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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婷

沪上“建筑可阅读”全面向数字化转型
以十大行动计划开启全新3.0版

开放历史建筑 1037 处， 为 2458

处老建筑设置了二维码……这是上海
自 2018 年启动“建筑可阅读”工作以
来交出的成绩单。

“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沪上“建筑可阅读”如
何再上新台阶？昨天，上海对外发布了
《2021年 “建筑可阅读” 十大行动计
划》，包括“五个民”数字体验和“五个
一”服务体系。从这份计划中可以看到，

申城将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云平台等数字化方式，推动“建
筑可阅读 ”工作从 “扫码阅读 ”的1.0

版、“建筑开放”的2.0版 ，进入到全新
的“数字转型 ”3.0版 。这标志着 ，本市
全面开启“建筑可阅读”数字化时代。

主打线上，提升“建
筑可阅读”广度

上海素来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

之称 。 探寻上海的 “魅力 ” 和 “活
力 ”， 建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窗口 。

不同时期、 不同风格的建筑， 讲述着
不同的故事， 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精神
和品格。

“阅读建筑不仅是阅读一栋一栋
的建筑， 更是阅读我们的城市、 城市
的文化以及城市当中的人。” 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如是说。 近

年来，沪上持续加大老建筑的开放力度，

改变“牌子好挂门难进”的状况；为许多
老建筑挂铭牌、二维码，并在二维码内容
中增设英文介绍、VR 体验等服务功能，

市民游客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 建筑的
年代、风格等都能一目了然。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些什么？上海
给出的探索是：着力在市民满意度、社会
参与度、跨界融合度上实现新突破。以此
次发布的十大行动计划中的“五个民”活
动为例，将采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与各类数字新媒体合作， 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让更多人享受到“人民城市”

发展成果。

其中，“全民评”和美团合作，征集市
民游客的意见、 建议；“全民讲” 和蜻蜓

FM 合作， 邀请市民游客讲述上海建筑
故事；“全民拍”和腾讯合作，征集上海建
筑摄影作品；“全民游”和小红书合作，征
集更多上海建筑微旅行线路攻略；“全民
创”和抖音、大隐书局合作，邀请大家一
起设计建筑相关伴手礼。

“以前以线下为主，参与活动的人数
有限，现在主打线上，人数不受限制，也
不会造成人员聚集， 还能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褚晓
波透露，抓住数字文旅机遇，未来，上海
还将与数字媒体合作开发小程序， 在网
上建立“建筑可阅读”统一的入口，以移
动互联网产品整合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旅
游吸引物， 让人们一站式了解上海有哪
些历史建筑，近期有什么相关活动，打破
地域限制，足不出户阅读建筑。

调动五官，多维度“阅
读”经典建筑

如果说，活动搬到线上提升的是“建
筑可阅读”的广度，那阅读的深度又该如
何推进？除了用眼睛看，建筑阅读还有哪
些维度？ 针对此，《2021 年“建筑可阅读”

十大行动计划》将推出一份“套餐”，挑选
部分经典建筑开展“一楼一‘套餐’”试点
工作，即每处建筑配有一张邮票、一套明
信片、一本书、一部纪录片、一支讲解和
研究队伍等，从价值阐释、历史研究、宣
传推广、讲解导览等方面，全方位、多角
度、深层次地“阅读”经典建筑。

事实上，在这方面，申城部分历史建
筑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以武康大楼
为例，这幢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网红建筑，

不仅出版了主题图书， 录制可以扫码聆
听的建筑故事， 制作可以体验建筑物内
景的 VR；还开发了一系列文创周边，包
括咖啡、饼干、漫步音乐随笔，甚至能感
知到该大楼清晨和日落的香氛等， 引导
人们调动五官体味历史建筑的魅力。 未
来，武康大楼还将推出数字艺术服务屏和
主题邮局等，不断扩展建筑文化的外延。

除了推出 “套餐”， “五个一” 服
务体系还包括： 成立一个联盟， 出台一
套服务质量标准， 搭建一个文创市集平
台， 建立一支人才队伍等， 意在把“建
筑可阅读” 打造成城市金名片， 让文化
赋能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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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宣晶）网络出版单位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据统
计， 目前， 沪上 60 多家民营网络出版
单位中 ， 有 20 家单位已成立党组织 。

昨天 ， 上海网络出版单位党建联盟成
立 ， 倡议将党建工作与创新 “网生内
容” 相结合， 带动高质量发展。

据透露， 上海网络出版单位党建联
盟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网络出版处的
指导下开展工作， 设轮值会长一名， 任
期一年， 轮值会长由联盟成员在联盟会
议中推选产生； 联盟会议原则上每半年
举行一次， 有重要事项也可临时召开。

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共 20 家， 包括
盛趣游戏、 阅文集团、 波克城市、 哔哩
哔哩、 第九城市、 叠纸网络、 久游、 巨
人网络、 骏梦网络、 恺英网络、 米读小
说、 米哈游、 七猫文化、 三七互娱 （上
海）、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 （上海）、 小沃科技、 心动网
络、 游族网络、 众源网络。

统计数据显示， 无论是在传播社会
主流价值、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还是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 网络出版单位都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出版单位研发的网
络游戏产品和网络文学产品触达几亿用
户， 产品的内容质量影响到一代人。 这
个行业的发展如何从 “铺摊子 ” 转向
“上档次 ”， 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
力？ 上海网络出版单位将党建工作与内
容生产相结合 ， 为 “网生内容 ” 注入
“红色动力”。

比如 ， 波克城市利用自身业务优
势， 研发 《四史逐梦》 答题游戏软件，

引导玩家在寓教于乐中学习 “四史” 知
识。 阅文集团组织网络文学作家和编辑
开展 “现实主义万里行” 活动， 催生出
《中国铁路人》 《大国重工》 《复兴之
路 》 等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 。

阅文集团 、 七猫小说还在首屏首页推
出专区 ， 让读者通过阅读扎根于生活
的中国故事 ， 感悟时代精神 。 盛趣游
戏研发的 《南海更路簿》， 则以寓教于
乐的方式展现了我国 “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

在为社会提供优质“网生内容”的同
时， 上海网络出版企业还将党建工作融
入到企业文化和人才队伍建设中。比如，

游族网络研发“游族微党课”平台，党员
登录学习获取积分； 波克城市创新设计
“电影党课”“音频党课” 等生动载体，举
办 “红歌快闪音乐会”“我想和你一起做
公益”等主题党日活动。阅文集团今年不
仅将开展 “网络文学致敬建党百年系列
活动”，还将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把广大网络文学党员作者
组织、团结起来，打造线上交流互动的“云上党员活动室”。

据悉， 联盟成立后， 将凝聚行业合力， 拓展行业交流，

通过线上、 线下等渠道整合资源， 以点带面延伸产业链条，

打破行业壁垒， 与更多外部优质资源跨界合作， 实现双赢，

助力上海网络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

B站内容增量画出“Z世代”成长上扬曲线

从二次元到多元，越来越多的优质视频内容和创作者在站内沉淀，
“后浪”迎来更具视野的互联网世界

知名UP主“罗翔说刑法”日前摘得哔哩
哔哩（以下简称“B站”）2020百大UP主颁奖礼
“年度最高人气”奖。 凭借满分作文式的案例
分析，普及“每天一个法律小知识”的罗翔老
师，仅用半年便聚起千万粉丝，堪称B站新一
代UP主的典范。

据B站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站内
月均活跃UP主数量、视频投稿量、新增用户
和百万级播放视频数，同比增长均超过七成。

“推背兔の”“硬核的半佛仙人”“敖厂长”“芳
斯塔芙”“那岩”……越来越多“有想法”的内
容生产者在站内聚集， 沉淀他们的理想、才
华、创意与生活。 一个B站用户收藏夹里的世
界也越来越大：红楼梦、博弈论、古生物知识、

犯罪心理学和看车买房可以共存。

有学者指出 ，B站知识型视频创作与传
播的增量， 与广大青年用户的自我成长共同
画出一道上扬曲线， 是当代网民审美需要和
价值追?不断生长的直接体现。 正如B站当
晚颁奖礼的主题所言———在这里， 能读懂以

95后为代表的“Z世代”的热爱与追?。

突破小众文化自留地，青
年用户在公共事务和知识分
享领域更多发声

当天颁奖现场， 罗翔那段诚恳获奖感言
刷了屏，“这个奖项非常的沉重， 我感觉我有
一点搬不动，可能得千千万万的人，才能把它
举起来。 我不过用我的视频拨动了大家的心
弦，大家是被自己心中的正义感所感动……”

的确，近一年时间里，B站原生视频产品明显
突破了小众文化自留地的边界， 逐渐踏上了
主流社会公共话题的节拍。 越来越多的青年
用户群体呈现出的家国情怀、 社会担当与学
习热情， 让这片原本小众的互联网社区有了
更广阔更深切的共鸣。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 不少B站UP主化
身抗疫科普先锋， 制作了大量疫情相关的视
频，获得中央媒体的联合推送100多次，全网
观看量超过50亿。 UP主“毕导THU”的《简单
算算， 你宅在家里究竟能为抗击肺炎疫情做
出多大贡献？ 》、UP主“兔叭咯”的《医学博士：

新型冠状病毒可不可怕？ 和SARS有什么区
别？如何有效预防？》等视频，在第一时间传播
了科学的疫情知识，提高了大众的防护意识。

既保留了知识的专业性， 又能够抓住细
节建立丰富性和趣味性， 是B站知识内容生
态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潘霁教授认为，B站已成为一个网络化、视觉
化的公共事务集体参与和知识分享社群。 它
的多样化生态，建立在集体知识创造力之上。

数据显示，1.5亿B站用户中，以“Z世代”

人数最多，互联网分享给他们的，是对生活更
细节的热爱和一个看世界更宽广的镜头。 点
进B站的首页，深受网民喜爱的课程几乎“没
有边界”———从诗词歌赋、人生哲学、作曲编
曲、考古、犯罪心理到装修、?职面试、健身和
投资理财。包罗万象的视频产品背后，是一条

B站内容从二次元转向多元的清晰轨迹 ：曾
经的ACG（泛指动漫、动画和游戏）底色变淡，

社会主流议题浓度变强。 同时，泛兴趣社区、

学习型社会等特征和话题成为热点。概括地
说，如果用户画像曾经是中二少年，如今他
们长大了。

“长大了的他们”突显出更加浓厚的学
习兴趣和热情。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里，有
近1亿用户在B站观看知识类视频， 相当于
同年高考人数的9倍。 与此同时， 相比2019

年，投资理财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464%，

?职面试类视频同比增长233%， 健身类视
频同比增长182%。 难怪在学者眼中，B站已
成为观察“Z世代”文化、读懂当代年轻人的
风向标。建立在高质量原生内容与高质量互
动之上的流量生态，让这个网络社区焕发出
日益广泛的生机勃勃。

算法和圈层之外，由知
识内容与专业趣味构筑的世
界，让不同代际相遇交流

《知识的边界》 作者戴维·温伯格曾表

示 ， 互联网改变了大众知识获取的方式 。

“过去， 获取知识是以精英专家们为源头逐
层筛选的过程。 但现在获取知识是种网状
结构， 没有边界， 大众可随时触及， 也可
互相传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瑛教
授认为， B站的 “魔力” 正在于能够不断填
补社会网络中的 “结构洞”， 带来获得信息
和资源的优势。 “每个人都处在由各种不
同关系所组成的网络中， 每个人都是网络
中的节点， 但是再复杂的网络都存在许许
多多的空隙， 这就是 ‘结构洞’。 我们和有
些节点之间永远不会有连线 ， 直到那个
‘第三者’ 的出现。”

而B站就承担着这样一个信息交换、文
化共享的功能。 在当前的互联网媒介生态
中，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用户来自不
同群体，彼此拥有“不同的世界”。但在B站的
非线性传播体系中，各种知识内容与专业趣
味可以并存并增加了许多“打照面”的机会，

让思维的火花四处碰撞。

“沈逸老师的每个视频我都会看不止一
遍。 ”坐拥158万粉丝的沈逸，是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对国际局
势的研判风格被网友点赞“浑身是肝，预测
奇准”。 遇到突发事件，他也会半夜里爬起来
加更， 每段视频创作都保持在30分钟上下，

“用心又真诚”。 这位70后常常在视频中暴露
自己玩过流行网络游戏，赢得了不少青年粉
丝的共鸣。

当视频创作者在选题深度和娱乐性之
间走向平衡，内容的商业化运作也逐渐成为
可能。 蓝鲸财经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两成

B站UP主已经实现团队化，六成的UP主团队
均为十人以下的小团队。无论是原生UP主的
全职化，还是外部创作者转战B站，都显示出
商业创作正在成为B站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B站的核心生态应该是诚实，现在的年
轻人非常聪明，在任何情况下试图自嗨或是
蒙骗，最终都会导致反噬。 ”谈到技巧和包
装，UP主“硬核的半佛仙人”认为底色真诚，

才是内容产品出奇制胜的法宝。
▲文学作品《大国重工》。

荨答题软件《四史逐梦》。

上海持续加大老建筑的开放力度，为许多老建筑挂铭牌、二维码，并在二维码内容中增设服务功能，市民游客只要拿

出手机扫一扫，建筑的年代、风格等都能一目了然。 图为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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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刑法”（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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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 UP 主黄龄。

▲B 站 2020 百大 UP 主 “机智的党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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