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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上链接！”网络时代，直播带货风行。眼下，图书与直播间也似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专业主播，作家、图书编辑也可以现身直播间，有效互动，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此外，有媒体报道，

有不少作家通过短视频，在购物直播平台推荐自己的书或为其他书带货。
什么样的图书“直播带货”才能“破圈”？哪些直播内容可以有效吸引读者？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多位业内人士以及读者。

直播带货风行之下，
什么样的书才能“破圈”？

质量是一个“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的出版主题。十九大、二十大报告
提出建设质量强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加快
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
强国建设纲要》，为质量强国建设确立
了更加具体的阶段目标。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
《质量简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策划出版。该书以制造业发展为背
景，梳理现代质量理念的变迁路径，不
仅梳理经典质量理论，还穿插对质量
管理、计量体系、企业生产等现代工业
主题的阐发，是第一本系统梳理质量
理论发展史的科普著作。质量理论是
工业思维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为
质量书写“简史”，也为当下制造业发
展提供了重要镜鉴。

日前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
该书作者、产业观察家林雪萍与质量
专家韩俊仙结合各自的质量研究与实
践工作，为读者分享了对书中内容的
感受。

林雪萍拥有多年的产业观察经
验。在他看来，当下中国质量面对的
主要还是以往遗留下的问题；但随着
时代进步，质量管理在数据统计、数字
化等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用“新工
具”应对“老问题”，关键在于提升领导
者乃至全民的质量意识。

他在书中提到，质量是有国家特
色的，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国情，
无法照搬理论。中国早已是制造大
国，全球的大量工厂基地都在中
国。而质量理论向来诞生于热闹的
机器所在地。下一个重要的质量理论
突破，应该会来自机器数据的使用。
由此，中国应该是一个极具潜力的
工业市场。

资深质量专家韩俊仙有丰富的质
量管理一线经验。她认为，质量工作
者应该善于利用智能化手段整合资
源，打造科学模型，攻克可靠性等质量
难题，让中国质量再上新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质量简史》作为
一本中文原创著作，为中国学者和企
业在质量界的足迹留下了笔墨。尽管
质量领域中已有不少经典著作，但大
部分是外文作品，对中国当时一批走
在前沿的“质量人”及其实践记载并不
充分。因此，本书也期待为中国质量
界抛出引子，呼唤用自己的语言讲述
中国自己的质量故事。

据中新网

从“大国制造”到“大国质造”：

书写中国人自己的
“质量简史”

直播拉近了书与读者的距离，但进入直播间的图
书，并不一定都能引起读者关注。

有效的图书直播带货，整场直播往往拥有真诚、
干货满满的内容。有媒体提到，在介绍《额尔古纳河
右岸》时，“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认真分享自己的阅
读感受，打动了不少网友。

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表示：“我们深耕自有新
媒体矩阵建设，并在去年初成立新媒体营销运营中
心，打破宣发壁垒，努力实现图书出版宣传销售闭环，

减少了内容触达读者的中间环节。”
“新媒体为出版社提供了直接面向读者的更多可

能。”她说，懂书且善于表达的主播把书的核心与精
华，以及读者可能最需要的点提炼出来，在面对面的
沟通中与读者及时互动，精准有效实现内容价值。”

另外，对主播而言，如何精准把握一本书的内涵
和附加价值，并找准它与读者实际需要的契合点，非
常考验文化功底。

“同样都是图书的直播带货，我更愿意围观有文
化且接地气的直播间，能从中了解到这本书本身的文
化价值，也想知道它对我有什么实际帮助。”有读者如
是说。

“有文化”的图书直播带货

在日前举行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直播
间并不鲜见。也有人认为，线上直播是本届图书订货
会的一大亮点。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不少出版社都有直播活动，
订货会现场的直播间里，也有主播在声情并茂地推荐
图书，为网友讲解内容。

据媒体报道，此次订货会首次开通了“社长荐书”

直播间，邀请各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专家学者走进
直播间荐书。

“很早之前，有些出版社就开始做直播了，但类型
不太一样。”有读者对记者说，其中，一部分直播就是
单纯地对讲座、对谈等文学活动进行直播，也有一些
是直播带货，也就是卖书。

她说，自己也会在网上的直播间买书，每次看直
播，最想了解的是图书内容、文学内涵，如果是童书，
那么想知道能对孩子有什么益处，适读年龄等等，也
能淘到好书。

成为亮点的线上直播

直播、短视频等网络时代流行的推介渠道，让优
质图书更容易出圈。《2022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
告》中的多项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从四个渠道零售市场中动销图书的上市时
间来看，短视频电商中2022年上市新书无论是品种
占比还是码洋占比，均高于其他渠道。

上述报告提到，短视频渠道已经成为新书重要的
宣发渠道，从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前100名非主题出版
类新书的销量分布来看，有43种新书在短视频电商
的销量占比超过50%。

2022年虚构类销量前100名图书的作家中，有多
位曾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及俞敏洪的“老俞闲话”短
视频栏目，包括阿来、麦家、梁晓声等，相应地也带动
这些作家图书的热销。

北京开卷研究咨询部经理冯小慧表示，同时，可
以看到一些新的文学作品通过头部主播的推荐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在岁月中远行》《命运》等等。

在日前举行第六届阅读X论坛上，冯小慧曾分析，
就营销方式而言，从早年的纸质书上架，到后来的图文
网页上架，再到短视频方式，进一步拉进了和读者之间
的距离。“说到短视频，其实大家都会提到直播带货，回
溯过往，其中的一匹黑马就是东方甄选，我们可以从数
据中看到去年这样一个‘头部直播’的影响力。”她说。

直播带货 好书“出圈”

有人认为，直播间是好书与读者相遇的平台，图
书想要通过直播带货破圈，必须有优质内容。但也有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直播带货的风潮，要保持清醒。

对图书销售渠道而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
永清看来，不管是直播带货还是短视频，都是手段和
过程。科技在不断进步，它们不会是终极形式，很可
能也还会有新的变化。

“出版业要用好这些工具，同时要有理性的认识
和判断，就是说，我们在生产精神产品，不能让手段和

形式带着走，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定力。”他表示。
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图书具有不同于其他商

品的特性，甚至有些时候，它们的形式本身就是“内
容”，能够吸引读者。

臧永清举例，“比如我们社做四大名著，《红楼梦》
有大字本，也有精装书，可以收藏。下一步还要做线
装书。也就是关注读者需求，用形式促进产生新的内
容。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好。”

某种意义上，直播带货其实是双向的。正如冯小
慧所说，我们有头部主播这样的外部资源，同时也有
对内容价值的坚持，有优质作品在手，最后才可能达
成一个理想的效果。 据中新网

对优质“内容”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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