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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

上周末，刚从首届长三角文博会回到杭州的徐恋发现，

当下三省一市很多出版、内容平台都在向有声市场发力。

“现在社会节奏快，碎片化阅读越来越普遍，有声书就是

一个很好的满足不同场景阅读需求的产物。”徐恋是博库网

络有限公司新媒体中心经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发现。

徐恋所在的博库网络有限公司，是浙江本土的有声阅读

的先行者，它已经开始获取立体化阅读红利。

“到目前，平台上参与的人数，包括签到、阅读的人数，

有声书都是破万的。”徐恋说起今年双十一的一个活

动，毕淑敏的新书《南极之南》，“我们提前向她约了录

音，作者本人以音频的形式进入到有声书中，分享

了她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想呈现传递的东西等

等，还空降社群，与粉丝进行互动，参与人数在

3 万左右。”

目前，整个行业表现出对有声市场的

投入加大。有声书以更低的门槛，让更

多用户加入到阅读行为中去。徐恋说，

这也是博库的一个发展目标，“希望平

台里的用户能沉淀下来，认认真真地进

行一些阅读。”

一个人和几个平台合作

冷冰冰的合成音自然满足不了

用户们的需求。于是，“最”悦耳动听

的声音被各种平台紧急寻找。

那些为我们“读“书的人，到底是

怎样的群体？

徐恋说，博库选择的主播一般有

两种，一是比较专业的主持人；还有

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爱好，进行声音产

出的素人。

与博库合作、录制“好书共读”栏目

的主播张扬，是内蒙古通辽广播电视台

的主持人。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他还

有三个稳定合作的公司，分布在浙江、深

圳、北京，兼职录制有声书及其他音频内

容。

在张扬看来，有声书市场在逐渐趋于成

熟，也有更多人走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既有正

职的电台电视台主持人，也有非科班出身但声

音条件非常好的主播。因为基数庞大，竞争非

常激烈。

“我合作的三个公司，他们拥有的全职、兼职主

播就不下一万个，所以你的声音不是每次都能被选

中的，几百甚至上千人去竞争一个单子，都很正常。”

在配音圈小有名气的默冉，是一位生于 1991 年的

姑娘，“默冉”是她的播名，在很多平台上都能找到她录制

的有声书。从大学开始，她就对配音情有独钟，但在找工

作时却犯了难。

临近毕业时，默冉在一个大型有声阅读平台上试了很

多本书都通不过，“可能是自己的粉丝量不够多。试音的

人太多了，一本书底下可能就有上千个人在试音。你的粉

丝少，听众可能就不会去听你读的书，往往你花费了很多

精力去做样音，却没有人听，也接不到书。”暂时摸不到配

音行业的大门，毕业在即，默冉就选择进了一家媒体单位

工作。

有了稳定的工作，默冉在空余时间还是坚持做配音，去

各种就业 APP 上海投，终于找到了一家招配音员的公司，接

下了第一本有声小说——童话故事《纳尼亚传奇》。“从这家

公司慢慢做起，渐渐地，路子就广了。”《张秋生童话》、《武道

大帝》、《逍遥宫主》，她的代表作越来越丰富。

一般情况下，兼职主播接了一本新书，一个星期内需要

上交三个小时左右的“干音”，也就是成品，有时还需要主播

自己加上背景音乐和音效，最终是完整叙述的一篇。

三个小时的成品，录制的时间往往得翻倍。

录制中，稍微状态有点不好，或者一个音没有说准，就得

推倒重来。不止如此，如果一段话中的情感有断裂，那么这

一整段话都要重新录。张扬说，“有的老师状态特别好的，可

能一次就能录完了，也有的反复去揣摩一句话，那可能这一

句话就要录上几十分钟。”

不会将有声主播作为主业

问到以后会不会将有声主播当成主业，在浙江的默冉，

和在内蒙古的张扬，同时给出了一致的答案：不会。

默冉说，一个是因为接单子不稳定，另一方面，报酬也没

有外界想象中那么高。“版权方和平台方可以按点击量分成，

而主播拿到的钱其实并不多。我跟一些公司合作，相当于我

们把声音卖给他，我们的声音是不太值钱的。”

张扬算了一笔账，全职主播，一天能录四个小时干音，已

经很多了。因为录制、整理、剪辑会占去大量时间，甚至比我

们正常工作还要长。如果接的单子是200元，一天就是800，

一个月不休息，就两万多，这是业内的平均水平。

“大部分人觉得如果全职去做，会养不活自己。比如这

个月真的是一单都没有，就很难生活。”张扬说，很多兼职主

播会选择在多家公司挂靠，就是为了保证接单量。

竞争压力大、接单不稳定、收入也不高，为什么他们会继

续“读“书？

张扬开设了一个公益栏目“白杨叔叔讲故事”，每天更新

儿童节目，完全免费，没有收入，也有一群固定的小听众。

“看到孩子们特别真挚的留言和反馈，不仅是成就感，

而是这种特别纯粹简单的情感，直接触动你的心灵。去

年，有一个南京的小朋友，相隔 2000 多公里吧，特意到北

方城市来看我。我从来没想到过，很震惊，同时心里也特

别暖。”

每上传一个录音，默冉也非常期待能收获粉丝的评论。

“当我看到《锦衣仵作》底下有人评论说，‘这个主播的声音真

好听’，或者说，‘我觉得你演绎得非常认真，把角色都分开

了’。有这样子的评价，我就有继续更新的动力了。”

目前，有声市场的整体规模比较大，也正呈现欣欣向荣

的发展势头。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去年成年人的听书率为

22.8%，付费率不到 3%，相比网络在线阅读率的 59.7%和手

机阅读接触率的 71%，有声阅读市场的渗透率以及付费率仍

处于初级阶段。

反 映 到 主 播 行 业 ，一 线 就 业 机 会 多 ，二 三 线 的 发 展

比 较 滞 缓 。“ 我 所 知 道 的 配 音 圈 子 ，局 限 于 上 海、北 京、

台湾，其他城市这方面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机会也不

是 特 别 多 ，我 们 寻 找 就 业 机 会 ，只 有 通 过 线 上 。”默 冉

说 ，在 杭 州 想 找 配 音 大 咖 ，请 他 们 做 老 师 ，或 者 去 旁 听

他 们 的 课 ，都 很 难 ，“ 不 过 ，杭 州 的 声 优 大 赛、国 际 动 漫

节，会吸引一部分声音公司来这里创业，也是一个未来

发展的机遇吧。”

记者探访两位有声阅读平台主播的日常生活——

上千人竞争一个单子都很正常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安忆。今天我将从

男人和女人关系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谈谈我对爱情以及两性

关系的认识。”

这几天，如果你打开喜马拉雅 APP，订阅一门《中国文学

大师课》，每周三天，会听到22位平时很难一次性召集到的中

国文学界顶尖作家和学者的声音，陈思和、莫言、余华、王安

忆、苏童、王蒙、严歌苓、叶兆言等等，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讲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100部作品。

王安忆的课，11 分钟，跟想象的文学课完全不一样。她

讲了很多女性如何生活幸福的问题，吐槽了一下热播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其实这里边的女性是非常可悲的，这里面的

女性是很可怜的⋯⋯这个电视剧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褒奖，就

很奇怪。”她喜欢贾樟柯的《江湖儿女》，“赵涛演的那个女性，

我觉得她是新时代的女性，但是她又有旧时代的遗痕。现在

我们的文学的价值，有的时候是要给文学史增添新的形象。”

还是讲文学，但又不止文学。

22 位作家第一次选择在音频上“读”书，讲书，他们是什

么感受？适应吗？

不能将文学史
简单地搬上网络

《中国文学大师课》的总策划，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

其实，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想做这件事了。

他当时想跟电台一起做，包括拍成纪录片。但当年投资

比较大，各方面技术条件也还不够成熟。但他依然觉得，那个

时候做更好，很多经典篇目里的作者还活着。更重要的原因，

陈思和认为，现当代文学不仅仅是印在书上的，也是可以传播

在声音里，让更多人感受现当代文学的魅力。

王安忆是第一个录的。莫言之前一直没联系上，陈思和

和莫言打了电话之后，第二天就请工作人员到北京录制。余

华录节目的时候，正好在外地，生病了，一边打吊针一边录。

像严歌苓不喜欢露面，就在德国录制。

这门大师课有一个主标题：文学与人生。

设计主题时，团队最初的想法还围绕在现当代文学教科

书的逻辑体系里，但陈思和希望把现当代文学更好地传播出

去，音频，是现在的介质，就要利用好这个介质，不能局限在原

来的对象里。

课程的制作人之一顾文豪介绍，在一次策划会上，陈老师

说：“既然要做音频，就要做一点跟我们写书不一样的事情，要

做一点写书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学史的那套

搬上网络，尤其是，我们不要局限在原来的对象里，网络的对

象是广大不知名的听众，我们要问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来听

文学？是为了考研吗？为了做研究吗？肯定不是。所以我们

的文学课要关心每一个陌生的听众，让他们知道在今天读文

学是有用的。这次我们要让人生来做主角，从一个人出生到

老死的生命过程中去动态地理解文学。”

陈思和提出了“文学与人生”的主题，把文学作品放置在

人生的不同阶段去读。人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文

学作品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的。而文学作品里所讲到的一些

道理，却很可能在你某个人生阶段当中，可以给你提供参考。

比如余华“读”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可能对一个十八

岁少年来说，会有共鸣。

这次，很多作家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我们能不能通

过新的方式，把文学的价值重新做一个梳理和传播，特别是中

国现当代文学。

进入录音棚
才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很多

对于在网络上分享知识，作家读得好吗？

顾文豪发现，在每个介质里，作家其实都能找到对他“有

利”的一面。

余秋雨的节目是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上线的，顾文豪当

时说，余老师，关于阅读，你说两句话吧。

余秋雨说，我们的平台是一个听的平台，我们要讲的是听

的意义，而不是讲阅读的意义。

“像我 33 岁都未必有这种敏感度，但 73 岁的余老师马上

点出了介质的特质。”

22位作家中，有很多都在高校当老师，习惯了上课，本以

为录一段音频课很简单，直到进入录音棚，他们才发现，需要

适应、优化的地方还有很多。

同样参与课程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郜元宝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对知识形态的挑战。

“文学知识，过去长期是在大学的学术圈里，完全是由我

们主导的，想讲什么讲什么，长远来讲，是由学生来选择的，但

具体的操作还是我们自己来把控。但现在，知识的形态要改

变。我觉得一开始录的时候，都有一个互相适应打磨的过

程。主要适应什么呢？要把学术的外衣、学术的表达方式‘割

爱’，要讲得清楚明白，要用当代社会生活中大家共享的语言、

流行的生活语言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一次的文学课，郜元宝一口气录了24节课。他认为，现当

代文学是一个全民的文学，上世纪80年代全民参与，现在已

经收缩到大学课堂里去了，范围狭窄了。如果我

们再用学术的套路，那它就会更狭窄，前景是

很不看好的。“现在来到了音频平台，用户是

第一的。你讲得不好，他就不听，不买。从

这方面讲，这是一个机会，来验证一下，你平

时在大学里讲的文学知识，到底在社会中有

多少听众。我觉得这是一个测试的机会。”

如果对公众都讲不清楚
它的学术含量是可疑的

那么，听众喜欢作家“读”的书吗？

这门课12月1日正式上线，截至记者发稿，一

个星期，总播放量超过了68万，也有各种留言。

而关于好不好听，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有人觉得文本讲的太少了，有人又觉得鸡汤讲多

了，有些人希望你要讲得很专业，有些人希望你能

讲得令人感动。

作为总策划，陈思和希望提供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角度，因为文化就是眼界。对一个听众来说，

给了他本来没有的一个视角，作品可以这么读，把

文学作品读到你自己的肉里头去。

陈思和几乎每条留言都会看，包括一些批评

的声音。

“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在平台上对着谁，看不

见摸不着。我们基本还是习惯知道对方是谁的情

况下讲。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对着更广大的听

众范围，从播出的回馈来讲，也很难估计到底是大

学程度以上的还是以下的，但是，听众的范围更大

了。”郜元宝对钱报记者说。

郜元宝认为，一门学科的学术性，尤其是人文科

学，它的学术性最后是要在生活中加以验证的，如果

对公众都讲不清楚，那它的学术含量是可疑的。

“好多人说平台上讲的没啥意思，浪费时间。

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提醒自己，你不能这样

讲，要换个方式讲。从选题、提出问题，字里行间都

是挑战，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比如一个重要的切换：讲述感。

陈思和本来觉得很简单，就是讲课么，录 10 分

钟。但他第一次录完就说，唉，这个东西不

好讲。他发现漫谈式的讲述，音

频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后来，

他每次讲之前，都要写稿子。

陈思和认为还有一个需要转

变的地方：我们阅读或者写作的时

候，觉得这个文字好美啊，但当你念的时候，发现其

实是念不清楚的，这些语言就需要换成口语化的讲述。

《中国文学大师课》的总策划陈思和召集顶级作家学者来朗读：

把文学作品读到你自己的肉里边去

2018年，有声阅读是不容置疑的热点。

它的市场蛋糕有多大？来看看这几组数字——

2016 年，知识付费的崛起带动了有声阅读市场向规模化发展，同期增长

48.3%，市场规模总量达到29.1亿元。

2017 年，有声阅读市场规模达到 40.6 亿元，同比增长 39.7%，超过之前 31

亿元的预期。其中借助音频媒介开展的综合类知识付费服务，更是贡献了约

10亿元的收入规模，成为了推动市场增长的中坚力量。

语音合成、情景识别、内容付费，多元化的用户体验开辟了新兴阅读市场，

培养起了年轻一代的知识消费习惯，连喜马拉雅 FM 联合创始人余建军都感

叹，“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声音正在回到舞台中央。”

那么，谁在为你读书？

钱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学大师课》的总策划、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以及

这一门课的讲师们；还探访两位主播的日常播讲生活。他们都是为你读书的

人，读的背后，是一群人的转变，以及一个行业的整体业态。

听

，谁在为你读书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通讯员 杨琳惜 本报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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