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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在 2023 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

中，短视频电商占比 26.67%，位居各渠道第

二位。”在 4 月 16 日由抖音电商举办的“直播

间里的全民阅读”活动上，北京开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冯小慧说。相比之下，

实体店码洋占比为 11.93%。

随着短视频电商渠道崛起，越来越多

的出版社开设短视频账号，通过短视频平

台售书。今年一季度，图书零售市场的短

视频电商渠道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同比增

长 31.15%。在抖音电商平台上，今年一季

度 图 书 销 售 超 1.5 亿 单 ，每 天 售 出 图 书 超

200 万册。

让好作品走向更多读者

“通过直播带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印

量已经达到 600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经理王秋玲说，“出版社携手荐书人，让好的

作品走向更广泛的读者。”《额尔古纳河右岸》

为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茅盾

文学奖，以一位九旬老人自述的方式，讲述了

鄂温克族的故事。在直播间里得到董宇辉推

荐之前，其累计印量是 60万册。

“这本书能够把很多人从日常的琐事、日

复一日的重复无聊和麻木中拯救出来，让你

知道世界博大而辽阔。”经过董宇辉的如是推

荐，许多读者聚集在直播间讨论阅读心得，还

有读者分享了精心绘制的“人物关系图”，帮

助其他读者了解人物关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直播带货成功并非

孤例，不少经典文学著作也在直播间再次翻

红，例如，《唐诗三百首详析》在直播间半个小

时售出近 20万册。在王秋玲看来，通过直播

平台，经典好书可以触达更多读者。

通过直播平台，读者不仅可以接触更多

书籍，也可以更好地和作家进行交流。今年

3 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开启首次

中国行，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里畅聊文

学与故乡，直播累计售书 11万册。

短视频平台上翻红的不只是旧书，不少

作家也携新书上直播。3 月 26 日，作家麦家

携最新长篇力作《人间信》走进直播间，当天

直播吸引超过 25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直播累

计销售 6.8万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

心主任刘晓春表示，直播电商降低了阅读门

槛，激发潜在读者兴趣，让很多短视频用户直

接转化为阅读新人群。另一方面，直播与短

视频还促进优质内容向出版业“回流”，带动

图书销售，让更多人重新爱上阅读。

出版社要勇于突破

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看

来，电商平台壮大了图书阅读人群的基本盘，

推动了出版行业发展。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

及、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作者的创作方式、

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方式、读者的阅读方式

和习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版社也需要勇

于突破、坚持创新。

“图书与直播间带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图书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重塑。”王秋玲

说。有 73年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 2020
年起就及时布局、调整和完善图书销售渠道，

在抖音开设了自营店铺，并与图书知识达人

合作推荐好书。

在一些出版社编辑和发行人员看来，达

人与过去的书评人有着类似作用，一方面可

以帮助出版社发现图书的亮点卖点，另一方

面可以向更多读者去介绍图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用户习惯调整

了直播时间，甚至把直播间搬进了库房，开

展“库播”。该社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兼发

行部主任张鹏表示，与达人合作，不仅能带

动直播间内的销量，也会有外溢流量带动图

书在其它渠道的销售。该社与达人合作推

广《筚路维艰》，外溢流量占比达到了 87%，

2023 年该书销量 13 万册，其中在抖音上销

售 1.5 万册，外溢经销商销售 12 万册。中信

出版集团发行事业部总经理沈家乐则表示，

达人合作的模式，也对图书的销售和策划提

出了更多要求。

图书与读者的适配性更强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注重经营短视频

电商平台上的店铺，并为读者提供更加清晰

的分类。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例，该社

图书多为专业类书籍，其短视频电商平台上

的店铺分区分类清晰明了，可以精准地触达

用户。

冯小慧表示，在图书零售市场的细分版

块，不同渠道销售各类图书码洋的比例是不

同的。在短视频电商平台上，少儿类图书码

洋占比最大，达到了 43.46%，相比之下，在实

体 店 平 台 ，少 儿 类 图 书 码 洋 占 比 则 为

15.82%。

“短视频电商渠道的图书销售往往具有

视觉冲击力强、传播速度快、与用户互动性强

等特点，一方面能够更直接地与读者进行交

流，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拓展读者群体。”冯小

慧说，这使得心理类图书、家庭教育类图书在

短视频电商渠道受到欢迎。以讲述为人处世

的《分寸的本质》一书为例，其今年一季度短

视频电商渠道销售占比高达 99.4%。

不同年龄层在短视频电商平台上偏好的

书籍也是不同的，《2024 抖音电商第一季度

阅读报告》数据显示，“70 后”偏好历史、哲学

和饮食，“80 后”偏好儿童文学、绘本和心理

学，“00 后”则喜欢小说。通过短视频平台，

读者可以更好地找到适配自己的书籍。

张鹏发现，原本小众的专业类书籍，也能

够在短视频平台上找到更多读者。“作为专业

出版社，我们每年出版新书 1800 种左右，其

中有 1700多种是专业书籍，过去这些专业书

籍主要依赖图书馆和线下渠道。”在机械工业

出版社销售中心副主任李双磊看来，专业书

单品销量上升，意味着这些专业书籍匹配到

了更多用户，更多人有机会去学习自己需要

的专业知识，这也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短视频电商已成第二大图书零售渠道，越来越多的出版社——

到 直 播 间 里 找 读 者

安静而谦逊地走自己的路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设短视频账号，通过短视频平台售书。短视频电商渠道的图书

销售具有视觉冲击力强、传播速度快、与用户互动性强等特点。

阅 读 提 示

陈俊宇

三月底的一天，北京突然下了一场雨。

雨不大，天是灰蒙蒙的。大概下午 4点过，雨

停了，出门散步吧。

奥森离得不远，是常去的地方。习惯从

北门进，路上看到一大片的连翘。雨后人少，

空气还是湿漉漉的。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湖面

清捞垃圾，有两只黑天鹅在悠游。紫花地丁

最先吸引了我的目光，雨水挂在尚未完全绽

放的榆叶梅上，二月兰一小片一小片开着。

一阵风吹过，山花摇曳。突然想起了罗

伯特·瓦尔泽，这个与穆齐尔、卡夫卡齐名的

现代德语文学大师。1929 年初，这位作家作

为精神病患者被送入伯尔尼的瓦尔道疗养

院，1933 年夏天，转入黑里绍森林里的精神

病院，封笔且爱上徒步，直至去世。

不到 300页、小开本的《与瓦尔泽一起散

步》，是 2023 年春天始终陪伴着我的书。作

者卡尔·泽利希，是瑞士编辑、作家，也是瓦

尔泽的朋友及遗嘱执行人。这本书就记录

了 1936 年 7 月 26 日之后的 20 年间，两人的

数次散步与敞开心扉的对话。1956 年圣诞

节，瓦尔泽倒在了散步途中的雪地里，先是

被一只猎狗发觉，接着是附近的农民，然后

是整个世界。这本书的宣传语写得准确且

精妙：用散步抵御人生的落寞，被埋没天才

的最后语录。

我喜欢瓦尔泽表达出的创作状态和观

念：“他写的那些书，无非就像一个农民播种，

收割，嫁接，喂养家畜，清除厩肥，既是出于责

任感，但也是为了糊口”“诗人的工作只有在

自由中才能开花结果”“一切文字都必须无拘

无束地从内心生长出来”……

我喜欢他们每一次散步所遇到的风景：

丘陵起伏的乡间，树林和草地组成一派静谧

的风光；如同绿色摇篮般依偎在山谷的村庄；

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沿着越来越陡的斜坡向

上攀爬，会遇到一大片深蓝色的龙胆草和蜂

黄色的报春花；经过一片结冰的池塘，进入白

雪皑皑的森林……

瓦尔泽是一个绝佳的散步同伴，他发自

内心热爱自然，以及有着动人的热情：他经常

驻足欣赏圆形山顶的妩媚、客栈的安泰、复活

节天空的蓝色、一片幽静的风景或一块绿褐

色的林中空地；他会让卡尔注意一片非常漂

亮的草地、一列云彩或者一栋巴洛克式的宅

邸；看到岩羚羊、鹿和狍子像童话里的人物一

样从浓雾中冒出来，他会喜形于色；寂静的森

林在召唤，他就像一只猎犬，在冷杉、山毛榉

和灌木丛间游荡着；在一条散发着浪漫气息

的小溪前停下脚步，谈论起托尔斯泰的《复

活》……当然，他们还会寻觅餐厅，享受丰盛

的早餐、午餐、晚餐，以及美酒和点心。

这是我所喜欢的作家。如果问我为何会

想起他，又为何会喜欢他？作者写过，这是一

位真正的诗人，像孩子一样渴望一个安静、纯

净而充满爱的世界。瓦尔泽说过，“安静而谦

逊地走自己的路，是一个人能够指望的最可

靠的幸福。”我记住了这句话。

四月清明假期，我与好友相约又去了奥

森散步。之前的几年间，我们偶尔见面。还

记得 2022年的夏日傍晚，我们走在鼓楼西大

街，两旁的国槐正处于花期，花朵细小而繁

密。彼时，闲逛也算是一种奢侈，citywalk 成

为流行则是后来的事。

那天，尽管离夕阳西下还有些时候，看着

浓荫匝地、孩童奔跑，和好友说起这一年春日

反复翻看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说起那一刻

的心境，说起书中那个印象深刻的场景，说起

那看了好几次的段落——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

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

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

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

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

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

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

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

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

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

‘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这是 1951 年沈从文写的一封信里的几

句话。这简单的几句话，记述了他在历史博

物馆陈列室作义务讲解员时的一些情景，以

及当时的心绪。《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作者

张新颖教授写道：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特

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沈从文的后半生》封面绘图是一叶小

舟——艒艒船，那是沈从文的速写。1957 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的早晨，“时代的宏大

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

外白渡桥上正通过游行队伍——这样的时

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偏离开去，发现一

个小小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张新颖教授

说，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

里的人，自顾自地捞着那小小的虾子——

“小虾子”，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

物研究。

我告诉好友，聊起我们的境况，以及往何

处去，那一刻的心境，大概就是莽莽苍苍，这

其中掺杂着个人太多不明白、不理解，却又明

明有一道微光在远处等待——可能是一个越

来越少的“角落”。翻看那时的记录，阅读《沈

从文的后半生》着实给了我诸多慰藉，沉静下

来专心做事，总能捞到自己的“小虾子”吧。

瓦尔泽与沈从文不会相识，在我心中，他

们都是有趣纯真且有着自我准则的人。还有

这个春天在重读的契诃夫。他们都在安静而

谦逊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在散步途中相遇，

那是一种幸运。

吴荀东

《大地上的家乡》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自然文

学大师刘亮程的最新作品，也是其感动无数人的散文经典

《一个人的村庄》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全书共分三章，分

别为“菜籽沟早晨”“大地上的家乡”“长成一棵大槐树”，写

作视野从脚下的菜籽沟村，延伸至大美新疆，再扩展到祖国

的大地河山，倾情书写关于生命哲学、自然哲学与大地家乡

的诚挚篇章，以饱蘸爱与慈悲的细腻笔触，写遍悠久温情的

世间万物。

2013 年，刘亮程入住新疆木垒县菜籽沟村，以一己之力

创建新疆首个艺术家村落菜籽沟，重返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

倾力打造木垒书院，并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富有活力的书院，

以及新疆大地上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地标。与树对话，凝望

一株草，同庄稼人攀谈，关心粮食和收成，与骑马牧羊的少年

聊聊天。菜籽沟村堆满故事，这些飘在空中被人视若寻常又

熟视无睹的故事，均收在《大地上的家乡》这本书里。刘亮程

把自己活成一场风，活成这个地方的白天黑夜，最终也活成了

自己的家乡。他将充满深邃卓越哲思和浪漫诗意想象的艺术

成果惠及大地，并面向未来。

50 岁出头，刘亮程决定在天山南麓一个原始村庄落脚，

静心等待老年的到来。这个名叫菜籽沟的小村庄，保留了他

儿时的记忆：两房两屋散落在小溪和山边，从任何角度看都是

一幅山水画。“中国人的山水画完整表述了我们祖先对自然的

态度，人居住在大地一个小小的角落上，更多空间是留给自然

的。”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这里的岁月清晰可数，让你活得如

此明白、如此清静。我在这个村庄，一岁一岁感受自己的年

龄，也在悉心感受天地间万物的兴盛与衰老。我在自己逐渐

变得昏花的眼睛中，看到身边树叶在老，屋檐的雨滴在老，虫

子在老，天上的云朵在老，刮过山谷的风声也显出苍老，这是

与万物终老一处的大地上的家乡。”

在乡村，时间像树荫一样，在地上缓慢地向前爬。在大自

然中安顿自我，人类的生长衰老和大地万物的生老病死都是

生生不息，连为一体。菜籽沟让他变得更加安静，觉得老年怎

么来得这么快，一个人变得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到了老年。“我

眼看着自己在一个院子的虫鸣鸟语中慢慢变老，我本来是在

某个小区高楼大厦的阴影中老去的。老是躲不过的，跑到天

边也躲不过去。”

在刘亮程看来，人是跑不出家乡的。你可以离开家乡，但

是身体中的有些东西永远被家乡所塑造。你的眼神，走路的

姿势，长相等，最重要的就是味觉视觉听觉，所有这些都把一

个人牢固地固定在他出生到长大的某一段岁月上，他变成了

属于家乡的人。“菜籽沟便是这样一个我能在恍惚间认作家乡

的村庄，她保留了太多我小时候的村庄记忆。”养鸡种菜的生

活，也有着时间倒流的意味，家乡和故乡，这一刻有了全新的

诠释。感触的真切，让刘亮程找回早期写作的状态，把生活和

乡愁再次融入文字，写下《大地上的家乡》，字里行间，都是对

故乡这座精神家园的守护。“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

年轻时，或许父母就是家乡。当他们归入祖先的厚土，我便成

了自己和子孙的家乡。”

活成自己的家乡
——评刘亮程《大地上的家乡》

本报讯 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

频频见诸全国文学期刊，并已先后出版三部中短篇小说集。

今年，杨晓升又接连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龙头香》（作

家出版社）和《海棠花开》（浙江教育出版社）。

《龙头香》收录了作者的六部中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均发表在不同时期全国的多家文学期刊；《海棠花

开》则收录了作者的《海棠花开》《阴差阳错》《教授的儿子》《从

沂蒙到上海的距离》四部近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出版界有评论认为，杨晓升的小说每每以小见大，视野开

阔，可读性、现实感和人文关怀色彩强烈，作品贴近时代、贴近

生活、贴近读者。

杨晓升近年的小说创作也已引起多位著名评论家的持续

关注，孟繁华曾评价：“杨晓升是一位深度介入生活的作家，或

者说，他是一位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是敢于直面现实，

敢于触及问题和批判的作家。他的敏锐和尖锐在当下的文学

格局中，格外引人注目。”牛玉秋认为：“杨晓升的小说具有强

烈的现实感，滚滚红尘，茫茫俗世一一被他遣于笔下。可贵的

是他总能用冷峻独特的眼光洞察笔下的人和事，是非曲直，爱

恨情仇，不含混，不苟且，陟罚臧否，针砭时弊，饱含着作家本

人的社会担当。”评论家张陵说：“杨晓升的小说总能从大处着

眼，小处入手，号准时代的脉动，聚焦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

化以及普通人的命运和情感，揭示扑朔迷离的生活玄机、复杂

多样的人性以及普通人变幻莫测的命运浮沉，充满现实焦虑

和人文关怀，呼唤人间真善美的回归。” （麦克）

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新出版两部小说集

4 月 18 日，浙江台州，市民在路
桥区蓬街镇小伍份村图书室阅读。

近年来，路桥区注重乡村图书室
的建设，方便群众在家门口阅读，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

蒋友青 摄/视觉中国

家门口阅读，
乡村图书室里品书香

本报讯（记者吴丽蓉）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剧烈大

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从

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近日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全新修订出版的《万古江河》，是

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

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

记。本书自 2017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和学者喜爱。这次根

据最新研究成果，校勘并修订了多处信息和文字表述，以更精

准的面貌再次面世。

从“中原的中国”到“中国的中国”，再到“东亚的中国”“亚

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的人是真正的主角，许倬云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

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

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

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

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论述。

“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可读的东西，我要摆开

看，老百姓过日子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想。我的书里没有一个

英雄人物。我希望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包含中国，却超越中国

的新的人类社会。”许倬云如是说。

《万古江河》全新修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