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版
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 罗利 E-mail:aqwbss@126.com文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里藏着万事
万物运转的规律，要怎样读历史，才能为我所用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点古人读历史的经验……”90后
女孩都靓坐在镜头前，向读者介绍《二十四史》。像
这样的视频，她已经拍摄了900多条。她说：“我想
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打开这本书的可能。”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少人像都靓一样，通过
短视频、图文的形式，向观众介绍自己读过的书籍，
网友将他们称为“读书博主”。

刷读书类短视频成潮流，网上冲浪也能开卷有益

全网4000万粉丝的读书博主
做对了什么？

在湖北一所大学读研的赵耀
自2022年起就开始关注小红书上
的读书博主。赵耀告诉记者，平
台上不乏深耕内容的优质博主，
但他也发现，有很多博主的文风
是同质化的，连晒出的图片中书
本摆放方式都差不多。来自江苏
的网友“小舟”也向记者反映，
有些读书博主要么蜻蜓点水，要
么摘抄书里的几段话，“根本不
是真正阅读后的心得体会。”

另外，记者调查发现，为了
保持曝光率和变现能力，读书博
主们不免受到网络平台推荐逻辑
的影响，利用夸张的标题吸引流

量，但点开后发现并无实质内容。
针对读书博主的创作问题与

推书乱象，都靓认为，如果只为
了追逐流量而套路化创作，没有
扎下根来的内容创作能力，将很
难持久生存。

魏鹏举表示，读书博主应持
续打造更专业、更有人文关怀、
更具内涵品质的阅读内容。随着
受众整体素养和水平的提高，专
业的读书博主才会成为大众追捧

欢迎的对象。
同时，平台的管理也相当重

要。魏鹏举认为，不能一味地
将流量作为衡量博主好坏的标
准。对于一些博流量、追热点的
庸俗题材内容，平台应加强管
控，防止其带来负面影响；对于
一些存在不良导向、甚至带有欺
诈性商业导向的内容，平台也应
加强审查。

如今，人们到底应如何阅

读？有网友评论：读书博主把一
本书的内容用两三分钟提炼输
出，受众已无须再读。对此，牛
唯术有不同的见解，“这是一种
没太多营养的速食，类似于去背
一篇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但仍
未把内容理解透彻。”

魏鹏举表示，读书博主之于
受众，应当是良师益友的关系。
他认为，通过观看读书博主的讲
解，受众可以获得阅读的引导，
这是书友交流的一种模式。“读
者仍需沉下心来看原著，实现真
正的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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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流量和质量

“我希望输出的内容是有知
识含量的，是能够给观众慰藉
的。”都靓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拍摄对于她和团队来说已经很熟
练，作为读书博主，他们大部分时
间不是花在短视频制作上，而是
花在文案内容的创作上。

秉持着这种理念，“都靓读
书”爆款频出。如今，都靓在各社
交平台上的粉丝总量已超 4000
万，推广好书400余册，短视频全
网播放量超50亿，带动图书销售
200余万册。

都靓介绍，其账号的内容构
成中，一部分是新书的推介，“我

们和出版社达成了良好合作，有
新书出版后，我们会做好筛选后
分享给大家。”另一部分关注更广
阔的文化领域，比如会分享一些
传统文化知识。此外，自去年起，
都靓团队还启动了一个“非虚构
计划”——《世界的角落》微型纪
录片。都靓说，他们想告诉大家，
多体悟真实的生活，才能更好地
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

“我们几乎不追热点，而是仔

细耕耘自己脚下的这一片土地，
使劲把一个小小的事情做好。”都
靓告诉记者。

仔细耕耘自己的土地，也是“小
老板”牛唯术做读书博主的初心。

今年45岁的牛唯术在辽宁沈
阳做建材生意。聊起建材，镜头
前的他滔滔不绝，但聊起读书，他
却紧张起来：“每一个视频的文稿
我都会写一两个月，有时候连一
个标点符号都要改好几次。”

“读书牛掌柜”是牛唯术在抖
音上打理的读书账号，账号介绍
上写着“爱地板，更爱读书”。82
条作品、2.8万粉丝、13.1万获赞，
虽数据不高，但牛唯术觉得也足
够了：“我有自己的观众，他们都
叫我‘牛掌柜’。”

“我读书比较慢，读得比较
细。”牛唯术给记者展示了自己桌
上的稿纸，有5厘米厚，全是他写的
短视频文稿，“这还只是其中一部
分”。牛唯术的大多数短视频都与

《孙子兵法》有关，“《孙子兵法》已被
多次解读，但结合中小企业主具体
商业情境做的分析，却是少数。”

“仔细耕耘自己的土地”

2019 年，短视频风头正劲，
都靓开始面对镜头读书，“我觉
得我们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是读
书搭载上了短视频这种介质，
才让我们被更多人看到。”2020
年，牛唯术在抖音平台开设读
书账号，他也认为，是互联网
为读书博主提供了“出圈”的
机会。

为何短视频推书如此受观众
喜爱？“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
不 爱 看 书 ， 而 是 不 了 解 这 本
书。”都靓分析，相较于传统线

下图书营销模式，读书博主能在
一两分钟内，鲜活生动地传递书
籍的核心亮点与价值观，让读者
快速产生情感共鸣。

“这本经典著作问世百年，
依然有无数人追捧，可以帮你找
到成长的答案。”去年，都靓在
镜头前向观众分享朱光潜的著作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播放量达

600 万，带动全网约 3 万册图书
销售。都靓很庆幸，在她和团队
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对读书
产生了兴趣。“通过我的分享，
诗书与更多人相遇了。”都靓说。

牛唯术也有同样的感受，他
的粉丝中有不少是中小企业主，

“他们很多人期待从书中获得与
经营相关的知识。”牛唯术说，

通过自己深入浅出的讲解，带动
同频的人一起多读书，“很有成
就感”。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
究院院长魏鹏举在接受 《工人
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读书
博主热”反映出近年来社会阅
读风气在不断改善。他认为，
读书博主为观众呈现了一种独
特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博主与
观众围绕书籍进行交流，这是
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发展的重
要表现。

热潮背后是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