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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浙文社）以《剑来》的衍生作品《剑来·笼中雀》为核心，为推进大众出版融合发展提供了具有进化意义的

出版案例。这一案例成功将一本图书的出版营销，升格为一个用户参与、跨界联动、深度共鸣的出版盛事。上市首月实现26万册、2200万

码洋的销售成绩，3万册直播秒罄，霸榜抖音图书TOP1。复盘穿透地看，这一案例的核心密码在于以“事件思维”统领全局，通过顶级IP

的价值深挖、全产业链的协同共振、全域营销的场景裂变，最终将单纯的出书卖书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以事件思维推动网文头部IP全链路开发、全域营销
——以《剑来·笼中雀》为例

□张可

《剑来·笼中雀》的初步成功，其深
远意义在于验证并确立了一种有效的出
版融合方式，为行业提供了从“卖产
品”到“造事件”的系统性方法论，并
推动了产业生态的构建。

1.从渠道为王到用户运营与生态构
建。浙文社自 2021 年起正式成建制步
入短视频直播新媒体平台，运营经历
从刚开始的分销挂链接到进货和包
销，再到现在的定制、合作出版和打
造本版流量品，始终在顺应书业发展
趋势寻求转型。从“渠道分销”转向

“用户运营”，浙文社通过自播体系直
接触达读者，构建了包含内容生产、
用户运营、场景营销的完整价值链。
值得一提的是，浙文社建立的“1+N”
自播矩阵已形成规模效应，自营品种年
销售占比超50%，为社内产品销售提供
助力。同时，浙文社抖音账号月均直播
超 30 场、发布视频超 100 条，累计
GMV 达 2 亿元，常年居出版行业前三
名，不断创造行业改革创新案例，在全
国各地交流建设经验。在此过程中，
我们从用户画像分析、达人筛选匹配
到投放策略优化 （如根据内容类型和
转化数据动态调整预算，避免无效投
放），数据成为事件策划与执行的核心
决策依据。正因为此，编辑、新媒
体、营销发行深度协同，以用户需求
（特别是核心粉丝的情感需求） 为原点
设计产品和营销内容，并通过可控数

据渠道实现高效触达，初步构建了
“内容洞察—产品设计—用户直达”的
产销闭环。

2.从单一变现到多维价值创造与
生态延伸。实现了“文本精品化—衍生
非遗化—营销场景化”的路径固化。

《剑来》IP的开发实践为网文IP运营提
供了典型样本。烽火戏诸侯深度参与非
遗产品研发，确保文化内核的高度契
合，超越了简单的授权关系。其带给
行业的启示是，文学出版的合作本质
是双向增值，要致力于文化符号的共
创。这一案例的成功，推动 IP 开发向
更广阔的领域拓展 （如正在推进中与
龙泉青瓷的合作），探索“出版+非遗+
文旅+数字内容”的跨界融合模式，目
标是实现“一套好书 （出版实物）、一
件好物 （非遗文创）、一次旅行 （文旅

体验）”的生态打造，做成出版机构角
色从内容提供商升级为文化生态构建者
的案例。

3.从跨界融合的自我转型到出版融
合天然属性的价值回归。这一案例证
明，通过 IP 深度运营和跨界融合，出
版机构可以突破“纸质书销售”的单一
想象，在文创、文旅、数字衍生等领域
开辟多元收入来源，打破盈利模式单一
性。同时也说明，未来出版业的竞争
力，将取决于整合文化资源、运营 IP
生态、策划执行大型文化消费事件的能
力。出版物不再仅是知识的容器，而成
为连接情感价值、文化认同与现代消费
体验的核心枢纽。非遗的融入，让网络
文学接续了千年文脉。全域营销的布
局，让实体书进化为可收藏、可互动、
可沉浸的文化消费符号。《剑来·笼中

雀》展示了出版机构在这一新生态中的
作用——连接优质内容、传统文化、现
代消费与广大用户。

《剑来·笼中雀》 的“爆款密码”，
核心在于以“事件思维”为统领，将顶
级 IP 的文化势能，通过全产业链的深
度开发与全域营销的裂变传播，精准转
化为一场席卷目标用户、破圈传播，并
有效探索行业转型的文化消费事件。这
不仅是一本书的胜利，更标志着出版社
在数字经济时代，找到了以文化价值撬
动增长、重塑行业生态的新路径。正如

《剑来》中“笼中雀”的隐喻——人心
的牢笼需以文化之力破局。出版业的突
围，同样需要打破“纸质书”的物理与
思维局限，拥抱“价值创造”与“事件
运营”的无限可能。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三、以点带面推动行业价值的有益探索

“出版事件”的核心在于广泛传播
与深度参与。浙文社为 《剑来·笼中
雀》构建了一套以“用户为中心”、以

“直播为枢纽”、以“情感共振为纽带”
的全域营销引擎，将发售过程本身变成
了一个高潮迭起、用户围观的事件。

1.以直播矩阵构建事件传播策源
地。以浙文社官方自播账号为核心，联
动浙江新华、博库、文轩三大图书中盘
巨头，24 小时不间断接力直播，营造
不间断的狂欢氛围，构建覆盖抖音的
百万级直播流量池。这是这一成功案
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多家直播间同
时登上抖音书籍榜前三位，创造了书
业佳话。浙江新华“千人主播”计划
以《剑来·笼中雀》为标杆案例，发动

“新华铁军”人海战术，多地书店直播
间销量创新高，形成了创新复制效
应。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直播不仅
是销售渠道，更是事件传播的实时舞
台和流量放大器，必须更全面地重视
对直播的运用。

2.靠沉浸式内容营销赋予事件情感
与故事。一是“刘羡阳大婚”事件植
入。编辑团队在产品设计时，采纳了新

媒体部门的建议，将《剑来》网络连载
的最新情节“刘羡阳大婚”融入产品，
设计了“刘羡阳大婚喜帖”作为限定版
赠品，以“邀请道友赴宴”的交互理
念，瞬间点燃粉丝情感，将购买行为转
化为参与 IP 宇宙重要事件的仪式感。
二是注重节点营销，打造文化节日。直
播间巧妙关联了“小满—夏至”发售期
内的端午节点，借助书中端午是主角陈
平安生辰、刘羡阳大婚的内容设定，打
造端午营销事件。端午当日正值杭州武
林921数字文化产业园举办中国国际动
漫节分会场第一天，主播在园区内化身
书中人气角色“宁姚”、动画主创惊喜
空降直播间，将销售转化为沉浸式文化
体验，赋予 IP 更广泛的社会化属性。
三是靠“人”融合出版物制作和销售场
景。《剑来·笼中雀》的责任编辑从幕后
走到台前，从生产端来到销售端，在端
午、夏至等重要销售节点走进直播间，
深度参与长时段直播，专业解读文本内
核与设计理念，直接触达用户需求，回
应用户关切，极大地激发了粉丝的情感
认同。同时，我们敏锐地捕捉到发售期
间，烽火戏诸侯在浙江财经大学举办讲

座的信息，主动策划、制作、传播了有
关作者首次回应 《剑来·笼中雀》 内
容、地位、成名等诸多热点话题的短
视频，在本次事件传播中起到了强化
事件权威性与吸引力的作用，建立了
浙文社短视频账号与用户的深度信任
与共鸣。

3.营造私域裂变与KOC生态，构
建事件传播的毛细血管。一是专门账号
的建立。2023 年，浙文社在运营抖音
主账号的同时，成功裂变出《剑来》垂
类账号“浙江文艺出版社落魄山分社”

（源自书中地名“落魄山”），希望通过
老带新的方式形成一种社内品类的账
号矩阵联动，从而实现垂和广的兼
顾，与主账号形成“1+N”矩阵 （1个
主账号+多个垂类账号），精准覆盖核
心粉丝。二是深度社群的运营。依托

《剑来》IP的庞大粉丝基础，通过矩阵
账号+官方渠道+核心读者社群共同推
进，搭建了 15 个以上垂直粉丝群，覆
盖近万名高活跃度用户。新媒体团队
通过粉丝群定期互动，提前曝光图书
亮点、独家福利 （限量周边、签名
版） 和深度互动，持续激发期待感，
引导用户自发传播，形成裂变基础。
三是有效博主的广泛链接。新媒体与
营销编辑紧密配合，利用数据分析筛
选高匹配度博主，在原有近百位 《剑
来》 带货博主的基础上再次实现突
破，覆盖解读类 （深度解析IP）、二创
类 （同人创作）、衍生推荐类等多类型
达人。例如，演绎类博主“高宫望”
通过创意短视频单条带货近万套。精
细化运营垂类内容，解读视频剪辑精
良，投流策略根据达人类型和数据反
馈动态调整，避免盲目投放，实现高
效“种草”与转化。

可以说，通过这一案例，我们探索
了社群预热蓄水—直播/短视频引爆—
回流社群二次传播与沉淀—达人再度助
力的传播模型，形成流量闭环，为事件
持续提供有效动能。

二、探索全域营销裂变，构建流量—销量—声量体系

浙文社对《剑来·笼中雀》的定位，绝
非简单的衍生品销售，而是将其视为一个

“引爆点”，目标是打造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力、深度用户参与感的“出版事件”。这
不是异想天开和痴人说梦，而是基于我们对

《剑来》IP本身的价值有深度的认知。
1.洞察 IP 核心价值。一是内容基石

好。《剑来》是网络大神烽火戏诸侯创作的
长篇古典仙侠小说，是其继《雪中悍刀行》
后最具才情的全新力作。小说以宏伟的叙
事、宏大的架构、宏富的想象力，讲述了一
个平凡少年陈平安因缘际会之下走上修行之
路，虽然经受了重重考验，但仍一直坚守善
良初心，不断成长，最终成为绝顶剑侠的故
事。同时，《剑来》总字数超1200万字，纵
横中文网点击超3.4亿次，喜马拉雅有声书
播放超31亿次，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深厚的
儒释道文化底蕴，让文本具有时代性和历史
性，有了很好的言说基础。这为其衍生开发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二是粉丝黏性强。
千万级忠实读者（“道友”）多年追更，形
成了高活跃度、高情感投入、强社群属性的
粉丝基础。他们是事件传播与参与的重要力
量。三是文化基因厚。作品本身蕴含的“文
脉剑气”“赤子之心”“传统伦理”等元素，
使其天然具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
的可能性，为事件传播注入文化高度，能有
效切中当下互联网传播的规律。

2.构建“事件”驱动型 IP开发矩阵。
基于上述洞察，浙文社摒弃了传统的“出
书—卖书”模式，构建了一套服务于“事件
打法”的IP开发体系。一是精品化的有效沉
淀。自2020 年起系统推出 《剑来》 实体书
（七辑49册，累计发行400万册，码洋超2亿
元），确保了 IP 实体化的高品质与市场基
础，为后续事件提供信任初始链条。二是

“网文IP+非遗IP”的有效探索。一方面，与
非遗名品深度联名，如朱炳仁·铜（养剑葫·
姜壶）、王星记 （“遇事不决，可问春风”
春风扇）、方回春堂 （陈平安生辰香囊）
等；另一方面，立足双向赋能，产品设计紧
扣原著情节与文化符号（如齐静春“天下迎
春”印），非遗技艺为IP注入厚重感，IP为
非遗带来年轻流量与创新表达。职是之故，

“事件”才能深入地嵌入文化传承语境，具
有强大的表达场。三是差异化版本的有意开
发。早在《剑来》动画播出之前，编辑团队
在得知动画第一季的剧情正好对应原著小说
的第一卷“笼中雀”时，便主动策划推出与
动画紧密联动的《剑来》纪念版《剑来·笼
中雀》。2024年8月，《剑来》动画于腾讯视
频独播，播出期间热度持续走高，收官当日
登上腾讯动漫热搜榜首位，获得9.4分评分
和超过300万条用户点评。“剑来动画”抖
音话题播放量超过13亿次，微博超话阅读
量接近8000万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经典IP
在动画领域的非凡魅力与观众认可。我们加
快了推出纪念版 《剑来·笼中雀》 的进度。
打破原有单行本的分册，重拾网络连载版中

“卷”的体例，对文本进行深度内容重构，
利用动画授权素材，在艺术装帧与版式创新
上下功夫，开发趣味赠品，将其升格为收藏
级的文化产品。这个策划创意也得到了作者
的认可，在与动画方谈妥授权合作后，《笼
中雀》便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

一、基于对IP价值的深度
理解，锚定“事件”目标

《剑来·笼中雀》核心营销数据

营销渠道

出版社自播

浙江新华

文轩

KOC矩阵

营销动作

编辑解读+角色COS

千人主播联盟

定制化专场

垂直内容“种草”

销量贡献

6万套

2万套

2.6万套

2.4万套

用户互动

直播间峰值3000人

线下互动打卡

地域粉丝覆盖

千万视频播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