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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著作《末日松茸》中提到一类

松茸，具备把无机的土壤变成有机的、可

供其他植物吸收的功能。在青岛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文彦教授看来，短视频

有可能成为阅读生态的“松茸”，丰富原

有人们依靠书籍获取知识的维度。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发布的《短视频

时代的阅读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公布了两组数字：81.40%的受访者认为短

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方

式，79.65%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声文图兼

具的形式，能够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解

看到的知识和内容”。

促进而非替代，短视频拓
展阅读人群、助力知识传播

作家止庵在抖音分享和推荐经典文

学，收获了17.6万粉丝，心中不免有“知己

遍天下”的惊喜。类似案例正每天发生在

短视频平台千千万万的博主身上。与以往

“人们爱玩手机，不再看书”的印象不同，短

视频正在让很多不怎么读书的人参与到传

统阅读当中，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出版学科

负责人施勇勤认为：“短视频形式的阅读和

传统阅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

是融合并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喜欢看纸质书的人群大多不排斥短视

频，反而会把短视频当成获取知识和阅读

的新渠道。报告显示，“总是和经常”阅

读纸质书的受访者中，有75.50%也喜欢

看短视频，37.75%喜欢看图书类短视

频，67.11%认为观看短视频增强了自己

的阅读兴趣，更有79.25%表示自己通过

短视频推荐购买过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在较少阅读纸质书的

受访人群里，23.78%表示自己会观看图

书类的短视频，71.41%认为观看图书类

短视频会增强自己的阅读兴趣，还有

70.45%表示自己曾经因为相关的短视频

内容推荐而购买书籍。可见，平时较少阅

读纸质书的人群会在短视频的影响下产生

读书兴趣和图书购买行为，这无疑说明短

视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阅读的受众

群体。

除了让不怎么读书的人有可能捧起书

本之外，北京大学出版学院副教授李世娟

从帮助农村地区推广读书的角度谈及短视

频助力全民阅读的积极意义。她在过往农

村调查时发现，一些农家书屋、阅览室的

利用率很低。“这是我们推广全民阅读的

一个瓶颈，而短视频让阅读更具‘可及

性’，让农村用户在家就有机会获取知

识，为突破这个瓶颈提供了可能。”李世

娟将阅读的发展总结为三个时代：以纸质

书、电子书为主要形式的1.0时代，以读者评论和交流为特

点的2.0时代，以及当下的阅读3.0时代，通过短视频来分享

阅读体会和推荐书籍，让观众更容易了解到书中的知识和内

容，对阅读的普及和推广具有积极作用。

短视频时代，“阅读”概念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阅读通常被认为是阅读纸质书籍，那观看短视频算不算

阅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谷征指出，我们需

要将阅读的概念打开来看，很多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知识

分享博主，他们提供的内容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是知识传

播的一种新形式。从这一层面来看，观看知识类短视频或许

与听书的概念类似，可以算在阅读的概念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徐升国则从

阅读的本质出发，指出：“文字、声音、短视频等是内容的

多种呈现形式，无论是通过读文字、听声音，还是观看短视

频，甚至是未来通过脑机接口等形式，获取知识和信息，领

会背后的思想和智慧，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和生命品格，是

阅读本身底层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短视频

形式的阅读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短视频内容丰富、互动性强、观看效率高的特点，符合

当代大众的阅读习惯。调查数据显示，相比独自进行阅读，

63.59%受访者更喜欢短视频这种互动性的阅读体验。对

此，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出版社执行

副总编辑陈洁表示赞同：“我们原来一直说到的阅读的交

互，是读者跟作者的交互；现在突然发现，通过短视频分享

和数字化阅读还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阅读的社交属性

在新环境下被扩大了。”

优质短视频内容“回流”促进传统出版业发展

莎士比亚的戏剧，被当时兴起的纸质书吸纳，以精装大

开本的形式出版，但也只是成为贵族和上层社会的专属，其

真正走进大众则是以口袋本的形式，并成为时代的经典。张

文彦用图书出版对莎士比亚戏剧传播的助力比喻短视频对大

众阅读的促进作用。她认为，短视频就像口袋书一样，是便

捷的、大众化的知识传播渠道，有助于打破纸质书时代的圈

层化和茧房化，让普通人可以阅读经典，也让普通人生产的

内容有机会被看见。

短视频对出版行业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为纸质书提

供营销、导流、带货的新机会。《2022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数据

报告》显示，2022年抖音平台销售图书2.5亿单，莫言、毕淑

敏、梁晓声、周国平、倪萍等多位名家在抖音电商发售新书、

推荐好书。大量出版机构在抖音电商拓展新市场，保持稳

定高效经营，磨铁图书、课堂内外、一亩宝盒、人民文学出版

社、华版图书是2022年抖音平台销量增长最快的出版机构。

陈洁观察到，仍有不少中小型出版社在进军短视频营销

领域缺乏动力，另有一些出版社虽然积极地展开实践，但创

作出的短视频虽然“唯美且高大上”，却缺乏能够打动人心

的力量。她以“外卖诗人王计兵”为例，指出获得良好反响

的短视频背后应该是接地气、打动人的故事，“作为优质内

容创作的能力者，出版社应该在知识传播的形式上做出积极

思考，这也是短视频时代发展‘融合出版’的本质。”

对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电子音像社总编辑肖

子娟表示同感。她指出，短视频创作者多是基于图书的内

容、主题进行演绎和二次创作，讲解精彩内容、分享阅读

心得，容易获得共鸣。尤其是通过直播销售图书，更加体

现主播荐书的内容设计和展演能力，这些成功主播的经验

值得学习。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社长李建红则

提出，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内容生产形式，积累了大量广受

欢迎的优质知识类短视频内容，应当考虑转化为纸质图书，

向传统出版“回流”，为短视频与出版行业的互促发展提出

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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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程度和首演占比均创历史新

高！记者获悉，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将于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举行。汇

聚中外名家名团，本届艺术节将集中推出79

台演出项目，包括境外项目45台、境内项目

34台，其中13台世界首演、3台亚洲首演、7

台中国首演以及48台上海首演。节日期间，

累计举办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超过400项，内

容体量、场次规模相比往届增长超过20%。

暌违三年，重装归来的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不仅是集聚全球一流演艺资源的文化

码头，也是引领当代艺术创作潮流的国际舞

台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展

示着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图景。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助推文
明交流互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艺术化呈现“一带一路”的历史文脉、全

球视野和当代价值，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

博物馆联袂打造的多媒体交响音乐会《丝路

颂》，10月19日将正式为本届艺术节拉开帷

幕。开幕音乐会以朱践耳、赵麟、俞极三位

作曲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丝路主题作品为

基础，以音画融合的方式进行全新创排。10

月20日上午，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的世界会

客厅，将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圆桌

论坛，50多家演艺机构将共同探讨“一带一

路”演艺行业的新思路、新变革、新合作，并

联合签署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筑文化艺

术新丝路的《上海共识》。同时，本届艺术节

还特设“丝路之光”系列展演。

纷至沓来的海内外名家名团将以79台

高品质演出点亮本届艺术节的高光时刻。作

为开幕演出，10月14日著名指挥家艾森巴赫

将携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在上海

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奏响新声；10月15日，

对汤显祖原著进行再创作的全本55出《牡丹

亭》之集粹版将全新亮相。艺术节期间，多明

戈、乔治乌、马祖耶夫、美国芭蕾舞剧院、瑞士

贝嘉芭蕾舞团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等一大批

国际顶尖的名家名团名作将惊艳亮相；以舞蹈

重现璀璨“三星堆文明”的《三星堆纪》、以古老

秦腔讲述现代乡村振兴故事的《楷模村》等“中

国风”优秀作品，将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11月15日的闭幕式

上，以色列指挥家拉哈夫 ·沙尼与以色列爱乐

乐团将联手演绎贝多芬、马勒的经典名作。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演艺项目交

易市场，本届艺术节演出交易会将于10月

19日至23日在前滩31演艺中心举行，预计

将吸引世界各国和地区约500家专业机构、

1500名嘉宾参与。同时，艺术节主旨论坛将

升级为国际城市文化论坛，聚焦“以艺通心、

链接世界”主题，集聚全球文化艺术领域的

巨头和大咖，共同探讨全球城市文化发展的

新挑战、新路径和新格局。

赋能城市美好生活，引领演
艺行业发展

“本届艺术节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充分把握品质、多元、体验等文旅需求新

趋势新特点，让‘赏好剧、看美展、观文博’成

为城市金秋的艺术风景线、成为市民游客的

打卡首选项。”市文旅局局长方世忠表示。

打造“没有围墙的剧院”，节日期间近60

台名家名团演出项目覆盖全市16个区，走入

街镇社区、走进公共空间，奉献超百场的“艺

术天空”系列演出活动，营造全城参与、人人

共享的艺术氛围。艺术节还将赋能城市大

美育，持续打造“艺趣社”“观剧团”等品牌活

动。其中，“艺趣社”搭建中小学生艺术综合

实践平台，开展“慧画无限”公共美术活动；

“学生观剧观展团”拟招募全市20余所大学

高校学生，组织演出观摩、讲座导赏等活动，

以青年视角对剧目评分，产生“青评果指数”。

本届艺术节在江苏无锡、浙江宁波、安

徽合肥以及山东潍坊设立分会场。同时，还

将举办第七届“金玉兰”上海国际木偶艺术

节、第十二届上海魔术节、首届上海国际儿

童戏剧艺术节等“节中节”活动。

为了更好引领演艺行业的迭代升级和

创新发展，本届艺术节将以“扶青计划”十周

年为契机，深耕孵化、创作、交易、演出全链

条，首次面向全球青年艺术家征集作品，首

次增设视觉艺术板块，将推出10部舞台艺术

委约作品和2个委约展览。同时，将与中央

美术学院、上海纽约大学等海内外院校加强

合作，探索建立定向委约机制，扶持青年艺

术人才和优秀原创作品走向舞台、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这个金秋，本届艺术节将首次与横跨中

秋节、国庆节的第34届上海旅游节相衔接，

与进博会后即将举办的第五届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周相交融，让艺术节变身成为“走

进美好与欢乐”的新样本，蓄力成为“全球艺

场上海时间”的主声场。

共计  台演出项目   项活动，国际化程度和首演占比均创新高

《丝路颂》将为艺术节揭幕，
开启申城金秋高光时刻

三个少年人爬上护林小屋的瞭望塔——

三道沟方圆几里地的制高点。城里来的晓

晴为星散在白雪皑皑里的村庄兴奋不已，那

是她眼中的童话世界，也是凤勤刚认识的

“923”，是兴杰口中牵系着他的血脉、乡愁和

此刻所有生命记忆的“小破村”。

《父辈的荣耀》在央视一套热播。年轻

人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而对他们的父辈、

祖辈，坚守了一辈子的山林正在酝酿剧变，

一场持续近20年的改革、治理、建设徐徐拉

开大幕。该剧由康洪雷任总导演，刘翰轩执

导，赵冬苓编剧，张晚意、郭涛、刘琳等主

演。故事以上世纪90年代的林业改革为背

景，循着生活在三道沟林场的林业工人家庭

生活轨迹，领观众回望林业变迁的来时路和

生态文明的传承史。

如同瞭望塔上少年人的目之所及，曾经

的原始森林渐渐后退，人工次生林取而代

之，时代即将作出抉择。电视剧便融入时代

的洪流、穿越父辈的风霜雨雪，讲述一段从

过去到现在甚至通往未来的“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绵密的细节，引人回到那时那地

高天碧透，松涛万顷，莽莽山野绵延着

壮美的原始森林。《父辈的荣耀》开篇即是一

长段航拍镜头，从夏的万木吐翠到秋的层林

尽染，从冬的茫茫雪原到春的遍野新绿，森

林在镜头前随四季变幻新衣，东北林场的实

景拍摄一下把观众带回那时那地——上世

纪90年代、中国林业改革前夕的东北大地。

主创花了大力气营造准确的时代风

貌。画面扫过林海雪原，往来运送木材的专

用小火车、作业用的“爬山虎”、原始森林里

响彻云天的“顺山倒”号子声……早些年东

北林场的广袤又肃杀、威严又庄重扑面而

来。镜头一推入“923”队的生活区，则是另

一种气息。屋檐连着屋檐，从顾家的土房热

炕、炊烟袅袅，到少年人看得正入迷的《大话

西游》录像带，都透着浓浓的1990年代东北

地域的烟火气。

故事里，顾长山是三道沟林场“923”队

的队长。这天，他和媳妇那存花正张罗一桌

“杀猪菜”，打算用当地饭桌上的至高礼遇对

林业局局长动之以情。那是1997年冬天，

随着国家采伐指标减少，林业局决定缩减上

山伐木的人数，只给“923”队留20个名额。

严重的僧多粥少，让本就生活吃紧的林业工

人们日头恐怕更不好过。不承想，计划全部

落空，局长没吃饭、没进门，留下饭钱，但对

20个伐木名额丝毫不松口。减少采伐的消

息在“923”队炸开了锅，有人忧心工作不保、

生计成愁，有人望向远方改革开放的前沿、

心痒难耐  人心浮动间，倒是顾长山的师

父宋留喜看得明白，“我们第一批林场工人

啊，当年把山林砍得太狠了”，他决心要把这

辈子砍掉的三万六千棵树全都种回去。

哪怕没有开篇的年份标注，许多熟悉东

北林业的观众也会明晰，一个转型的时代就

要来临。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中国多

个流域，人们认识到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

性。也是那一年，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开始实施，林业人即将付出巨大努力，为大

山重披“绿衣”。在剧中，98特大洪水困住了

陈兴杰迈入高考考场的脚步，梦想推迟实现

的那一年，个人命运将在国家政策、时代进

程的演变中悄然转轨。

任时间流转，理想与善良总是动人

从“猫冬”“伐林”“靠山吃山”到构筑生

态屏障、发展林下经济、推行碳中和……《父

辈的荣耀》书写时代的风浪呼啸、产业的探

索与思考，而浓情笔墨落在“一家人”身上。

顾长山，林场“923”队的队长，也是家中

一家之主。不过他家有些特别，并不完全以血

缘维系。父亲操心继子顾兆成报名征兵的进

度，收养因公殉职工友的孩子陈兴杰，就连被

亲妈东藏西放的凤勤也在顾家把暂居过成

了长住。甚至，孩子们嘴里的爷爷，是被顾长山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侍奉在家的师父宋留喜。

一片屋檐下，三代七口人，五个不同的姓

氏，亲情何以落地？前几集，一场“家人”间的

互动，触到了观众内心深处。凤勤被二姨从

山东送回故乡东北，不想，父母身边却是咫尺

天涯。离家出走被寻回的那个夜晚，姑娘辗

转难眠，披上外衣蹲到了炉灶前。不一会儿，

陈兴杰、顾兆成也来了，柴火一爿一爿传递在

三个少年人手中，没有台词，胜过千言万语。

三个顾家的“外人”原本各自命运飘零，但因

为顾长山、那存花夫妇的善良而有了家，因为

家的守护，他们在这一冬夜的炉火前从此有

了胜过亲兄妹般的亲睦。柴火亮堂堂透着暖

意，内心有了可以停泊的港湾，漂流的孩子也

能遥想未来了。

顾家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真情以待酿

出了独一份的情浓于血，也正是亲情总能通

达人心，观众会为这一家三代人牵动情肠，惆

怅着他们的惆怅、憧憬着他们的憧憬。譬如

宋留喜，林场第一代工人，长达半个世纪的

生涯里，他无怨无悔“献完青春献子孙”，青

山于他，是一生夙愿，亦是生命归途。譬如顾

长山，经历过林场的“鼎盛”时期，也正见证

国家恢复森林生态的历史性变革，结束了赖

以生存数十年的生产生活方式，放下斧和

锯，他们这代林业人该往何处去，该如何在

坚守山林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将

撬动同样经历巨变、滚石上山的中年人的心

思。又譬如陈兴杰，站在瞭望塔上的少年郎选

了与小火车合影，因为运木材的小火车连着

他的年少乡愁，更载着这片土地上的热望。

《父辈的荣耀》展开的时代图景与生活

情感里，没有英雄的咏叹，但有父辈、祖辈闯

过的关、跨过的坎儿，更有一代代年轻人把

个人命运融于家国时代的理想主义。

《父辈的荣耀》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三代林业人的传承与守望

穿过父辈的风霜雨雪，为那一座座青山

《父辈的荣

耀》以 上 世 纪

90年代的林业

改革为背景，循

着生活在三道

沟林场的林业

工人家庭生活

轨迹，领观众回

望林业变迁的

来时路和生态

文明的传承史。

多媒体交响音乐会《丝路颂》

指挥家艾森巴赫 《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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