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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名芳） 3月19日，
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全球音乐报
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录制音
乐产业总收入达到296亿美元，比前一年
增长4.8%，这也是该产业连续第十年实现
增长。全球音乐订阅用户数达7.52亿，较上
一年度增长10.6%。《报告》分析认为，付费
订阅流媒体是支撑其增长的关键动力。

IFPI 目前会员包括全球 8000 多家会
员唱片公司，致力于提升全球录制音乐的
市场价值和保障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其每
年发布的《全球音乐报告》被视为全球录
制音乐产业数据的权威信息来源。

《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音乐流媒体

收入达204亿美元，占录制音乐总收入的
69.0%，超过2003—2020年每年录制音乐行
业的总收入。全球音乐实体收入下降3.1%，
与2023年收入飙升14.5%的强劲表现形成
了鲜明对比。2024年，黑胶唱片收入继续增
长，增幅为4.6%，实现连续18年上涨。此外，
表演权收入在2024年达到29亿美元，增长
5.9%，连续第四年实现收入增长。

得益于唱片公司的努力和投资，2024
年全球各地区都实现了收入增长。其中，
美国和加拿大占全球录制音乐收入的最大
份额，达40.3%，增长率为2.1%；欧洲录
制音乐收入增长 8.3%，占全球总收入超
过四分之一，仍是全球第二大录制音乐收

入地区。2024 年亚洲收入增长 1.3%，仍
保持最大实体市场的地位。其中，中国录
制音乐收入增长了9.6%。

在全球七大录制音乐市场区域中，有
3个地区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中东和
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其
中 ，中 东 和 北 非 增 长 最 快 ，增 幅 达 到
22.8%，该地区流媒体收入占总收入的
99.5%；拉丁美洲的录制音乐收入增长
22.5%，再次超过全球增长率，实现了连续
第15年增长；巴西增长了21.7%，成为增长
最快的前十大市场；墨西哥增长15.6%，攀
升至全球第十大录制音乐市场。

国际唱片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维多利

亚·奥克利就发布的 《全球音乐报告
2025》分析说：“全球音乐产业的持续增
长证明了音乐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技术以及对艺人和
不断发展的全球音乐生态系统的投资，全
球音乐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报告》还对人工智能在音乐产业中
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性研究并认为，目前唱
片公司已开始善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艺人的
创造力、粉丝的体验感。同时也指出，生
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在未经权利人
授权的情况下“摄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
来训练他们的模型，给人类艺术创作生态
带来了威胁。

国际唱片业协会《全球音乐报告2025》显示

付费订阅流媒体成产业收入主要驱动力

本报讯 （记者黄琳）春和景明，书
香四溢。3 月 18 日至 20 日，以“汇聚中
外典藏，共享阅读盛宴”为主题的 2025
春浙江馆藏图书展示会在杭州武林之星博
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的近 700 家供应
商、千余家图书馆代表相聚大运河畔，共
赴书香之约。

本届展会由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图书
馆报社指导，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
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共同主办。线
上线下集中展示了60万种在库品种，其
中近一年出版的图书逾12万种。浙江新
华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傅钟萍介绍，浙
江馆藏图书展示会已走过 20 年。近年

来，浙江新华坚持新技术引领，从用
户、产品、服务三方面持续深化主营业
务市场运营体系构建，搭起了书业与图
书馆界沟通交流的桥梁，成为馆配行业
发展研讨的重要平台。

展会线下共设9 个展区，分为文艺、
少儿、科技、教育、社科五大类，包含浙
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机械工业出版社两大主
宾馆区以及古籍精品专区等，一站式满足
客户采购需求。

机械工业出版社携近3年畅品、新品
图书来到现场，为读者提供便捷、高效、
优质的文化资源。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社长
缪立进希望与浙江新华在营销活动和电商

直播方面实现共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遴
选了近年优秀获奖作品及《诗话浙江》等
展现浓郁地域特色的精品好书。古籍精品
专区集中展示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
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21家专业古籍出
版社近两年推出的精品图书，以期满足图
书馆典藏需求。

图书直播是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展
会共设立了文化、社科等4个直播专区，
总面积150平方米，为各供应商提供细致
完善的直播服务。浙江新华“千人主播”
团队联动16家基层新华书店直播间，在
展会期间不间断直播。浙江新华电商事业
部新媒体主播李瀚涛坦言：“主播不是单

纯卖货，而是要把自己当成读者，和读者
共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书再推荐，真正
和读者走到一起。”

依托历届线上成功经验与技术沉淀，
本届展会对平台功能与服务体系进行升
级。浙江新华“云馆配”平台利用大数据
分析和 AI 算法，加强动态荐书引擎功
能，根据图书馆用户历史采购偏好及个性
化设置，实时生成定制化书单，不仅提高
了采购效率，还确保了所选图书更符合实
际需求。展会期间，浙江新华还召开了合
作伙伴大会、2025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研讨会，助力馆、店、社共同探索馆配行
业数智赋能的发展新路径。

2025春浙江馆藏图书展示会在杭州举办
60万种在库品种线上线下集中展示

3月16日，“大运河畔话《北上》”主题活
动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北上》原著作者
徐则臣、电视剧总导演姚晓峰、电视剧演员
涂凌等齐聚一堂，就读者与观众关心的话
题，共同探讨这部作品从文学到影视的华丽
转身，以及影视改编对图书销售的“反哺”。

影视语言还原运河风貌

电视剧 《北上》 近期在 CCTV-1 黄
金档、江苏卫视、爱奇艺等平台热播。该
剧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几代人的
命运纠葛，生动的剧情和鲜活的人物形象
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剧集热度攀升，观众对原著小说
的兴趣被极大激发。在电视剧热播期间，
该书线上销量大幅增长，线下书店更是频
频出现缺货补货的情况。许多观众表示，
追剧后被故事所打动，想要通过阅读原著
来更深入地感受作品魅力。

原著《北上》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品。在书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
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 《清明上河图》，
展现了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
想在百余年沧桑巨变中的演变。他在本次
活动上表示，自己选择运河作为创作母
题，源于两重动因：对运河文明的深入理
解，以及与水共生的深切情谊。

姚晓峰透露，为了拍摄这部剧，主创
团队对运河沿岸进行了实地采风，从无锡
到杭州，用脚步丈量运河，深入了解依河

而生的人的生活状态，力求在影视呈现中
还原运河的真实风貌。

姚晓峰分享了文学作品到影视改编的
艺术转化契机、过程与挑战，以及如何通
过镜头语言展现运河的壮美与历史厚重
感。他以掌镜者的视角道出创作感悟：

“当我近距离见到运河时，我才感到了这
种震撼，当用脚步去丈量的时候，我也真

正理解了水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北
上》的剧中刻意强化了水的视听符号——
这种因“水”结缘的创作默契，本身就是对
运河文化最好的注解。

原著走进更多读者视野

对作品的精心雕琢，让观众渴望从原

著中探寻更多故事细节与情感内涵的欲望
更加强烈。影视改编的热度成功传导至图
书领域，使《北上》原著走进更多读者视
野，实现了影视与图书的良性互动。

参加活动的佟女士最近一头“扎”进
了电视剧《北上》中，“剧里那些场景和
人物，就像长在我心上，赶都赶不走。每
次看到花街的场景，我就忍不住琢磨，原
著里的花街究竟啥样？剧里运河的场景也
特别吸引人，船只往来，河边生活充满生
机。在小说里，作者是怎么描写运河的，
又是怎样展现运河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
响？”带着这些好奇，佟女士买了 《北
上》这本书。

“我太渴望从书里探寻那些藏在影视
细节背后的故事，去感受文字独特的魅
力，看看原著是如何构建出这个让我如此
着迷的世界的。”佟女士对《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说。

电视剧《北上》凭借精彩剧情、演员
出色的表演以及多平台播出的优势，吸引
了大量原著的潜在读者。徐则臣提到，电
视剧播出后，收到了许多来自不同领域
读者的反馈，他们因电视剧而走进小说
世界。

活动主持人泛泛说，《北上》从纸上
文字到荧屏故事的转变，不仅展现了京杭
大运河的魅力与精神，也为读者和观众带
来了深刻的思考与感动，那就是无论来自
何方，都能在《北上》的故事中找到自己
的影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大运河畔话《北上》，荧屏与书页的文化回响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中国电视艺术
委员会近日在京举办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
研讨会。业界人士研讨认为，该剧的热播既印
证了观众对亲情与家庭议题的深度关切，也
彰显了优质内容穿透代际壁垒的持久生命力。

电视剧 《180 天重启计划》 在湖南卫
视、芒果TV热播期间，凭借独特的双线叙
事手法、鲜明先锋的母女关系塑造以及细腻
深刻的价值表达，收获了观众认可。该剧由
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
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卫
视频道和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总
经理、副台长蔡怀军表示，该剧是温暖而有力
量、真实而有思考的现实主义力作，是湖南广
电在精品剧集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尝试。未来，
湖南广电将继续秉持青春、先锋、温暖的芒果
气质，以贴近观众和市场的内容为桥梁，讲好
中国家庭的故事，展现中国女性的风采。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长吕伟刚
表示，全剧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
的剧情设计和精良的制作，展现了主人公坚
韧不拔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浙江省文化
广电和旅游厅为该剧提供了全力扶持和帮
助，让观众同时看到了杭州这座拥有深厚历
史底蕴与迷人自然风光的城市。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编辑陈洁表示，
该剧打破了传统家庭剧的叙事模式，剧中聚
焦的社会话题具有现实意义。浙江广电集团
将紧扣“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
的创作导向，致力于打造思想深度与审美高
度兼备的影视精品。

业界人士认为，该剧是一部兼具社会洞
察与艺术创新的影视剧精品，其以“母女重启
人生”为精神内核，通过双时空叙事与母女交
替视角，实现了艺术表达与社会价值的深度
融合，是近年来家庭剧题材领域的优秀范例。

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
拓宽家庭题材创作边界

本报讯 （记者杨雯） 芒果TV自制国
际女性文化交流与音乐竞演综艺节目《乘风
2025》于3月21日开播。本季节目打破以往
棚内录制模式，首次将舞台搭建在户外，
将音乐竞演与地域文化结合，30 位女性嘉
宾走进不同的自然风光之境，共同开创耳目
一新的“乘风音乐节”。

行至第六季，《乘风》系列以不设限的
姿态不断突破。通过走向户外的独特体验，

《乘 风 2025》 鼓 励 所 有 女 性 “ 多 一 种 经
历”，以引吭高歌的姿态勇敢逐梦、实现自
我。以广袤缤纷的中华大地为依托，节目将
深入各地探究不同的自然生活方式，更深层
次地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挂钩，向大众提
供温情治愈的情绪价值，展现一场从女性关
怀到人文探索的华丽冒险。

《乘风2025》
打造户外音乐节

3月15日，浙江杭州，“高颜值书
店”钟书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阅读、学
习。书店超1000平方米的室内被设置
成不同区域，包括“白色森林阅读区”

“魔幻童话阅读区”等，采用镜面设计
的天花板使空间处在一系列对称和变幻
中，充满了绚丽色彩。

左冬辰/视觉中国

“高颜值书店”
汇聚阅读热情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李婧璇） 近
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扬兮镇
诗篇》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现场，作
家、编剧、《扬兮镇诗篇》作者许言午与参
会专家共同探讨了文学的本真与美，剖析小
说中展现的温良人性，并就人工智能时代文
学作品如何进一步阅读推广展开讨论。

《扬兮镇诗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江南小镇，以一对青年的成长故事为
中心铺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张莉认为，《扬兮镇诗篇》描写的是“日常的生
活，素朴的美”，表现出对人际关系的提纯性
理解。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处长、副研究
员李壮认为，该书以朴素的方式写出了感伤
的故事，给人春风化雨的舒适感。天津大学人
文艺术学院副教授韩旭东表示，他在阅读该
书时更注重文本里的“风”，包括小说里提到
的风土、风物、风情、风气，书中人物的行动、
情感与整体环境之间构成了美学上的和谐。

《扬兮镇诗篇》
展现人性温良

3月16日，“大运河畔话《北上》”主题活动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 主办方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