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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实践在媒介融合走向纵深的时代场景中读书实践在媒介融合走向纵深的时代场景中，，迸发出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动力迸发出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动力、、生命活力生命活力、、精神张力精神张力————

展开文学与直播的展开文学与直播的““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张张 蕾蕾 鲁昱晖鲁昱晖

■青观察

近年来，在“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顶层设计统领下，“书香

中国”的氛围愈发浓厚，读书的方式及载体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呈现出两种重要表征：

一是读书类文化节目如火如荼，从“一股清流”走向“全面

开花”。近几年来，《朗读者》《一本好书》《一本书一座城》《典

籍里的中国》《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等一批类型不同、

题材各异的优质节目在此起彼伏中潜移默化地创造了阅读的

新场景与新体验。

二是多样化阅读行为方兴未艾。尤其是数字阅读日趋常

态化，短视频、直播、Vlog、播客等新媒体表达形式纷纷与书

结缘，图书带货达人、读书内容博主等新文化身份与新群体标

签逐渐被认可。读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媒介融合纵深推

进的时代场景中迸发出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动力、生命活力、精

神张力。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文学阅读形式及传播模式的跨

界表达与“破圈生长”既成为客观事实，也亟待继续探索。

文学治愈移动互联时代的个体焦虑

相较于文学对时代的需要，时代变迁更需要文

学，这是推动文学“破圈”的逻辑起点

互联网的全面崛起，激发了媒介语态及传播模式的深刻

变革，生成了“万物皆媒”为表征、“以人为媒”为内核的新范

式。同时，互联网的无远弗届与无微不至也导致社会表达机

制、信息生产成本、个体话语权力被无限扩大。美国作家尼

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论

述了数字技术进步给人类思维方式造成的负面效应，提醒读

者警惕碎片化、同质化、机械化、扁平化的网络信息传播弊

端，以及规避数字成瘾。此外，互联网虽然给工作及生活带

来了实时沟通的可行性与随时联系的便捷性，但也反向放大

了个人内心世界的疏离感、紧张感、孤独感，追求“断连”成为

一种“奢望”。

在移动互联时代，“人”即用户，用户即传播的起点、节

点、终点。然而作为个体的用户，很容易在信息超载及知识

漂浮的“倦怠社会”里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与价值虚无主义相

互缠绕的焦虑症候。面对技术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滋生的

精神匮乏，审美现代性的浸润功能与纠偏作用愈发重要。文

学，是最能体现和最能传达审美现代性的载体，可以有效防止

“人的异化”。

事实上，文学的意义，不仅是文学研究者试图归纳总结的

问题，更是常谈常新、因人而异、内涵丰盈的大众议题。文学

精品既是作家个人情感及生活经验的镌刻，也是对于集体记

忆与家国情怀的展示，具有消闲娱乐、知识传播、审美浸润、启

智增慧的文化功能，也承担着凝聚共识、折射现实、记录时代、

传承文明的社会意义。同时，读者在与人物共情和与故事共

鸣的过程中，能更全面地凝视自我、更细腻地体悟生活、更勇

敢地发现世界，以及在困顿无助、暗淡逼仄的时刻收获忠实陪

伴与温暖抚慰，找寻人生的坐标与方向。

显然，文学的存在，能以文本式的想象机制治愈个体焦虑、

修正社会文化症候。这无疑是移动互联时代创造审美现代性

的稀缺要素。相较于文学对时代的需要，时代变迁其实更需要

文学。这或许是为何要推动文学“破圈”的逻辑起点，即以美学

价值与“无功利性”让“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直播让好作品和好作家被更多人知晓

毫无疑问，文学因直播而获得“破圈”传播的强

力引擎，直播因文学而拥有“化人养心”的美学力量

2016年至今，网络直播从“元年”走向“巅峰”，已成为高普

及率、高活跃度的数字文化业态。“万物可直播、人人皆主播”的

生动场景也成熟初显。虽然与电商、游戏、才艺等传统元素相

比，文学是直播的新内容与新赛道，但文学与直播的融合在相

辅相成中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

不论是中国作家协会打造的文化IP“中国文学盛典”展

开的一系列促进文学传播的优质直播活动，抑或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举办的公益直播“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

中国跨年盛典”对文学和节日之互动感及仪式感的有效增

强，都见证了文学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在直播中的扩散，以及

直播因文学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有质感。毫无疑问，文学因

直播而获得“破圈”传播的强力引擎，直播因文学而拥有“化

人养心”的美学力量。在直播样态的多元化演进中，读书类

直播节目应运而生，与文学相关的内容生产更是其细分领域

与关键要素。

举办发布会、见面会、分享会等线下活动是沟通读者与作

家的传统方式，但受制于时空、场地等因素，能容纳的人数十

分有限。然而，借助直播这一高覆盖率与强辐射力的数字媒

介，读书类节目以互动性、即时性、参与性、伴随性、移动性为

特质，以观点分享、情绪共振、价值传达、情感认同、文化生产

为内核的线上阅读空间，不仅促使作家、作品、读者、用户之间

的交流场景有效丰富、沟通距离无限缩短，又凭借主理人、作

家、嘉宾在各自职业领域内积累的影响力吸引不同圈层用户

群体观看，进而拓宽作品辐射面、提升作家影响力、增强读者

参与性、沉淀用户认同感。

比如读书类直播节目《书行者》，它聚焦高水平作家的深

度访谈，以及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分享，在2023年播出的第一

季以“生活主角”为定位，打造了《对话徐则臣：一个人与一座

城》《对话笛安：爱，就是不怕》《对话阿来：行走的力量》《对话

陈彦：普通人的生命局限与超越》《对话濮存昕：生命中的不期

而遇》《对话李洱、潘凯雄：假如没有文学》《对话毕飞宇：理性

的对面究竟站立着什么？》等主题各异、思想多元的优质内容，

推荐了或屡获殊荣、影响深远或备受期待、新近付梓的多本匠

心力作，单期观看规模最高达到364.4万人，总体观看规模超

过1000万人，累计获得超过5500万的全网曝光。显然，《书

行者》是“文学破圈”传播的有益尝试，呈现了文学爱好者在社

交媒体场域的高活跃度及转化潜力。可以说，努力让好作品

和好作家被更多人知晓，用心让写作背后的故事被更多人听

见，是《书行者》质朴的创作诉求。

拓展阅读形态
扩充传播路径 提升审美价值

读书类直播节目通常需要遵循 PUGC 模式，以

确保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平衡、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兼

容，以及一定的知识生产性质

任何读书类节目都无法代替阅读本身，因为前者存在的

根本意义，是形塑有效的展示窗口与有力的传播渠道，更好地

引导大众关注阅读、回归书本、保持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读书类直播节目是快餐化、浅表化、扁平化、娱乐化的一种

消费形式，反而对其“准入门槛”提出更高要求。所以，读书类

直播节目的制作逻辑通常需要遵循 PUGC（Professional

User-Generated Content，专家生产内容）模式，以确保思

想性与观赏性的平衡、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兼容，以及一定的知

识生产性质。《书行者》以主理人张蕾的个人IP为着力点与链

接点，坚守主流媒体价值导向的同时，运用直播的媒介基因与

表现形式，拓展了文学阅读形态，扩充了文学传播路径，探寻

了文学审美价值。

文学的传统阅读是一种融合了私密性与排他性的个人

行为，纸媒的单向性也隔离了读者与作家的直接沟通，读

者无法完全透析作品背后的故事，难以了解创作的心路历

程。但在直播情境中，以弹幕为枢纽，读者、用户能与作

家及主理人实时互动，彼此进行话题的分享讨论，以阅读

关怀和体验传播为黏合剂的“拟态环境”随之生成。《书行

者》的每一场直播都根植于主理人对作品的细读、体悟与

思考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在不设采访提纲的情况下，以

作品为起点，以人生阅历为底色，借由真诚对话与真实表

达获悉文字背后的意蕴，启发作家畅谈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为用户带来思想浸润与心灵疏导。在这个过程

中，直抒胸臆与真情流露往往成为吸引注意力的“流量密

码”；另外，有的作家或从未参与过直播，或很少在镜头前

直接呈现自我，他们既因此拥有了新体验，也赋予节目未

知的惊喜瞬间。

进一步而言，无脚本、零剪辑的直播访谈不仅可以让作家

的写作心得、生活感悟、社会经验、人生积淀在真切、及时、流

动的对话空间中得以直观揭示与同步显露，还会引导读者、用

户在“中心场景”里洞察作家的真实与多面、感受作家的情感

与思想、了解作家的人格与经历，增进对作品及作家的理解与

尊重，建立精神联系与情感共鸣，创设以文学为圆心的虚拟趣

缘社区，释放文学的意义。

读书养浩然之气，文学能春风化雨。好的读书节目可以

规避短平快的信息输出，追求在文学中感悟生活、在对话中治

愈焦虑、在互动中观察社会，打造温度与深度共融的好节目，

既折射数字公共阅读形态的涌动绵延与使命担当，也助力网

络直播文化生产的守正创新与向善向美。

提升数字消费品位
营造清朗网络视听空间

推进读书类直播节目的精品化供给，是文学“破

圈”的必经之路，更是输送优质网络文化产品、提升

数字消费品位、营造清朗网络视听空间的题中之意

毋庸置疑，现在那些好的读书节目既是文学与直播的

“双向奔赴”，也是对读书类直播节目创作的积极探索。面对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推进读书类直播节目的精

品化供给，是“文学”破圈的必经之路，更是输送优质网络文

化产品、提升数字消费品位、营造清朗网络视听空间的题中

之意。优化直播内容生态，一直是网络空间治理重点。读书

类直播节目的向上向好与繁荣发展，对提升用户素养、引领

主播导向、净化直播业态、赋能美好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生

逢其时、重任在肩的读书类直播节目亟待不断追求内涵式发

展，在扩充用户群体、提升用户黏性的过程中深化建构数字

阅读的动态格局与浓厚氛围，以读书濡染直播行业，以书香

浸润网络空间，助力建设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景观

与社会风尚。

［张蕾系《书行者》主理人、鲁昱晖系清华大学博士生，本文

系2023年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网络视听新

形态对‘Z世代’群体的引领策略研究”（SM202310050001）阶段

性成果］

2017年2月，一个现象级的独立游戏诞生，这就是《空洞

骑士》。它被评选为2017年最佳游戏以及2018年最佳任天

堂Switch游戏，可玩性不逊于同时期发行的《塞尔达传说：荒

野之息》。这款游戏是由独立游戏工作室TeamCherry制作，

它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类银河恶魔城”式自由度高的玩法，精

致华美的美术风格，以及引人入胜的游戏碎片化叙事。

“类银河恶魔城”是一个由《银河战士》和《恶魔城》两大游

戏系列合成的自创词汇。在早先的游戏中，游戏地图中常常

采用线性和开放式的探索模式，如《超级马里奥》中，马里奥居

于画左，玩家只能按照设计一直朝右行进，在线性行进的过程

中攻克难关；在塞尔达这样的开放世界游戏中，玩家在了解新

手教程后，便获得了自由探索世界的可能性。而在“类银河恶

魔城”类型的游戏中，玩家在游戏中最初似乎遵循线性路线，

但会在路途中遇到无法通过的障碍和无法互动的机关。这迫

使玩家必须探索地图的其他区域，学习新技能以解锁之前无

法到达的地方。这种来回探索学习技能和解谜的过程是这类

游戏的核心特征，不仅提供了令玩家感到极具成就感的挑战

和丰富的探索性玩法，还有通过自我学习完成游戏解密而获

得的沉浸感。

在《空洞骑士》中，游戏开始只允许玩家挥动骨钉攻击和

跳跃，因此玩家在探索过程中会遇到无法跃上的高台以及无

法收集的要素。随后，玩家需要跳下一个极高的悬崖来到新

手村，但当他们试图返回时，发现已无法攀爬来时的高峰。这

样难以跳跃的高度在游戏中比比皆是，促使玩家产生疑问并

继续探索。所有这些探索过程使玩家能够灵活运用已学到的

技能来解开游戏中的所有谜题，对游戏地图的设计留下深刻

印象，实现了“类银河恶魔城”特有的“带着答案寻找问题”的

游戏体验。

除了玩法以外，美术风格也是《空洞骑士》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之一。游戏的美术风格受到日本动画电影《天使之卵》

的深刻影响。游戏中的场景充满了阴暗、压抑和孤独的氛围，

背景通常呈低亮度的深色。当主角挥动骨钉攻击敌人时，敌

人会释放出鲜橙色的瘟疫，这种鲜明的对比色迅速警示玩家

面临危险，同时也成为新的叙事线索。

虽然是一个2D游戏，《空洞骑士》却不让人感到扁平和单

调。游戏利用景深原理，巧妙地区分了前中后景，营造了深度

和层次感，前景通常采用黑色并且模糊处理，中景呈现精致的

细节和华丽的设计，而后景则常常采用低对比度或大面积留

白的方式呈现，并且不同景别中的粒子效果和动态物体的运

动速度也不尽相同。

为了营造这种景深关系，许多房间的制作甚至达到了几

十层图层。在野兽巢穴中，前景呈现模糊的黑色蜘蛛网，其中

巨大的黑色蜘蛛快速穿越镜头。中景则以精细之笔刻画了黏

糊的蛛丝虫卵，而后景则呈现模糊而混乱的蛛丝与虫茧。在

这狭窄而拥挤的蜘蛛巢穴中，前景的蜘蛛与玩家真正面对的

怪物相互混淆，大面积的黑色限制了玩家获取画面信息的能

力。与此同时，游戏运用了追光效果，将角色所在的地方突出

显示，强调主角的存在。这种设计使得杂乱的蛛网和前景蜘

蛛仿佛置身于玩家眼前，为场景的生动呈现增添了逼真感和

舞台感。同时，《空洞骑士》音效的引导与视觉效果相得益彰，

共同营造出引人入胜的沉浸式体验。

在游戏动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玩家能够清

晰地理解游戏情况，即时获得行为反馈。在《空洞骑士》中，玩

家所控制的角色相对较小，人物设计相对简单，而游戏背景复

杂多变，这容易导致玩家在游戏中迷失。因此，特效动画成为

了一种重要的提示机制。仔细观察《空洞骑士》中的角色动

画，不难发现许多游戏情节的反馈是通过特效和声音来实现

的。例如，当小骑士受到伤害时，屏幕只会进行简单的受伤动

画，然后立刻出现黑白色扩散特效和粒子效果，主角的颜色也

会闪烁为黑白，伴随着强烈的屏幕抖动和受击音效，游戏音乐

也会迅速减小。所有这些视觉和听觉反馈相结合，确保了玩

家能够清晰地感知游戏中的各种情境，使他们更容易做出反

应并充分享受游戏的乐趣。

游戏《空洞骑士》采用了碎片化叙事，通过拆解和重新组

合故事情节，以便更深入地探讨故事的核心主题。这种叙事

手法与开放式游戏以及“类银河恶魔城”游戏类型形成了一种

自然的融合。在确定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游戏将

角色的故事和世界历史细分成多个小片段，这些片段展现在

或隐藏在与非玩家角色的对话、图鉴的解释、道具的注解，甚

至某些游戏场景的背后。

就故事情节而言，《空洞骑士》整个故事可以简化为一句

话：“一位小骑士进入了一个陷入衰败的王国，然后展开对这

个王国历史的探索。”然而故事的重点在于，揭示出王国为何

走向衰败的问题，大量与此相关的细节信息都被游戏团队以

点滴方式埋藏在世界各个角落。这其中，游戏的背景承担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游戏中为数不多的文字元素也发挥

了重要的叙事作用。在探索地图时，玩家会遇到自大而傲慢

的骑士左特，尽管玩家多次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他却没有表示

感激，反而口出狂言。然而，如果玩家多次选择宽恕并拯救

他，左特将出现在新手村的椅子旁，重复着自己的57条生命

戒律。通过这些碎片化的戒律和行为，玩家能够深入了解左

特并非完全邪恶，而他的傲慢常常是出于对自己过去的不安，

这一情节丰富了角色形象，使其更为复杂和立体，也使得整个

世界更加完整。

网状的叙事结构使得故事变得有更多解读的可能性，因

为触发事件的时间和顺序不同，每个玩家都会产生自己独特

的理解，无数的可能性使得故事深刻而且保持新鲜。时至今

日，仍有玩家通过左特的戒律和行为来分析他的身世，不同的

结论都有理有据，这充分展示了碎片化叙事具有激发玩家深

思的能力。

《空洞骑士》的吸引力当然远不止于此。其令人难以忘怀

的音乐、生动的角色刻画、深刻的故事发展、极高难度的游戏

关卡以及卓越的交互反馈也为其无法替代的地位提供了坚实

支持。一个小小的井口，一个默默无语的骑士，一个“表面之

下”极富多彩的王国，激发了无数玩家的好奇心，引导他们进

行深刻思考、探索、挑战自我，也让玩家感受到游戏切实地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着。

圣巢之外，丝之歌的全新旅途已然奏响。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研究生）

网状结构使游戏叙事保持新鲜
■孙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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