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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无锡市图书馆部分恢复开馆，复开当日即
接待读者1060人次，流通图书4629册次。闭馆这52
天，虽然把一些爱看纸质书的人憋坏了，但同时，也让
大家好好享受了一番移动阅读服务的便捷。在云端，
有海量的图书、报纸、期刊资源，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
和视频公开课，让我们随时随地享受“云阅读”。

要不是因为疫情期间不方便借书、买书，网友鲁
西西也不会考虑看电子书，理由是“伤眼睛，看屏幕
没感觉。”但这两个月，她没少在手机上看书，通勤路
上，午休时分，每天至少看一两个小时。“主要是方
便，扫二维码就能免费看。”朱自清的《欧游杂记》、王
统照的《欧游散记》、朱湘的《江行的晨暮》、胡华强的
《母亲是棵乡下的树》……这些散文集都是鲁西西最
近看的。虽然还不能四处游走，但漫步云端，跟随作
家的笔，也能抵达向往之处。

受益于“云阅读”的还有孩子们。每晚临睡前，
青青都是在妈妈的故事声中进入梦乡的。家里的绘
本都讲过了，好在锡图微信号上定期有荐书：《大狗
医生》《微生物：看不见的魔术师》《勇气》……都是图
书馆在非常时期给孩子们推荐的好书。青青妈妈
说，平时选书最头疼，手机上的这些绘本女儿特别喜
欢，白天还吵着要再看一遍，而书中传递的讲卫生、
如何面对和战胜困难等内容也令人受益匪浅。

“我们俩的概念里，电子书和纸质书两者是互补
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喜欢阅读，至于形式和介质，不
必那么固执，什么时候方便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宅家的日子里，晓辉经常窝在沙发上看电子书，他的
妻子则喜欢边做家务边听书，夫妻俩充分享受着“云
阅读”带来的快乐。的确，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
卷”、从读书到听书，“云阅读”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
在精神世界里沉潜往复、滋养心灵、开阔境界。

当认清阅读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进入精神世
界，便不会再去纠结是用哪种方式将我们带入了这
一世界。“云时代”带来的“云生活”中，一定不能少了

“云阅读”。有学者说，幼时读诗，不懂什么是“月落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5G时代可以用声音
图像为诗句作注；青年读史，不解为何“上党从来天
下脊”，通过3D电子地图，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得以
立体呈现。不可否认，“云阅读”让我们更加真切地
感知书中乾坤、世间万象。或许疫情过后，很多人会
迷恋上指掌之间的“云阅读”，这是在拓宽精神世界
的入口，多一种方式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良伴。

（张月）

随时随地享受“云阅读”

“线上直播的呈现方式，我们只用了短短几天时
间就确定了细节。看似麻烦的技术问题一点点解
决，它让云端看展变得顺理成章。”无锡博物院的相
关负责人说。用脱口秀的方式介绍文物背后的故
事、科普文物修复……众多博物馆在“云端”探索有
趣有益的呈现形式，寻找更多与大家“见面”的机
会。有网友调侃，这是“真正的自由行”。“游客在线
下游览时只能听讲解，但在直播间里，他们可以随时

‘插话’，各种‘神弹幕’层出不穷。”博物院的讲解员，
在两次“云直播”后，已经收获了不少粉丝。

“原本假期前后准备了多场线下活动，活动取消
后我们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线上云课堂和直播上，
效果很好。”做手工皮具的“一本正经”大卫谨制工作
室的负责人谢旭伟告诉记者，以往线下活动，最多不
过二、三十人参加，但线上手作直播突破了地域空间
的限制，每场活动都有超过万人在线收看。“在和手
作迷的互动中，我获得了不少灵感”，谢旭伟说。

科技创新已经渗透到了与文化相关的设计、生
产、消费、传播的各个环节和层次。文化产业的价值
链和供需链正在被改变。由于线上参观最大程度降
低了对文物的损害，很多国宝真品都能无压力地展
示在千万人面前。前不久“云观展”期间，甘肃省博
物馆特意拿出了此前极少亮相的铜奔马“马踏飞燕”
真品，让大家一饱眼福。敦煌研究院采用科普的方
式，由牛玉生在现场直播壁画临摹的方法，揭秘壁画
绘制过程，展现了游客日常看不到的情景。

云端音乐节也令不少音乐人尝鲜了新模式，“云
端演出有一定的生命力，因为用户的文化娱乐消费
习惯、在线观看习惯已经养成。未来的玩法肯定也
会越来越多样，例如利用可穿戴设备等，使体验感、
参与感、代入感、真实感进一步提升。

不仅是文化供应方式在改变，文化产品的形态
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前段时间，故宫的一款名
为《谜宫》的解密书销量猛增。手工线装《图鉴》，翻
开即可看到关于紫禁城零零碎碎的图片和文字信
息，如宫殿介绍、诗词、建筑元素图样等。在下载
App之后，利用这些工具冲过层层关卡，破解故宫
秘密。一本书加一款App，结合传统的历史记忆，
成为一份沉浸体验式的文创新品。

5G的普及使用，必然使智能化为文旅行业赋
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书画艺术品进行真伪鉴别，为
艺术品的传播、收藏、交易保驾护航；利用电脑科技
等技术营造出特有的视觉、听觉和效果的冲击力，提
升和丰富人们对影视产品的感受和体验……科技的
跨越式发展给文化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载体。可
以预计的是，当科技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核
心支撑，融合的程度也就决定了文化产业升级转型
的速度与质量。 （韩玲）

云端文创新品被开发

一位视频博主近日在微博上以“调侃”姿态发
布了一张空白的“3月观影指南”，引得一波网友留
言叹息，也让沉默已久的无锡多个观影粉丝群开
始热闹了起来。“你有多久没进过电影院了”“还记
得上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电影院开了你最想看
哪一部电影”……无锡的电影爱好者们开始想念
围坐观影的感觉，“云观影”也算在一定程度上做
出了弥补。

在线下娱乐需求收缩之时，线上娱乐成为流行
的新方式，从“云录制”“云演出”到“云蹦迪”，一切
皆可“云”，就连电影院也被“搬”到了线上。所谓

“云观影”，即影迷们在线上同步看电影，可以针对
某一段剧情随时发表评论和感受，这些活动中往
往会有嘉宾或主创对影片进行评论解说，与影迷
互动。有的“云观影”活动还全程模拟影院观影流
程，在线选座、检票入场、放映员放映、映后交流，
让观众收获满满的观影仪式感。无锡市电影放映
协会会长陆志强表示，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云
观影”最大的优势在于分享与共鸣：如一场线上影
迷交流会，资深影迷朋友们边看边聊，诉说着自己
宅家又重温了哪些经典剧目，对电影有些什么感
悟，而自己又如何来解读此片。

无锡百丽宫影城陈薇表示，“云观影”其实曾
经有过，而最近“云观影”的模式除了是无法线下
观影的无奈选择之外，也填补了市民对电影的精
神需求，显得十分温暖。无锡百丽宫之前每隔一
段时间就组织无锡电影爱好者的小型聚会，分享
观影感悟，如今无法组织聚会，“云观影”的模式在
互动上能带来更大空间。影迷通过评论弹幕表达
自己的独到观点，还有专业影评人解说、提供专业
干货，是对观影活动的有效补充。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线上观影直播暂时无
法代替线下路演。“路演主要演给谁看？粉丝啊！”
追星女孩们永远都不会放过电影路演时，与心中
偶像近距离的机会。对于粉丝来说，面对面交流
带来的直接效率和情感介入是线上难以体会的。
在不少人看来，“云观影”的实时互动评论和“弹
幕”大同小异。李小姐是资深电影迷，职业是自由
撰稿人。2014年电影《小时代3》上映时，她直接
跑到北京去看弹幕专场，那时候只是图新鲜。无
锡和平电影院负责人严达明直言，在中国电影工
业还未全面完成的情况下，“云观影”的普及为时
尚早，毕竟影院是大制作电影回收成本比较可靠
的渠道和保障。

（璎珞）

开启观影互动新体验

线上线下格局
是否将被重构？

当宅家开启，线下实体消费人流被阻
断，线上成为生产方重要的渠道。在文化领
域，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利益博弈被瞬间放
大。从贺岁档的《囧妈》开始，这样的讨论就
没有停止，院线首映的模式是否会被打破？
实体书店是不是还得向线上销售倾斜？网
络文学、网游的发展新机遇是否已经到来？
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先说影院，七部电影春节撤档的第二
天，徐峥自导自演的《囧妈》以6.3亿元卖给
了字节跳动，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播放。一
时间，电影行业炸开了锅。业内人士对事件
的分析是：目前电影行业独特的票房分账模
式，一部影片的总票房至少有一半要分给影
院，剩余部分再分给出品方、发行方、纳税
等。电影不上大屏幕直接转给视频平台，制
片方自救的同时切断了影院的收入来源。
一方面是在影视寒冬中苦苦挣扎一年余的
制作公司遇到撤档，另一方面是亟需扩充内
容库的视频平台需求旺盛。

在线上平台冲破惯性的不仅仅是影视
业。钟书阁的一场“无人店”直播也开启了
实体书店的另一种可能。虽然实体书店能
否在直播中获得实体销售的转化不得而知，
但无疑通过在无可奈何中寻找解决方案而
获得了创新。数据显示，游戏、远程办公、在
线教育、直播等行业也成了新的增长点。

很多创新方式都是面对疫情无可奈何
的选择，能否成长为成熟的模式还有待时间
的验证，但越是遭遇重创的地方，越有机会
和可能出现更多的创新模式和解决方案。

（哲肖）

观点

文艺行业的传统传播方式，就是“线下消费
型”。疫情时期，大量文化活动“走上云端”。这种看
似无奈的应急之举，其实是文化和技术相互融合的
结果，它让习惯于线下看演出、看展览、看电影的观
众，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景区有序开放了，酒店民宿复工了，旅行社也
开始接省内游业务了，国内旅游在春暖花开的日子
里正慢慢复苏起来。但回想起疫情发生以来那些

“宅家”的日子，对于大部分爱旅游的人来说，“云
旅游”恐怕是不出门也能赏风景的最佳选择。来自
旅游企业的数据显示，疫情之下，“云旅游”正在成
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看展、赏景的新途径。

疫情期间，记者发现，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
愿望，旅游企业纷纷上线了免费开放的“云旅游”
专题。有的上线了“宅家玩转博物馆”活动；有的
推出了“方舟联盟”，用 VR 及高清视频展示各
旅游目的地；有的推出了“宅家云旅游”专题，接
入了语音导览等景区优质内容并向用户免费提
供。数据显示，宅家期间，人们在线看旅游图文、
目的地攻略、旅行直播等内容的时间不断延长。
与此同时，一周多次“云旅游”的用户比重也越来
越高。

无锡各大景区在疫情期间虽然大门紧闭，但都
及时上线了虚拟景区，让“春色满园关不住”。其
中，惠山古镇景区公众号年初一就发了条“新春宅
在家，手机逛园林”的推送，通过“360度全景”VR
地图，市民可以全方位欣赏到古镇的风景。景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在线视频及虚拟现实技术，让
消费者在家也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旅生活，这是
自疫情暴发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倡导的，让人们
在家也能美景享不停。

随着锡城繁花盛开，今年的“赏花季”与网络有
了更亲密的接触，景区纷纷通过“云直播”“云开
幕”，第一时间把美景带给市民游客。无锡梅园举
办的“2020云赏花直播特别行动”，在一个半小时
内吸引人气超10万人次。蠡园在抖音平台直播划
帆船、乘快艇在水上看桃花，把江南园林之美传播
到了更远的地方。鼋头渚樱花季今年首次尝试“云
开幕”，通过内外联动、多点呈现，用镜头带领大家
走进这片希望的花林。“真是太美了，仿佛身临其
境”“太好了，还能在手机上用眼睛过把瘾呢”“下
次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打卡”的市民游客不

断留言、点赞。
采访中，景区及线上旅游企业的几

位负责人表示，从浏览“种草”到互动直
播，“云旅游”正逐渐成为年轻人青睐的
娱乐方式，也成了旅游供给侧结构改革
的突破口。疫情过后，“云旅游”内容共
创将是新消费需求孕育的新机遇。

（陈菁菁）

“云旅游”颇受年轻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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