。
因此，一些平台打造出“阅读服务”

这一创新产品， 摸索出了不同形式的阅

读付费服务，同时专门为此投入成本，自

建团队，甚至开发了 App 去引导“阅读”
这件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在

出版行业内的人们， 既不关心用户因为

什么而购买，也不关心因为什么而不买，
更不知道， 自己可以为目标受众提供什

么。在传统的惯性思维下，关心的依然只

是这本书能卖多少，以及谁能帮我们卖。

“知识付费 ”和出版是否
可建共生共荣关系？

说到传统出版与崛起的知识付费市

场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

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是去

年的“年度中国十大出版人物”之一。 作

为出版界的弄潮儿，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知识付费平台的走热并不是

一件坏事，它反而提供了一个知识付费的

全新途径，一个新的机遇。“如果一味排斥

对优秀知识产品进行开发的意识是不负

责任的。 ”韩卫东认为，当下的“知识付费”
模式和出版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共生共荣

的生态关系，互联网知识服务之本来自于

书本的知识，而书籍则可以通过更具效率

的“知识付费”得到广泛传播。
在韩卫东看来， 传统出版实在无需

过于悲观。 因为没有一家知识付费平台

可以精通所有门类， 满足用户的差异

化需求。相反，传统出版社在这方面经

过多年积累在自己擅长的赛道上拥有

着丰富的内容资源、作者、译者、书评

人等人脉资源。出版人应认真思考，利
用这段“窗口期”，将自身优势和互联

网优势综合起来， 开发出相应的阅读

服务。 他表示：“内容价值的优劣将是

决定出版行业未来胜败的关键因素，
出版行业在知识付费领域的创新，不

是彻底抛弃掉传统经验和优势地位的

创新， 而应该思考如何为已有的资源

赋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
有业内人士表示， 站在产品的立

场， 图书一直以来是一个单向传播的

内容产品。多少年来，出版人的使命都

是把好的内容带给读者。 对于怎样引

导读者这件事，则考虑较少。
其实，出版行业并没错。只能说是

这个时代以一种难以对抗的力量在改

变一个人过往的信息获取习惯。 当读

者越来越习惯被引导， 越来越适应大

数据算法时， 我们的传统出版业到底

能不能避免被“落下”的命运呢？
对此，用声音、表演、直播、解读的

方式， 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本来就可

以被视作著作权的衍生形式。 知识付

费平台切中了现代人追求高效的生活

方式， 但是知识的获取并非只有这些

形式， 阅读作为一种最基础的知识传

播手段，依然有着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些年， 纸质书走向消亡的预言不但

没有发生， 反而出现了阅读率的大幅

提升，实体书店全面回暖，更让人对传

统出版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可以断言，
知识付费平台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传统

出版的终结者， 这二者更不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将于8月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硕）第六届上海国际

芭蕾舞比赛定于今年8月3日至11日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 即日起至5月31日
面向全球征募参赛选手。记者昨天从大赛

组委会获悉，本届比赛主题词为“魅力上

海，与你共舞”，最高奖金为五万美元。
本届赛事将邀请国际著名芭蕾舞艺

术家组成评委会， 比赛分为少年组和成

年组两个组别展开。 少年组选手年龄范

围为15岁至18岁，成年组为19岁至26岁；
选手以独舞或双人舞形式比赛。 大赛设

大奖一名， 奖金从上届的三万美元提高

到五万美元。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芭
蕾艺术家辛丽丽表示， 提高大奖的奖金

额，是为了鼓励更多优秀选手参与，促使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竞争更激烈、赛事更

精彩、实力更耀眼；为努力发现和培育中

外优秀芭蕾新人，上海芭蕾舞团等专业机

构还将为获奖的中外优秀选手创造条件，
提供参加演出、 继续深造等成长机会，为
选手展现才华创造更多的空间，也为上海

的文化发展集聚更多的杰出人才。
上 海 国 际 芭 蕾 舞 比 赛 创 办 于1995

年。 本届比赛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

基金会、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上海大剧院

艺术中心共同承办， 经文化部批准，从

2016年的第五届起， 恢复为每两年举办

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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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星级影院挂牌，静候观众验收
上海电影又一项行业新政在国内先行先试

影片有口碑， 如今影院也有了官方

的等级认证。 昨天， 上海首批 65 家星

级影院挂牌， 包括 15 家五星级、 20 家

四星级和 30 家三星级影院。 这是上海

电影推出的又一项在国内先行先试的行

业新政。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挂牌并非

终身制， 评审将每两年举行一次， 并每

年复检。 即日起， 这些星级影院等候观

众验收。
至去年底，全市影院数达320家，银

幕数1837块。各大影院年度电影票房突

破35亿元。面对一个庞大且蒸蒸日上的

市场，星级影院评审能让观众的选择更

有 的 放 矢———为 打 响 “上 海 服 务 ”的 品

牌助一己之力 ； 也将在行业内 树 立 标

杆，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为擦

亮“上海文化”金字招牌添一抹亮色。

四大板块数百个小项，为
沪上影院出具“质检报告”

放眼全国， 电影院的星级评定是桩

想做却难以做成的事情， 因为各地发展

的不平衡 、 地域的差异性始终 是 道 难

关。 除此以外， 新旧影院该不该厚此薄

彼， 居民区与商业中心城区的影院定位

是否有差别考量， 影院 “隐藏” 的服务

技能与它的配套设施如何权衡等等， 都

是关乎观众体验的复杂要素。 正因为此，
此次随评审出台的 “上海市电影院星级

评审章程及细则”， 为全国发达城市和地

区的电影院评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上海经验。
这份评审章程及细则涵盖了四大板

块、 数百个小项， 从设备与设施、 视听

技术、 服务质量和行业影响力等方面，

为沪上影院出具 “质检报告”， 并由上

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管、 上海市

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主办， 对 128 家

提出申报的影院进行初评和终评。 从前

期调研 ， 到章程的拟定 ， 直到 评 审 完

毕， 历时一年多。
对照评审章程和影院名录不难发现

这份评审章程的周全考虑。 比如， SFC
上海影城始建于 1991 年， 其部分硬件

配套设施必然无法与新建影院相媲美，
但其每年举行的近百场影迷见面会， 以

及东方巨幕厅拥有的双机激光放映、 杜

比全景声技术等， 都为其大大加分。 许

多影迷都还记得， 2016 年 《比例·林恩

的中场战事》 上映时， 该厅为全球仅有

的 五 块 能 观 看 3D/4K/120 帧 的 银 幕 之

一；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影城更

是影迷心中的首选之地。 百丽宫影城则

因为适宜的观影环境赢得称赞。

城市副中心五星影院，让
观影成为“家门口的享受”

此次挂牌的15家五星级影院分布在

10个区内。 城市副中心也有不少五星级

影院，对于观众而言，观影真正成为“家

门口的享受”。位列五星级影院前三的是

SFC上影影城宝山店、 保利国际影城上

海世博店和上海万达影城周浦店， 坐标

分别落在宝山区和浦东新区。 这两个区

也是本次评审拥有最多五 星 影 院 的 地

区，各有三家入选。 而放眼全市，外环线

以内和以外，各有九家和六家五星影院。
参与评审的专家告诉记者， 用评审

星级的方式让沪上各电影院明晰自己的

短长，找准改进方向，归根结底，是为了

更好地提质升级， 满足市民的精神生活

需求，也促进了上海电影市场的繁荣。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年画，
将春节的热闹劲和盘托出

六大知名产地的近百件地道传统木版年画汇聚沪上

曾几何时，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门头

贴年画。如今，现代生活改变了人们过年

的方式， 许多年味十足的年画走进博物

馆、美术馆等收藏机构，平日难得一见。
昨天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揭幕的 “红红火

火中国梦———中国木版年画展”，为沪上

市民寻访地道传统年画提供了去处。
此次展览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的 12

件鲁迅藏年画及北京艺术博物馆提供的

85 件木版年画组成 ， 亮相的近百件作

品，涵盖了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天津

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
湖南隆回县滩头等中国六大知名木版年

画产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木版年画，从唐宋开始就
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景

据北京艺术博物馆工作人员高塽透

露，作为民间美术类型的重要代表，中国

木版年画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发

展至今，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根基。长期

以来， 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以一种稳定的

具有自身特色的套色、手绘技法发展，以
重彩写实的画风演进。其间，融入了大量

民间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和民风民俗，涉
及民俗学、历史地理、建筑科技、民族服

饰等众多学科领域， 是研究中国传统民

间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中国文

化史、民俗史、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年画不仅是新年的装饰品， 也是反

映传统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 与较为强

调个性的宫廷绘画、文人画相比，木版年

画更加生活化， 往往寄托了人们的美好

愿望。 比如，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人

们对自然星辰的崇拜。三阳开泰来自《易
经》，寓意阳气上升，否极泰来。

被称为天下第一门神的秦琼和尉迟

恭，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

登基后，常觉寝宫有异样声响，后大将秦

琼、尉迟恭全副戎装，把守宫门，结果平

安无事。李世民觉得两位大将太辛苦了，
遂命画工将他俩的威武形象绘 于 宫 门

上，称为“门神”。于是“门神”木版年画广

传民间，新年贴于门上，驱邪卫家宅，祈

福保平安。以后又逐渐把捉鬼的钟馗、忠

义的关羽和“铁面”包拯也列于其中。 五

子门神， 则来源于窦燕山教子故事。 据

《宋史·窦仪传》记载：“仪学问优博，风度

峻整。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当时

号为窦氏五龙。 ” 除夕之时张贴五子门

神，既是对家庭人丁兴旺的祈求，也是对

子辈前程似锦的祝愿。此外，“麒麟送子”
“年年有鱼”“天官赐福”“富贵满堂”“四

季花开”“一团和气”等以及《三国演义》
《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名著人物故事等

也都深受百姓喜欢。

南北风格不同见个性差
异，反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很多年画甚至直接表现的就是逢年

过节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贴春联、包
饺子、吃年夜饭、迎财神、踩高跷、舞龙舞

狮、划旱船、看花灯、猜灯谜……人们记

忆里那些熟悉的年俗活动， 年画里都能

找到。 以本次展出的一幅天津杨柳青年

画《大过新年》为例，它描绘的是北方家

庭腊月三十合家欢度新年的场景。 这是

一个“连三间”，东灶煮饺子，寓意全家一

团和美；西灶蒸馒头，企盼来年生活蒸蒸

日上。 近景处，大家围桌包饺子、互贺新

年， 门外有人提酒壶搬火锅进来……一

派热闹的新年气息扑面而来。
而不同产地的年画， 呈现出的是不

一样的风貌。以本次展出的年画为例，同
样是画 “门神 ”，河南朱仙镇 、天津杨柳

青、 湖南滩头三地的年画作品就截然不

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所传递的艺术

气息上，年画中秦琼、尉迟恭手上所拿的

道具、所穿的服饰等也都完全不一样。高
塽告诉记者，总体来说，北方的年画色彩

浓艳、喜好红绿撞色；南方的年画在颜色

的使用上则相对柔和。题材的选择上，北
方偏好戏曲故事、英雄人物，生活气息较

浓；而南方则更擅长风景、才子佳人和仕

女题材，文化气息较浓。
展览现场 ， 一 幅 幅 色 彩 斑 斓 的 年

画，将春节的热闹劲儿和盘托出，也满溢

着老百姓素朴而真挚的新年愿望。 时代

在变，年画的题材、内容、创作形式甚至

用途都在变， 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来未曾改变。要过，就过一个红红火火

的中国年。

以最纯粹的形式展现民乐气韵
上海民族乐团音乐会版《海上生民乐》巡演欧洲

长达一分半的欢呼、掌声，许多观众

起立致意， 这是上海民族乐团于当地时

间 2 月 7 日晚， 在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

中心演出谢幕时的一幕。 中国农历新年

将至，指挥家汤沐海执棒，上海民族乐团

以一出《海上生民乐》音乐会版为欧洲观

众捎去“春的问候”。 作为“欢乐春节”的
演出之一，《海上生民乐》还将在巴黎、布
鲁塞尔、柏林、汉堡、不来梅等八个欧洲

城市演出， 展现中国传统民乐当代气韵

的同时，让欧洲观众在音乐厅同享“中国

年”的欢欣喜悦。

自信展现中国民乐的国际表达

音乐会伊始， 笙音在观众席间悠扬

响起，一曲《和鸣》营造了一个颇有意蕴

的开始。观众不会知道，这先“笙”夺人的

一段表演，是在一小时前的排练，汤沐海

与演奏员新磨合而来的感觉———“声音

犹如从遥远东方、黄浦江畔传来”。
时间再往前退一小时，午餐时间，汤

沐海的饭桌上摊着乐谱， 从节奏到演奏

员站位，他与几个首席演奏员“一对一”
探讨， 寻找着最合适的表达。 在出发之

前， 汤沐海与团员更是进行了三轮的排

练磨合。如此反复打磨，不单是因为这里

是伦敦三大音乐表演场所之一、 伦敦交

响乐团与 BBC 交响乐团的驻团音乐厅；
同样也是因为《海上生民乐》以音乐会版

亮相，还是头一次。
作为第十八届中国海上国际艺术节

开幕式演出，《海上生民乐》 是以音乐现

场的形式推出的， 在过去一年间里在北

京、上海、山东及希腊比雷埃夫斯等地演

出超过十余场。考虑到此次巡演城市，不
管是伦敦、巴黎，还是柏林、汉堡，无一不

聚集着西洋古典音乐 “最挑剔的耳朵”。
所以乐团此次特别打造了一版全编制民

族管弦乐音乐会版， 为的就是将中国民

乐以最纯粹的形式，走入西方观众视野。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海

上生民乐 》不仅展现了笙 、筝 、琵琶 、二

胡、 唢呐等中国民乐的代表性乐器次第

在不同乐曲中充分展示，勾勒出中国文化

的魂， 同样也体现出不断吸收多元文化、
融入当代精神的格局和气魄。 ”而这样的

自信与匠心， 得到西方观众热烈的回应，
掌声、哨声与欢呼贯穿音乐会始终。

在世界寻找知音正当其时

“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西方观众有兴趣了解我们的

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 ”谈及时隔十余

年， 再度与民乐团体合作， 汤沐海这样

说。在他看来，中国民乐走入欧洲主流观

众人群“正当其时”。
伦敦演出现场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几近满座的观众席中， 有不少海外观众

以中国人迎接新年的特有方式———穿着

红色毛衣、系着大红围巾而来。音乐爱好

者观众卡拉第一次来听中国民乐， 却有

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以至于在每

一曲结束之时，她都热烈而兴奋地拍手。
“正当其时” 四字同样适用于上海民

族乐团。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乐团演

出收入首度破千万元大关。 这之中， 以

《海上生民乐》 为代表的一系列演出品牌

的推出与传播是重要原因。 在国内赢得

市场与声誉之后， 自然而然， 乐团将眼

光投向国际舞台。
巴比肯艺术中心之后， 乐团还将亮

相比利时布鲁塞尔文化中心、 德国柏林

爱乐音乐厅等著名音乐厅。 首次以商演

模式登上这些一流舞台， 票房均接近售

罄， 让乐团颇为意外和振奋。 而在2月

11日巴黎爱乐音乐厅的演出， 乐团还将

与世界古典音乐最大的在线平台Medici
TV合作 ， 进行全球网络实况转播 ， 真

正让“海上生 ‘民乐’， 天涯共此时” 成

为可能。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上海民族乐团携音乐会版《海上生民乐》赴欧洲演出。 （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湖南滩头年画 《门神》。 （北京艺术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