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耀中

国》《功勋》 等影视剧在建党百年优秀文

艺作品展播中脱颖而出， 点燃了年轻一

代自发的观看热情。与此同时，年轻人对

主旋律作品的打开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除了在网站打分、参与讨论外，还对片段

进行剪辑、制作表情包、开发文创产品、

梳理历史知识、进行自我命名等，不断强

化着他们的参与感。

在 Z 世代群体内部也呈现着不同圈

层差异化鲜明的接受方式。 如以文艺青

年为主体的网站， 偏重于对画面隐喻的

读解和对历史细节的捕捉； 以城市职场

为主体的网站偏重于对人物价值观念和

命运的讨论；在生活分享网站小红书，年

轻女性努力找寻历史与现实连结的物质

途径，进而把“觉醒”与“奋斗”的势能注

入日常生活； 在容纳多元文化社群的 B

站上，用户以剪辑、再创作、发送弹幕的

方式表达喜爱之情； 在抖音等短视频网

站则侧重情感渲染，激发爱国共鸣。可以

说 ，Z 世代年轻人对主旋律作品感受之

热切、表达之踊跃、方式之多元，都达到

了全新境界。

梳理心路历程，将革命
元素融入日常生活

对 “网生”代 90 后、95 后乃至 00 后

而言，无论《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

耀中国 》还是 《功勋 》《跨过鸭绿江 》，记

录观感 、抒发情感 、梳理和分享心路历

程成为最常见、最直接的追剧模式。 年

轻人撰写主旋律作品的评论，不仅限于

作品的分析、评论，解读画面或台词中隐

喻 ；也有对作品所涉及历史背景 、重要

人物 、观点主张等知识点的梳理 ，逐渐

明晰出如“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

等一个个讨论话题； 更有联系当下社会

生活，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形成对照，如

《觉醒年代》 热播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表

述：“《觉醒年代》有续集吗？ ”“你现在的

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这些影评、观后感

不乏真知灼见， 真诚地写出了年轻人如

何“觉醒”的心路历程。

以摘抄经典台词为代表的 “语录

体” 传播日益增长。 优秀主旋律作品里

振聋发聩的台词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有的网站摘抄的台词以段落为主， 注重

上下文的关联性， 强调方法论。 有的网

站摘抄的台词以句子为主， 体现人生态

度和精神面貌 ， 更侧重于形式———手

抄， 强调一种亲身参与的仪式感， 由此

加深记忆。 一些年轻人还把观后感、 台

词、 剧照精心排版， 制成充满个性的手

账， 将革命历史与现实生活拼贴组合。

“语录体” 虽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 可

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又加入现实感

的附会后， 复杂的历史逻辑面临着被简

化的可能。

绘制人物形象， 制作成头像、 表情

包，引发二次传播。 《觉醒年代》热播时网

上出现大量人物漫画形象， 和历史书上

严肃的黑白照片相比， 这些漫画的特点

是“萌化”，使得历史人物显得和蔼可亲。

除了漫画还有大量视频截图， 如 《山海

情》 里水花委屈的神情配上文字被制作

成表情包，用于日常交流。无论是漫画还

是表情包，伴随不断传播使用，所设定的

意义被反复强调， 但是在加深人们印象

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物的复杂性。 以卖萌

凸显蔡元培的形象， 是对人物性格的片

面理解。

开发文创产品， 将革命元素融入日

常生活。 文创产品的走红得益于新一代

消费群体的崛起， 年轻人开始强调商品

附加的文化价值，把历史、人物变成可以

随身携带的物品， 融入日常生活。 《觉

醒年代》 热播后鲁迅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出现脱销的情况， 年轻人干脆自己动手

制作文创产品 ， 手机壳 、 帆布包 、 徽

章、 贴纸等， 产品越来越小巧和富有装

饰性 ， 可以让年轻人进行创造性地混

搭。 这些文创产品还逐渐成为一种身份

认同的标志， 拥有者自称 “觉醒女孩”，

彼此称呼 “同志”， 人和历史的互动投

射进日常生活。

设计红色旅游路线，“打卡” 找寻历

史记忆。 Z 世代年轻人通过强化空间感

来找寻历史感， 他们以剧集作为场景还

原的依托，自主设计红色旅游线路、绘制

地图、分享攻略。 这种打卡被命名为“沉

浸式打卡”，闭上眼睛就能回忆起剧情场

景。 年轻人的“打卡”还能促进景点风貌

的提升，人们发现合肥市“延乔路”路牌

破旧、周边市政设施落后，写信给市政府

要求整修。市政府很快更换了新的路牌，

并启动相关纪念雕像的制作。七一前夕，

大批市民自发在“延乔路”路牌下插上国

旗，摆放鲜花、卡片，用真挚的感情表达

对于革命先烈的缅怀。 “延乔路”由此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场所。 《山海情》

的热播也促进了宁夏旅游产业的开发，

当年轻人真正深入到黄沙漫天、 空旷寂

寞的西北乡村时， 更能感受到脱贫攻坚

事业的伟大意义。

应该看到， 作为年轻人一种生活方

式的“打卡”“签到”，有可能只是浮光掠

影，凸显的是“我来过”而非“我了解”“我

记住”。 可喜的是，如今各级政府越来越

重视调动参观者的主动性，激发他们对

于景点的深度体验感， 尤其是在拥有丰

富红色旅游资源的地区， 探索如何将红

色景点与周边自然风光、 人文景点形成

优势互补； 在已经设计出的 “打卡” 线

路基础上， 整合博物馆资源、 开放更多

名人故居和革命活动旧址、 举办相关纪

念活动等举措 ， 让年轻人受到精神上

的洗礼 ， 全身心地进入当时的历史情

境中。

以“创造性转化”参与
主流价值观的建构

开列书单、通过延伸阅读了解历史，

形成良好的长尾效应。 历史题材的主旋

律作品使年轻人有了强烈的继续了解历

史的渴望，他们自行寻找一些历史读物。

比如《觉醒年代》热播时网络上出现大量

“觉醒年代书单”， 书目主要集中在：《新

青年》影印本或文选、鲁迅、胡适等作家

选集全集、 革命人物传记、 通俗历史读

物、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等，这些书

单形成了良好的长尾效应。

最为可贵的是 ，Z 世代观众对作品

进行“创造性转化”，参与主流价值观的

建构。 年轻人不再是主旋律作品及所倡

导理念的被动接受者， 而变成革命史意

义建构的积极参与者， 红色经典的有效

传播者。他们擅长于进行“创造性转化”，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理解对材料进行加

工，以历史事件、人物关系等不同线索进

行“再创作”，不断拓展作品的丰富性，赋

予其独特价值， 创造一个新的理想主义

世界。 年轻人每一次观看和重读都与固

有的知识结构和现实经验发生碰撞，带

来新的发现， 这时对主旋律文艺作品不

再是一次性的欣赏与阅读， 而是他们深

入学习、认识历史的资料库。

近年来， 年轻人生成了新的话语方

式、审美标准和评价体系，他们积极地参

与到主流话语的建构中，经由他们“再生

产”的内容更为年轻化、个性化，更易在

青年群体中传播。 这些新的文化生产正

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积极关注， 朝气蓬勃

的原创精神， 也获得了更多主流层面的

肯定，感受到参与价值的被认可。

Z 世代年轻人对于主旋律作品新的

打开方式就是找寻到一条历史与当下生

活连结的路径， 这也标志着这一受众群

体在优秀作品影响下思想观念发生着种

种转变。 近年来，网络上涌现了大量和年

轻人生活状态相关的话题，如“躺平”“佛

系”等，暴露出青年人在人生观、价值观

方面存在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觉

醒年代 》《山海情 》《理想照耀中国 》《功

勋》 等一系列主旋律影视剧以生活化的

场景和高浓度的情感输出， 先使得 Z 世

代年轻观众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形成对

照，把共产党人、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

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视作我们当下幸福

生活的根源。 又通过阅读、文创、打卡、表

情包等将革命先辈奋斗的历史势能注入

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对于这种转化

路径要持续探索，年轻人只有将对历史、

政治的关注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理解才有了更多

的历史意识， 形成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

崇高理想。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学者）

《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耀中国 》《功勋 》等
影视剧在建党百年优秀文艺作品展播中脱颖而出，点
燃了年轻一代自发的观看热情。 他们通过记录观感、

抒发情感，梳理和分享心路历程，甚至二度开发文创、

实地走访“打卡”等“追剧”方式，找寻到革命历史与现
实生活连结的路径， 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

纠偏着网络上存在着的 “躺平”等消极态度。 他们对
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历史意识，形
成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崇高理想。

黄启哲

在撼动什么，在重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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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戏曲多样共生的密码是：
哲韵+情致+文化

荩10 版 ·文艺百家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青春片
———从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和《我的青春有个你》说起

荩11 版 ·影视

《红楼梦》的螃蟹宴与
《闲情偶寄》的蟹秋清供

荩12 版 ·经典重读

Z世代对主旋律作品新的接受方式
将先辈英勇奋斗的历史势能注入当代的日常生活

霍艳

前有带货主播 1 元兜售图书“击穿
底价”，让出版人痛心疾首；后有图书网
站借潮玩概念推出“图书盲盒”，让消费者
抱怨“踩雷”……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图书
销售诞生的一批新玩法， 为传统出版业
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引发不小争议。

疫情发生后，各行业都面临不小的
冲击。时下兴起的新业态、新模式带给传
统出版人不少启发，以期乘上风口，适应
消费习惯，推动书业、推广阅读。不过，种
种乱象也着实透支了读者的好感， 为新
业态后续发展蒙上阴影。有人直言，这是
对书业的 “入侵 ”，甚至使用了 “绞杀行
业”这样的词汇。 而另一边，资深出版人
汪耀华认为， 新模式带来新的销售空间
和机遇，尝试是有益的。面对当下流行的
零售新模式、新业态，出版业不能固守阵
地，而要主动出击。而在尝试后是否会对
产业进行良性的趋势， 他认为需要出版
人持续探索， 也需要有关部门及时跟踪
关注、动态监管。持续涌现的图书销售新
业态在撼动什么，又在重塑什么？

花式销售频现
赢了生意输了信任？

不久前 ，某主播在自己的 “图书破
亿补贴狂欢节 ”直播专场中 ，号称叫来
了 “中国出版社的半壁江山”，30 多家
主流出版社备货 50 万册图书。 其中，

《森林报 （彩色注音版）》《飞向太空港》

《安娜·卡列尼娜》《湘行散记》 等书更是
低至 1 元，价格之低“比盗版、比纸浆还
便宜”。有人算了一笔账，且不说“1 元图
书”如何荒唐，就算是 10 元一本，哪怕
是去库存也要花费数元的物流成本，毫
无利润空间可言。可面对“低价策略”，销
量自然可观———有人统计了当晚的销售
情况， 发现仅榜上前 45 位图书销售总
额就已经突破亿元大关。

这边是带货主播引发争议的 “贱
卖 ”，那边又是营销策划下的 “盲买 ”。

在某图书网站的策划下 ， 通过神秘感
来抓住用户的 “图书盲盒 ”风靡开来 。

该网站推出的首批盲盒共有十款主
题 ， 每个盲盒中包含两本书和两三件
文创产品，售价 42.3 元。 产品一经推

出，就迎来“爆单”。 有人是奔着“盲盒”

风潮下的尝新尝鲜，有人是因尚可接受
的价格，而更多人都是被其主题名所吸
引。 如果说“不孤独的美食家”“好奇心
博物馆” 还多少能猜出涵盖书籍内容，

那么“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一日吃进
长安瓜”则干脆可以用“耸动”形容。

遗憾的是，读者拆盲盒的失望多过
兴奋。鲁迅的《彷徨》和某本网络写手的
心灵鸡汤被放在同一个盒子之中。 还有
读者从 “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 ”中开出
一本《认罪悔罪教育》。 且不说主题是否
恰当 ，被迫收到小众低质 、于日常生活
毫无关联的图书， 难免让人有上当感。

很快，有人从包装上的污渍和灰尘上察
觉出端倪———与其说是 “拆盲盒 ”拓宽
读者的阅读范围，不如说是商家处理滞

销书、清库存的一次成功营销！

“亿元成交额”与“爆单”的结果，看似
赢得了商业上的一次成功， 透支的却是
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和读者的信任。

守住底线
以“变”应“变”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如何让图书更
好地对接消费者和市场， 是时下从业者
共同面临的难题。

《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

2015年至 2019年， 我国图书零售市场
保持 10%以上增速， 并在 2019 年达到
1022.7亿元的码洋规模，但在 2020 年，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图书零售
市场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
长，码洋规模减少至970.8亿元，同比下
降 5.07%。根据《2020-2021中国实体书
店产业报告》， 纳入样本的实体书店中，

2020 年销售收入同比下降的占 70%。

而相对应的，不少图书通过新销售
模式实现了可观的销售额。以专攻图书
带货的主播王芳为例， 她一人在 2020

年 4 月到 12 月间创下的图书销售额就
超 2 亿元。 “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 ，我
们一场的销售额就在1000万元左右，而
很多出版社一年也就卖 1000多万元。 ”而
“樊登读书 ”创始人樊登 ，凭借此前积
累的 “知识付费 ”受众群 ，每场销售额
也在200万元以上。

图书带货虽然遭受了不少质疑，但

王芳认为， 也应看到它为图书出版业带
来的改变。最初对接老牌出版社时，王芳
常常得到这样的回应 “周六周日不能发
货”“发错货不能立即退款， 要找财务走
流程”。而如今，所有的人都在奔跑前进。

大年初一， 四家出版机构表态：“春节也
可以不休息”，来保证直播正常运转。 在她
看来，成就感不单来自销售数字，更多的
是因为渠道打通后，出版人认真做了一年
半载的图书，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回馈，从而
有了更大的动力和信心。

事实上，“带货”模式拥有以往图书
销售所不具备的优势———荐书。不管是
在书店还是既有的图书电商平台 ，海
量图书往往将读者淹没，无从下手。 然
而 ，相较于其他消费品 ，文化产品恰恰
需要推荐和导购。 快节奏的“带货”，虽
不能说是完全满足了这一需求，但通过
主播的讲解和展示，使得图书的展现更
为全面且多元，再加上直播中可以随时
解答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费者的
疑惑 ，并激发购买欲 。 而这 ，恰恰是传
统书业需要着力变革的“痛点”所在。

业内人士指出， 图书也是商品之一，

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需要更多销售方式
来面向市场。 归根究底， 主要还在于选
品———无论是什么样的销售方式， 产品
本身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要用销售方
式协助优质图书获得更好的市场反馈，

而不是用销售来弥补图书的不足， 这样
即使能暂时吸引消费者，下一次也很容易失
去大家的信任。

从图书带货到图书盲盒，引发争议也倒逼思考———

持续涌现的图书销售新业态

观点提要

《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

等主旋律影视剧，点燃了年轻一

代自发的观看热情。

①图为《觉醒年代》的剧照

②赵丽颖在 《理想照耀中国》之

《希望的田野》中饰演雷金玉

③王一博在 《理想照耀中国》之

《抉择》中饰演蒋先云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