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伴随着多元化数字音乐平台的广泛应用，音像早已不

再被光盘的有形载体所局限，逐步以文化收藏品、音乐

IP、数字唱片、知识有声产品、数字文创等多元形态展

现。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变换，“深耕精品内容，传承创新中

华优秀音乐文化，做有价值的内容出版与传播”始终是中

唱编辑出版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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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从纸质
书到数字阅读，从人工解说再到AI有声
书，用耳朵“读书”早已成为当代人的生
活常态。

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期间，酷狗音
乐与京东图书、当当网发起了一系列“音
乐+阅读”主题活动，面向大众读者发起
一场“音乐化”的文学熏陶。

一本书、一首歌
来为名家作品“谱首歌”

4月23日，酷狗音乐与京东图书联合
举办了一场原创音乐征集大赛，邀请读者

“为书谱歌”。活动中，余华、麦家以及伊
藤比吕美、昆汀等中外作家部分代表作被
选为音乐创作的灵感素材“征集书单”，
参赛者可自行选择为《十八岁出门远行》

《人间信》《电影狂想》《初老的女人》等
多部作品谱写独一无二的音乐故事，赋予
文字新生。

区别于传统音乐大赛，这是酷狗首次
发起围绕书籍的原创音乐征集，是一次文

化与音乐共创融合的跨界实验。活动借助
酷狗音乐海量用户优势和平台影响力，为
原创音乐、数字阅读增添了新鲜感、趣味
性，更让用户通过“为书谱歌”这一纽带，在
音乐的浸染中实现文化IP的年轻化。

活动中，酷狗音乐跳脱出原本的音乐
平台身份，以自身的音乐特性、大众化的
音乐内容来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以新的
生命力承担社会价值，潜移默化吸引着更
多人享受文学的陪伴，进而带动全民阅读
热情。

据悉，“为书谱歌”活动将持续至 6
月，将通过网络助力排名、专业评委打分
选出优秀作品。获奖作品不仅可以获得现
金大奖、歌曲推广资源，还将被大赛主办
单位选用为活动推广曲。

与此同时，酷狗还与当当网共同策划
了联名阅读歌单，带领广大读者在音乐与
文字的交织中享受“乐”读时光。双方在小
红书共同发起“喜乐书香”征集令，全网寻
找最搭“书歌”CP，邀请网友一起参与分享
在阅读和音乐中的感受，在参与感与情感
共鸣中丰富了“音乐+阅读”的多种体验。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起的第二十
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3 年成
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8%，数字化阅读
方式的接触率为80.3%。其中，听书和视
频讲书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去年我国有
36.3%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0—17 周
岁未成年群体中也有33.3%的受众通过听
书来阅读，移动有声 APP 平台是目前国
民听书最主要的渠道。

随着“平台+内容”的深度融合，酷
狗音乐以原创歌曲征集、联名歌单、音频
有声读物、UGC内容互动等方式深度触
达用户，在“音乐+阅读”的乌托邦中疗
愈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基于万物皆可“音乐+”的开放性生
态，酷狗不拘泥于某一墙内开花，更多的
边界也在被打破，通过与优质内容 IP 和
头部平台的深度链接，“为书谱歌”不仅
仅是一次面向大众的“音乐化”的文学熏
陶，也展现了酷狗音乐国民度、全场景、

全域化特质的一次品牌“升温”。

阅读方式逐步多元化
音乐平台助力全民阅读

近年来，人们的阅读互动方式越来越
多元化、场景化，在线音频以其伴随性特
征，成为用户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场景下
的重要娱乐选择，填补了碎片化时光。

据 《2023 听书生态报告》 显示，酷
狗音乐通过不断引入优质的有声书内容，
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可自由交流的

“口袋图书馆”，涵盖了玄幻异界、悬疑推
理、都市言情、文学经典、武侠仙侠、历
史小说等多个类型，全方位满足了不同用
户的听书需求。

除了 《盗墓笔记》《孙子兵法》《三
体》《雪中悍刀行》等“书影”的联动效
应下的文学爆款，更有《资治通鉴》《红
楼梦》等传统经典的文学巨作，酷狗的有
声书音频在去年就已经超过 4400 万条，
作品累计时长超770万小时，如果把这些
音频都放一遍的话，相当于把一首歌单曲
循环11105万遍。

类似于听歌发乐评，“在线音频+同
好社交”也成为在线音频社区的发展趋
势，直接影响着用户黏性和活跃度。上述
报告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点，人们也愈发愿
意在线上记录自己的读书心得，酷狗用户
创建的书本点评和评价已多达42万条。

而在此前，酷狗还推出了一系列世界
读书日相关策划，以跨界KOL与丰富活
动为媒介，调动海量音频内容，引导用户
探索读书喜好与作品。

比如在 2021 年，酷狗音乐就联合光
明网发起“音为有你，听见书力量”听书
活动，邀请音乐、图书界KOL作为荐书

“领读者”推出自己的私家书单，并成立
听书战队的玩法，鼓励用户用听书的方
式，让阅读也像打游戏一样有趣。

而在2022年，酷狗音乐也特别上线了
“万物新生，读书尚好”主题活动，联合上海
图书馆向全国读者推荐人文历史、榜样力

量等优秀音频，用户可通过翻牌的方式畅
听悬疑推理、影视原著、中国历史等九大
类别的经典佳作。在产品层面，酷狗还在
活动页增加了每日抽奖VIP会员、礼物盲
盒等创新玩法。每一个世界读书日，都成
了酷狗与用户一起共创展示“读书不止，
也不止读书”精神的时刻，也约定俗成一
般成为平台用户一起乐品书香、全民阅读
的节日。

此外，酷狗音乐还引入了有声书 AI
黑科技，不少创作者开始将AI创作融入
有声书创作，通过有声AI黑科技，文本
处理、角色识别、AI 录制、自动音频对
轨、自动音效等各环节一气呵成，大大提
高创作效率，并为用户提供 AI 有声小
说、AI助眠音乐、AI相声评书等多种内
容，不仅助力创作者们提高效率，也为有
声书行业带来内容生产的新思路。

酷狗音乐“为书谱歌”
“音乐+阅读”疗愈当代年轻人

□李子木

“将声音记录下来”，对人类而言是一
个长久的奇妙梦想。1877 年爱迪生发明
了留声机，开启了人类录制声音、通过
载体传播的先河。在此后 100 多年时间
里，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音像的载体及传播方式也在不断
演进，从早期蜡筒、虫胶唱片，到黑胶
唱片、磁带、CD、MP3、U盘、数字音
乐……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变迁，音像出版
与发行对于文化的记录、传播与传承起到
不可磨灭的作用。

笔者作为在音像出版单位——中国唱
片集团20年的从业亲历者，重点梳理分
享中唱近年来在传统音像出版到“音乐+
影像+影响”的融合音像出版传播转型路
径中的经验与实践。

顶层设计，向“融”而进

2022 年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下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
意见》。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
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坚
持系统推进与示范引领相结合的总体思
路，对出版单位内容建设、重点项目实
施、技术支撑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以及顶层设计的战略谋划、保障体系等，
进行了深入阐述。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与新中国
同龄的国家音像出版集团，亲历和见证着
中国音像电子出版业的发展和变迁。《意
见》的出台，无疑为中唱“十四五”期间
主营业务转型升级之路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更加坚定其向“融”而进的融合音像
出版传播发行路径的信念与步伐。

中唱坚持“一把手”工程，从战略制
定到布局规划，从策略架构到落地实战，
不断自我剖析、自我革命。在《意见》出
台之前，“一把手”工程便着手对音像出
版的“劳动工具”进行改造。如：构架中
唱融合出版的业务导向及管理模型、完成
融媒体事业部建设、搭建中唱音乐在线数
字技术平台、既有存量内容进驻平台等，
为后续主营业务的融合出版传播打下坚实
基础和前提可能。

在《意见》出台后，加快对音像出版
“劳动对象”的改造，首创将70年来传统
的音像“编辑出版部”业务改造，赋予更

多延展功能，以新型的“音乐+影像、数
字+实体”的“内容研发部”重新定位。从
顶层架构层面，打造集选题策划、内容创
制、营销推广、数实发行的良性循环的主营
业务核心产业链条，解决内容创制、资金使
用、宣发计划等前置规划，有步骤实施了若
干集团公司原创内容精品工程系列。

经过一段时间的业务运转，从选题策
划，到音乐制作，到配套宣发物料制作，
再到内容营销推广矩阵发力、社群精准用
户意见收集反馈的一整套工作流程与协调
变得更为顺畅及优化，便于集中拳头在产
业链上集中探索发力，重组后的传统编辑
出版业务和“合”弥新，焕发新的动能。

突破载体，更见广大

伴随着多元化数字音乐平台的广泛应
用，音像早已不再被光盘的有形载体所局
限，逐步以文化收藏品、音乐 IP、数字
唱片、知识有声产品、数字文创等多元形
态展现。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变换，“深耕
精品内容，传承创新中华优秀音乐文化，
做有价值的内容出版与传播”始终是中唱
编辑出版的核心理念。

近年来，中唱始终坚持以精品内容为
核心，从组织架构、体制机制、人才培
养、平台搭建、产品多维赋能等角度，探
索数字时代新型的音乐文化出版传播业务
模式，逐步在内容研发、录音制作、融合
出版、线上线下发行、立体化传播等方面
开拓出新的局面。

中唱自主研发建设了“中唱音乐在
线”PC 端和“中唱音乐”移动端平台，
平台重点聚焦中华民族音乐与戏曲资源，
为其新时代原创精品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出口，成为中唱融合出版改革升级过程
中的重要抓手。在平台建设和运营过程
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内容、多渠道呈
现、多维度编辑”的工作办法。针对不同
用户视角，将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精品有效
触达更广泛的用户。

比如，历时两年，中唱推出全新的国
乐融合出版产品《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
作品集》。联合了10组活跃在海内外舞台
的顶级国乐名家，策划并录制了近百部优
秀当代原创国乐精品佳作，出版发行了
10张新型“国乐大碟”，实体+数字双向
赋能、音乐+影像多维呈现。

以“中华音乐文化艺术品”的概念赋
能实体专辑的文化内涵的同时，拍摄制作
了数十条视频影像，通过可视化的影像呈
现，以多种视角讲述专辑背后的故事，打
造专辑的多维承载空间，在传递“国乐名
家”在国乐传承创新之路上的心路历程的
同时，也变相实现了艺术家的带货助力。

实体专辑与数字专区一码联动，用户
与编辑多元互动，初步取得较好效应。出
版一年来，唱片累计发行量约1万多张，项
目产出的音视频内容累计在线上平台总触
达量千万+。同时，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
系列线下唱片分享活动，吸引了大批青年
国乐爱好者广泛参与互动，逐步探索出一
条关于“中国音乐当代表达”的全新路径。

“国乐名家”系列的推出，逐步夯实
了中唱在细分国乐领域“优质的内容精品
出版与传播服务”品牌效应，陆续吸引了
更多院团、艺术家的加盟，为后续内容积
累、产品研发、渠道拓展奠定了基础。

音乐与影像的齐头并举

为了有效推动中华优秀音乐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中唱
音乐文献库里的“音乐宝藏”活起来、火起
来，中唱近两年来陆续策划实施“唱片里的
文化自信：中华优秀音乐文化影像记录工
程”，首期实施完成 4 集人文音乐纪录片

《百年回响——唱片里的中国》，并被列入
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纪录片以唱片为观察窗口，用影像的
方式，将中国音乐文化百年留声历程融入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以音像载体的变
迁为脉络，深度挖掘百年来那些刻录在唱
片里的时代回响，聚焦大时代下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故事，首次系统传播宝贵历史声
音、文献等珍贵档案背后那些共产党人的
鲜活往事，串联起中唱曾录制出版的《东
方红》《梁祝》《红旗颂》《千古绝响》等
唱片背后的故事，生动展现在党的领导
下，百年来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回
响，激励中华儿女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砥砺
奋进。项目内容也同步在央视、爱奇艺等
视频平台陆续上线，收获广泛好评。

技术赋能新质的“听觉体验”

中唱于近年正式建立“中唱杜比全景
声音乐制作工作室”，通过三维全景声对项
目内容技术赋能，打造出更加真实、立体的
全景声音频空间数字专辑，在Apple music
等海内外平台陆续上线，为中国音乐在世
界范围内的传播拓展了新的可能。目前，
中唱累计生产制作发行三维全景声作品
200余部，并陆续与车载、音响器材单位
深度合作，有望成为新型“听觉体验”赛
道的新质生产力。

以上是中国唱片集团基于近年来从传
统音像出版发行到融合出版传播转型路径
中的探索，希望可以提供一些供行业借鉴
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音乐+影像+影响”：融合出版传播路径探索
□耿丽媛

近日，成都图书馆的“图书外卖”登
上热搜，因为这家图书馆宣布其网借服务
范围从大成都范围拓展到成德眉资都市
圈，让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的读者也
能够共享阅读资源，相当于周边城市的读
者也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到省会城市的图书
资源。

在智能手机高度普及的当下，纸质阅
读仍然是很多人的阅读习惯和偏好。数据
显示，成都图书馆开展“图书外卖”服务
以来，已有上千名读者用外卖方式借阅了
3万余册图书，说明人们对纸质阅读的需
求还一定程度存在。如何满足读者的需
求，让知识流动起来、让书香触手可及，
需要图书馆变革自身，主动去适应时代的
发展变化。从受到互联网冲击，到拥抱互
联网推出“图书外卖”服务，并不断扩大
网借服务范围，成都图书馆的逆向服务思
维值得借鉴。

（4月24日 华声在线 傅汝萍）

让知识流动起来
让书香触手可及

如何让书香广州更浓郁？
一者，数字化。数字时代，阅读变得更

可及，尤其是电子书、音视频“入场”，释
放了更多阅读便利。广州将持续挖掘数字化
潜能，在出版物、传播手段上下功夫，让更
多优质内容“破茧而出”。

二者，全覆盖。用浓郁书香涵养乡村文
明。全面推动农家书屋建设，升级阅读内容
资源和设备，是可行之法，长久落实，必然

“劳有所获”。
三者，从小抓。家长多一点高质量陪

伴，市场多一点有营养的儿童读物，让阅读
顺利“从娃娃抓起”。在花城书房，多项阅
读分享、亲子互动活动举办，助力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最美四月天，读书正当时。读书日就像
一个文化“闹钟”，不仅在于纪念，更在于
提醒。不妨趁着春光，捧一本书在手，尽享

“穗阅静好”。
（4月24日 《广州日报》 庹亚男）

捧一本书
尽享“穗阅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