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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娱

昨天上午，2019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西湖文体中

心拉开帷幕。一进入会场，钱报记者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数

字”气息——视频直播、图片直播⋯⋯各类技术手段全方位支

持数字阅读大会，印证它本身就是一种可视化呈现、社交化传

播的“真实案例”。

“e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是本届数字阅读大会的主题。

从大会开幕式上重磅发布《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也可以读出阅读与生活之间的“美好”关系。

过去的 2018 年，国民阅读有什么新特点，哪些内容最受

喜爱，又有哪些城市最具书香气？“白皮书”的发布吸引了众多

业界大咖与观众的目光。

早上7点至9点，是数字阅读早高峰
听有声书、刷手机新闻，你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数字阅读资深用户

本报讯 当歌王刘欢说，“我的眼里只有

歌，没有王”；当龚琳娜集齐石倚洁、王珮瑜这

支“国家队”奉献了中国新音乐的《武魂》；当

“声入人心”男团唱到那句“就在这瞬间”，致

敬因为音乐剧演出退出《歌手》的郑云龙⋯⋯

你的心里，还是会有感动的。

湖南卫视的金字招牌《歌手2019》，昨晚

落下帷幕。刘欢最终凭借优秀的选曲和现场

表演，获得了歌王。

都说七年之痒，《歌手》办到这季，似乎让

非节目核心粉之外的广大观众感觉“无趣”、

“不如以前火了”，而收视率也体现了这一

点。但这七年，也的确是传播方式裂变的七

年。不论如何，《歌手》仍然是中国音乐节目

的标杆。

已是人间四月天，长沙的夜却依然有

点凉。但围绕着湖南广电的氛围，是火热

的。

著名的“芒果台后门小斜坡”边上，聚集

了大批粉丝。而前一晚联排的观众票，也被

黄牛炒到了2000元一张。

在歌王之战中，第一轮帮帮唱后，“声入

人心”男团、吴青峰、刘欢和杨坤率先闯入第

二轮。第二轮的表演更是贡献出多个热搜：

刘欢唱《甄嬛传》主题曲致敬姚贝娜、吴青峰

演唱时“苏打绿”成员家凯惊喜现身，都是让

人泪目的点。

从《我是歌手》到《歌手》，共91位唱将带

来精彩演绎，其中韩磊、韩红、李玟、Jessie J

等往季歌王的精彩表现仍历历在目。

一个中国顶级的专业音乐节目走过的这

七年，也是很多中国音乐人境遇的投射——

“抖音正在毁掉中国音乐”这样的吐槽并不鲜

见，而当《歌手》真的把“抖音一哥”刘宇宁请

到这个舞台上时，踢馆失败的结果又仿佛在

验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受众和音乐审美的割

裂。

《歌手2019》，比往年呈现了更多元的音

乐形式。龚琳娜的艺术音乐和“声入人心”男

团的音乐剧&美声元素，都是今年的新鲜血

液。而被《歌手》熏陶了七年的忠实观众，音

乐审美力也越来越包容。

但《歌手2019》遇到的挑战，也是史无前

例的。第七年了，如何求新求变？大腕级的

人物，还有多少？七年前，电视市场的音乐头

部节目只有一两个，现在各类音乐节目遍地

开花。就在歌王之战当晚，也有另一档主打

原创的《我是唱作人》在爱奇艺上线，饱和度

可见一斑。

一 季 比 赛 下 来 ，人 们 会 发 现 ，《歌 手

2019》不缺大咖，不缺艺术性和专业性，但缺

少一个像当年李健和岳云鹏对唱那样，一个

兼具话题度、幽默感和人文性的表演。

从《我是歌手》到《歌手》，7 年了，每一年

歌王之战，钱报记者都在现场。去年，记者曾

感慨，连节目组的年轻导演脸上都有了岁月

的痕迹。今年，大家更多的感慨则是：明年如

果再办《歌手》，还能请谁来？

本报特派记者 庄小蕾 发自长沙

《歌手2019》昨晚收官，刘欢最终成为歌王，本报记者在现场感受

就算听到第七年，好的音乐依然会让人流泪

通讯员 张梦楠 本报记者 孙雯

阅读形式多元
催生“早高峰”

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

到 4.3 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 12.4 本，人均单

次阅读时长达 71.3 分钟。而一年之前，人均

数字阅读量则是10.1本。

随着阅读形式的多元化，2018年的数字

阅读在时段上呈现这样的规律性——早高峰

崛起，晚高峰前移。

现场 PPT 展示，可以看到：7：00 起床洗

漱听听有声内容，7:30 吃早饭拿出手机浏

览新闻，这使得上午 7：00-9：00 成为一个

阅读高峰。而在前一年的数据中，就阅读而

言，这一时间段乏善可陈。晚高峰前移是指

阅读的晚高峰从以前的 21：00 到 22：00 前

移到 19：00~21：00。这就是多元化阅读方

式营造的便利阅读条件下自然出现的结果。

现场公布的白皮书同时对用户维度进行

了总结。

数字阅读用户的行为偏好随着年龄的增

长呈现不同的选择。14 岁~18 岁的人群偏

好青春校园类题材，且呈现高市场、高频率的

阅读习惯；25 岁~30 岁的人群偏爱职场商战

类内容，人均年阅读量 13.22 本，超过数字阅

读用户的平均水平。而且，用户的付费意愿

比之前大幅提升，甚至，在阅读的过程中，他

们的实际付费高于意愿付费。

题材上，立体多样的现实主义题材更受

用户欢迎，都市生活、职场商战类的网络原创

内容受到热捧。

以上这些数据和大会公布的2018年度中

国十佳数字阅读作品完美契合。咪咕数媒选送

的《网络英雄传II·引力场》、正午阳光出品的热

门高分影视剧同名作品《大江大河》和《宁家女

儿》《明月度关山》等知名网络作品同时成功入

选2018年度中国十佳数字阅读作品。

推进全民阅读
杭州持续发力

白皮书同时发布了中国数字阅读城市指

数榜单。

北京、杭州、成都名列前茅，太原、宁波、

上海、厦门、乌鲁木齐、济南、广州等七大城市

紧随其后。这十个城市获颁“2018年度中国

十佳数字阅读城市”。

杭州的数字阅读发展始终走在时代的前

列，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的永久落户，更

是加深了杭州被称为阅读之城的时代烙印。

此次，杭州以 63.00 的数字阅读指数位

列全国第二。在可喜成绩之后，这座城市也

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

钱报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副秘书长王勤。王勤认为，对于阅读

的深度、阅读的知识解析、在阅读中对杭州本

土文化的挖掘，杭州还有更多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市乌鲁木齐超越

广州、济南跻身排行榜的第八位。此前，乌鲁

木齐从来没有上榜过。

王勤认为这一现象正是有赖于数字阅读

的发展。“原来是纸质的，现在是有声的。阅

读的资源得以极大的丰富，想读什么就有什

么。这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后来居上。”

想读就读，需要就读，读就能懂，将是阅

读未来的样子。

吴青峰和苏打绿团员家凯的同框看哭无数歌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