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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短视频、直播等碎片化娱乐

形式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席

之地，年轻人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不断

引发关注。最新出炉的京东 《2023年

轻人开学季读书报告》 显示：驱动

18-35岁人群读书的主要因素，除了主

观能动性，还受到影视化改编这一潮

流风向的引导。根据该报告，受当下

热播影视剧带动，《长相思》原著书热

度持续走高；儿童绘本《屁屁侦探》、

西方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国经典

名著 《红楼梦》 等书目也随着影视化

呈现而受到年轻人广泛关注。从追热

播剧到追原著书，在一部部大热IP潮

流带动下，被挑起好奇心的年轻人开

始读书跟着“热剧”跑。

而新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一年抖音平台上的读书类视频播放量

同比增长 65.17%、收藏量同比增长

276.14%，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

一倍。其中，文学类读书视频最受关

注，在抖音最受欢迎当代作家榜单中，

金庸相关视频播放量位列第一，余华、

莫言、史铁生等上榜。

当视频成为读书重要入口时，业界

在期待其激发更广泛阅读需求的同时，

也陷入思考，尤其是速读短视频呈现

“流水线生产”的同质化趋势，引发对于

优质作品内容价值流失的担忧。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指出，人们在数码

丛林中遭受“狩猎”与“逮捕”，被激活的

快感成为“即时奖赏”，这导致信息超

载、中枢麻痹，压缩了网友对名著本身

的关注与理解。一旦网友止步于“三分

钟读完名著”的文化快餐，将某些“说书

人”的偏颇观点奉为圭臬，那便消解了

阅读的真正意义。

速读内容同质化，好似只
展示了书皮与腰封

作为一名专业的短视频“说书

人”，学者止庵自2019年来，持续介绍

卡夫卡、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大师，相

关视频合集阅读量超过了456万。在他

看来，那些埋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

通过短视频形象生动地娓娓道来，更

能深入人心，“降低了普通人接触文学

的成本”。

然而，以“三分钟读完名著”为标签

的短视频博主数量更为庞大，他们将经

典名著的讲解时长压缩到3至5分钟

内，简单涉及一些作家背景、文本含义

与时代意义的梗概知识。记者发现，这

些“三分钟读完名著”的视频选书与文

案高度雷同，评论内容、叙述语气也同

质化严重。在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吐

槽：“本以为看完速读短视频可以缓解

我的‘名著恐惧症’，结果好像只欣赏了

书皮和腰封。”

从这种短视频里获得的阅读成果

可靠吗？事实上，将数十万字的名著浓

缩为3分钟短视频，博主们不得不大幅

删减细节与旁支内容；为了吸引网友的

关注，部分“说书人”还添加“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妄语，在真实文本与广大读

者之间增设了“无形关卡”。上海师范

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吴念阳认为：

“部分视频用哗众取宠的语言堆砌概

念，网友乍一听似乎觉得很有道理，但

其实无法深究。”

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优质
内容创作才能沉淀下来

记者调查发现，真正具有竞争力和

时代价值的优质内容创作才能够沉淀

下来、为大众所追捧青睐。比如，博主

“1379号观察员”借助系列短视频的表

达手法，在《百年孤独》涉及的典故与

历史中加入形象的动画，细细拆解这部

晦涩难懂的著作。该系列第一集首发

于1月25日，目前获得点赞量超过16万，

“1379号观察员”积攒了近 120万粉

丝。在短视频评论区，网友们热烈探讨

“说书人”讲述的文本细节，共同造就一

种新型阅读形态。很多读书疑问、相关

知识会得到专业短视频“说书人”的深

度讲解。

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500位图书

作者在抖音分享读书心得，包含10位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毕淑敏、蒋勋

等作家、图书作者在网上有着极高人

气。一批具有文学素养的“说书人”常

采用短视频合集的形式，系统讲解一部

名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在B

站上讲解古代文学经典，其“说红楼”系

列精读原著，每集时长10分钟左右，目

前已上线20集，总播放量近90万。

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已成为出版行

业重要的宣发渠道。目前，入驻抖音的

出版社已超过了300家。相比图文、音

频形式，“视频讲书”更加直观且互动性

强，达人的推荐、讲解，普通用户的读书

心得分享，都成为很多网友选书、购书

的重要参考。据统计，2022年抖音电商

售出2.5亿单图书，首次在该平台购书

的消费者占比达到49%。

杨绛曾经说过，尽管古人把书说成

“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

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

界再大也没有阻隔。当下年轻人的阅

读习惯趋向多元化、场景化，通过视频

增加网友与名著的情感联结，启发人们

重新捧起一本书，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关键在于如何用好。

当视频成为读书重要入口——

三分钟速读，能治好“名著恐惧症”吗

“能够在合适的时候，让《风声》和读

者以一种新的载体相见，这是《风声》的运

气，也是我的福气。”在日前举行的音乐剧

《风声》启动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风声》原著小说作者麦家表示，当下

国内舞台上有不少音乐剧的剧本来自国

外，“如果我们本土的而且凸显爱国主义、

英雄主义的作品能够登上音乐剧舞台，这

既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年轻人对音乐剧

的需求”。麦家说，希望音乐剧《风声》可

以成为一个带有中国本土色彩同时深受

年轻一代喜爱的作品。

当代经典有了全新表现载体

“麦家理想谷”对麦家来说有着特别

的意义，这是他开设的公益性书店，也是

小说《风声》的诞生地。音乐剧《风声》启

动发布会就在这里举行，麦家和音乐剧

《风声》的制作人、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剧

团团长阿云嘎共同宣布，《风声》将打造中

国原创谍战类音乐剧，为当代文学经典搭

建多元的艺术舞台。

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长篇小

说代表作之一，《风声》讲述了一个人在困

局中的选择与坚守，在独特的文学空间探

索人性的多重维度与无限深邃，引领万千

读者走向宽广的精神世界。作品于2007

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并于同年首

次出版，曾获2007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

奖、巴金文学院第12届文学奖等奖项。

“《风声》中有大孤独，也有大绝望、大

坚韧，恰如我当时的心境，看似我写了一

群无情之人，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

品。”麦家说。《风声》出版至今已有16年，

除原有的小说形式外，也被改编为电影、

话剧、电视剧、游戏等多种文化艺术样

式。电影版《风声》于2009年9月29日在

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第17届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奖项，主演李冰冰也

凭借《风声》获得了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

奖最佳女主角，苏有朋则凭借此片获得第

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如今，音乐剧《风声》的启动，意味着

该文学IP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艺术版

本。麦家坦言，《风声》要成为一个音乐

剧，是一件令他很意外的事。“哪怕它再拍

一部电影，无论是好莱坞版，还是欧洲版，

我都不惊讶……但是，这么强情节的作品

适合做音乐剧吗？”麦家说，当阿云嘎谈了

他的创想，他对《风声》这部小说的熟悉，

以及对主题和人物的理解时，他的胃口一

下子被吊起来了。首次见面时，阿云嘎还

提前做了5分钟的序曲音乐小样。“当时我

和阿云嘎完全不熟，他就在我的客厅里唱

了几段。这一点感动了我，我觉得这个音

乐剧真的属于他。”这是令麦家难忘的一

个细节。

将女性角色呈现得丰满生动

说起自己与舞台艺术的缘分，麦家

回忆，他上世纪80年代在解放军艺术学

院读书时，经常去北京人艺看戏。“当时

我们是学校组织看的，不需要自己买

票，那时候话剧还没有成为我们文化消

费的主要对象。现在时代完全变了，很

多舞台热门演出都一票难求。”麦家说，

他带孩子去看爆款舞剧《只此青绿》，差

点没买到票。

正是因为包括音乐剧在内的舞台艺

术如今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让不同领域

的文艺工作者找到了跨界融合的契机。

事实上，大众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热情从

未消减，中国文艺行业也始终瞩望着本

土音乐剧的创新。以《风声》为例，这

个IP将赋予音乐剧走向圈层之外的驱动

力，音乐剧形式也将为《风声》提供全

新的艺术想象。当文学与音乐剧共舞，

互相唤醒、彼此成就，将为中国观众呈

送更多优质作品，也将为“中国原创”

提供更有未来性的发展路径。

“《风声》体现了中国人在绝境中

的智慧和坚韧刚毅的精神，展现了国

家、民族的大爱。作品中又有当下年轻

人喜欢的悬疑元素，对人性的展现层次

也十分饱满，每一个人物都是如此真

实，能挖掘的东西太多了。”制作人阿云

嘎透露，音乐剧《风声》将凸显顾晓梦

和李宁玉两位女主角的革命友情和英雄

间的惺惺相惜。“中国音乐剧中，注重刻

画女性角色而且是双女主设定的戏相对

较少。而《风声》将致力于把女性角色

呈现得丰满生动，多样化地展现她们的

魅力。”

文字的表达往往传递的是想象空

间，音乐剧则是通过视觉、听觉和心理

等多重角度带来更具象的呈现。记者了

解到，主创眼下正从剧情、歌曲、歌词

等方面打磨钻研作品。《风声》计划持续

发布音乐剧相关单曲来推动剧目孵化，

同名专辑也将在剧目正式开演前发布，

一同揭开作品的神秘面纱。

中国原创谍战类音乐剧《风声》正式启动

“风声”再起，文学与舞台艺术共舞

“说到17世纪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人们会

自然而然想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其实文化交

流是双向的，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传’。”

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徐家汇藏书楼珍

稀文献选刊》首发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研究员董少新说，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对西方

的影响可能要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书楼

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

精选珍稀西文文献六种，从博物学、建筑设计、服

饰文化等方面，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17至19世纪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植物志》《中华和印度植

物图谱》《中国昆虫志》《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

和器皿之设计》《中国建筑》《中国服饰》，这些中西

文化交流重要文本或图册均为首次高清全彩影印

出版。与会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撰写

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出版，将有力推动学界在中国

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等方面的研究。

物种大交换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

始建于1847年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是世界四大西学

汉籍收藏中心之一，藏有1950年之前出版的各类

外文文献50多万册。这些承载了人类500年历史

足迹的文献，展示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

多元景象。以此次首发的六种珍稀西文文献为

例，从《中国植物志》《中国昆虫志》《中华和印度植

物图谱》中可以认识到：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

发现，不只是发现了美洲，同时开启了全新的世界

史，将各自独立存在的东西半球融汇到全球化的

发展潮流中，最显著的影响是引发了物种大交换，

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这种植物与动物跨地区交换的移植与饲养，

不仅导致了生物意义上的生态变化，还连锁地促

进了全球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变迁。这种伴随

性影响是塑造五百年世界格局不容忽视的因素。”

“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首席

专家黄显功以《中国植物志》为例，这本由波兰传

教士卜弥格等在中国考察所产生的博物著作，是

西方人所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动植物的书籍，为

我们考察中国物种传播与域外物种入华培植历史

提供了图像文献。此次出版，以徐家汇藏书楼引

进的“罗氏藏书”中的1656年初版手工上色本为底本。书中，除了我们

普遍认知的影响世界历史的茶外，原产中国南方的荔枝在西方首见于

卜弥格的笔下。而作为药用植物的大黄在14世纪左右就已被欧洲引

进，成为许多药物的原料成分之一，是大航海时代所有船长都要求船上

必备的药品，因此深受西方人关注，卜弥格在书中特别予以了记录。

《中国植物志》所记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中国本土植物，它同时也是

一部中国移植境外植物的重要记录。其中有产自印度或马来西亚的芒

果、菠萝蜜；有16世纪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引进的原产美洲的腰果、

番石榴、番木瓜，对研究中国物种交流具有特别意义。此外，胡椒、桂皮

和姜都是对欧亚历史产生特殊影响的香料。“卜弥格在本书有限收录的

29种动植物中选择以上物种，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意图，可作进一步研

究。”黄显功说。

提供观察欧洲“中国风”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中国服饰》《中国建筑》

则为今人提供了13世纪以来欧洲“中国风”的观察视角。这是在中西

相互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主动追求的表现，虽然直

到1883年，“中国风”这一词汇才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日渐成

为一个学术名词而流行于20世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义

注意到，作为西方特有文化现象，“中国风”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它

以一种浪漫式的怀旧姿态看待神秘的东方文化，有从外看内的清晰格

局，也有为满足怀旧而特有的想象，甚至是各种捏造糅合。

比如，此次影印出版的保罗 ·达克的《中国建筑》是欧洲“中国风”在

建筑领域之代表，展现了18世纪西方人理念中的中国建筑印象。整本

图册收录60幅铜版画，在题名页特别注明“书中插图均在中国绘制完

成，原型皆为中国真实设计”。然而，书中的建筑从总体上看，虽依稀有

中国古建筑的身影，如檐角起翘、坡面多层顶、镂空木花格等，但仔细观

察不难发现洛可可风味浓郁，很多细节掺杂了画者想象中的元素或审

美取向，如外墙竖立的罗马式方柱、等比例的人偶雕塑、随处悬挂的风

铎、花哨且随意点缀的纹饰等，和真实的中国建筑样貌有一定差距。

“出版的意义，在于让这些珍贵文献化身千百，让学界乃至广大读

者可以便利地加以利用。”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表示，对馆藏文献进行

整理、出版与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将努力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促进

文明互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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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范昕）“想到美术馆看
展，都不一定买得上票！”上海余德耀美术

馆日前启幕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身为

展览学术顾问的知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

学教授巫鸿在开幕对谈上说。他坦言：从

人们热衷于去美术馆的程度来说，中国已

经超过不少西方国家了。

“近年来，我感觉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

位置，好像突然往上跳了一个台阶。”巫鸿

常年往返于美国与中国，这一次回国，他对

国内兴起的艺术热潮深有感触。他观察

到，有这样两种趋势，构成了引人瞩目的标

志，见证着艺术之于大众越来越重的分量。

其中一个标志是，如今国内不仅美术

馆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参观美术馆的人数

量之多也出乎意料。巫鸿哭笑不得地说：

“十年前，我曾写文章呼吁大家多走进美术

馆，希望人们看到美术馆的重要作用，现在

倒换我进不去了！”

另一个标志，则是国内越来越多的设

计者和规划者，不约而同把艺术推至显眼

的位置。巫鸿谈到，前不久去了阿那亚，那

里与余德耀美术馆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

它们同样位于交通并不便利的郊区，前者

距离河北秦皇岛市中心40多公里，后者位

于上海近郊由古镇蝶变重生的蟠龙天地，

巫鸿发现，艺术却都成为两者联系居民的

纽带，甚至成为导入流量的接口。他认为

这与中国近年来社会的高速发展紧密相

连。曾几何时，艺术通常仅与文人、特权阶

层等少部分人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而

言，在而今的中国，艺术与大众的连接度，

发生了几何级的剧变。

就连一段时间以来引发公众热议的现

象——美术馆成为网红打卡地，也进入了

巫鸿的视野。“进入美术馆的人们究竟是真

的在欣赏艺术，还是在自拍，我认为不要

紧。”他认为，重要的是先去慢慢熟悉走进

美术馆这件事。而随着艺术在生活中地位

的日益提升，这也给年轻一代带来施展才

华的广阔空间。“未来我们自然需要很多

不一样的艺术。除了绘画，包括商标、橱

窗等实用设计，都须拥有高艺术素养的人

才来从事。”

谈及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巫鸿

说：“我们今天收藏或推介当代艺术，应该

从未来回看现在，看它在当代艺术史中会

产生哪些作用。”这个展览着意体现美术馆

“未来之史成于今日”的思想，同时深化“流

动的美术馆”这一概念，借由实验性的跨界

合作，展现艺术领域自内向外的探查以及

非艺术行业由外向内的审视。

知名艺术史家巫鸿惊叹国内美术馆发展之快、观众之热情——

从呼吁“大家多去”到“买不到票”

余德耀美术馆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着意体现美术馆“未来之史成于今日”的思

想，同时深化“流动的美术馆”这一概念。 （馆方供图）

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麦

家和北京歌剧

舞剧院音乐剧

团团长阿云嘎

共同宣布，《风

声》将打造中

国原创谍战类

音乐剧，为当

代文学经典搭

建多元的艺术

舞台。

（演出方供图）

《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精选珍稀西文文献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