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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收获》一晚销售一两千万元

文学拥抱直播，无爆款不“破圈”

记者 张向阳

直播间创造销量“新高峰”

不久前，著名作家余华、苏童与《收获》
杂志主编程永新三位老友聚首董宇辉的“与
辉同行”直播间。他们谈笑风生，相谈甚欢。

“文坛段子手”余华和苏童幽默的对白成为
全场焦点。网友纷纷留言：看余华和苏童斗
嘴，给我笑麻了……这场直播共销售《收获》
2024年全年双月刊7 . 32万套和长篇小说季
刊1 .5万套，合计销售实洋1468万元。

《收获》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
刊，于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这本
老牌文学刊物在龙年的春天与直播拥抱。实
际上，《收获》并不是第一份“吃螃蟹”的文学
刊物。一个多月前，《人民文学》杂志首开先
河，梁晓声、蔡崇达走进董宇辉直播间的文
学刊物首秀产生亮眼的成绩。这场直播活动
累计观看人数895万，最高同时在线70多万
人，获得上亿次点赞。《人民文学》2024年全
年订阅在4个小时内卖出了8 . 26万套、99 . 2
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销售码洋1983万。

《人民文学》《收获》等纯文学杂志之所
以先后“牵手”电商，并取得了不俗的销售
业绩，是依托海量活跃的用户量和平台技
术，各类专业期刊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
的受众。《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此次
直播的成绩反映出文学的读者“还在”，但
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他们，优秀
文学作品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被读
者们看到。

自从董宇辉凭借“知识带货”火爆出圈
以来，越来越多图书与读者在直播间这座

“报刊亭”里相遇。文学杂志、书籍还在电商
直播间创造销量“新高峰”，像迟子建的小
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董宇辉推荐之前，
累计印量是60万册，今年达到500万册销
量，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靠传统征订几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全新赛道只用
了几个小时便超额完成，一组组惊人的数
字令业界倍感振奋。

数据显示，2023年，某电商平台全年售
出图书超4亿单，平均每天有超200万本图
书通过平台到读者身边。过去一年，电商平
台上杂志期刊类刊物累计销量较上一年同
比提升203%，其中，文摘和文学、综合等期
刊最受欢迎。这样的成绩来自于短视频、直
播势头不减的“种草效应”，以及多场域协
同互通的“全域兴趣电商”生态。

过去一年，超过10位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家入驻某电商平台，在平台推荐图书。余
华、周国平、倪萍、杨澜等60多位名家先后
走进电商直播间，与网友畅聊创作心得和
人生感悟，在一大批年轻读者心中播撒下
了文学的种子。

文学期刊试水直播间寻求新的突
破，尝试新的传播方式，说明在发行量和
影响力受到冲击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文
学仍然存在着“破局”的可能。《诗刊》社
主编李少君透露，《诗刊》社也将走进董
宇辉直播间。《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
娅认为，文学期刊走进直播间，找到这个
时代的读者和纯文学之间新的通道，会
带来整个行业生态的变化。这甚至可以
是行业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很多期刊
或许都会从关注经济收益转换到关注影

响力，都会从传统发行渠道转向网络销
售渠道。她表示，《十月》也有进直播间的
策划，“我们走进直播间，并不是意味一
定要走进董宇辉的直播间。”

“爆款”才能打破信息茧房

当传播媒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文
学该如何抵达更多的读者？

近年来，新媒介已经成为了信息传播
的主要渠道。作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卖书已
不新鲜，文学消费生态格局正在重塑。新媒
介为文学传播敞开新窗口，更具网感的姿
态、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吸引更多人感受文
学世界的温度与深度。

这种变革也深刻地触及了文学这一传
统艺术形式的内核。新媒体业态与文学的结
合，不仅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提
供了新的平台和方式，还催生了文学表达和
形态的创新。多样化的新媒体业态，为文学
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多样性。

事实上，文学永远不缺读者，缺少的是
发现读者的眼光和吸引读者的创新手段。
网络直播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用于展
示文学满足公众期待的能力、实现满足公
众期待的效果，同时也倒逼推动文学自身

内部的更新进化。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刘大先

认为，在流量为王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
深”。只有当文学出现“爆款”，才有可能打
破信息茧房，从真正意义上产生公众层面
的广泛影响。他认为，一个作家需要意识到
两点：一是作品从主题到形式，需要因应时
代精神与审美风习的转变而做出调整，这
决定了美学层面上的革新；二是读者反作
用于作家作品，媒介语境很大程度上影响
一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和受众群体，这决定
了传播形态上的泛文艺化。作家要与读者

“双向奔赴”，就需要走出个人主义，探索更
加亲近读者的形式与内容，适应新型媒介
进行技术手法上的创新。同时也要从“纯文
学”走向一种“泛文学”的尝试，以多种方式
进行推广，从而开拓文学发展的空间。

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文学依然是人们
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学没
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在瞬息万
变的时代发展中，文学没有缺席、依然在
场，仍保有充沛的生机活力，拥有众多的粉
丝。《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不管什么
风来了，审美标准不能降低，坚守的同时，
包容开放，风格多样。

新媒体业态与文学的结合，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主动求

新求变，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就一定能找
到并抵达更多的阅读人群，直指人心，浸润
心灵。

“把书买走”到“把书打开”

热络的直播间里，让人们领略到文学
拂面而来的暖风。然而，购买严肃文学期刊
可能是一种文学理想，也可能是一次情怀
下的冲动。“激情下单”后会切实增加“文学
人口”吗？

“激情下单”对“文学人口”产生了复杂
的影响。它既为文学市场带来了活力，也对
文学作品的长期价值和消费者的阅读质量
提出了挑战。评论家李壮认为，在直播结束
之后，更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让下单的读者
从“把书买走”进阶到“把书打开”。“直播间
热潮即便未必算冲动消费、粉丝经济，但

‘情怀党’、仪式性消费恐怕也占据一定比
例。读者购买(传播学问题)战果已很出色，
下一步重点是读者阅读(接受美学问题)：
应该让读者真正可持续地打开刊物、阅读
刊物、与刊物本体实现对话。”

文学艺术的表达行为，从来都不是一
种以自我内循环方式成立的存在，在新媒
体业态中，文学的本质——— 传达人类情感
和思想的能力——— 并未改变，但表达的形
式和途径却在不断地创新和演变。未来的
文学，将是一个多元共生、跨界融合的生
态，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嬗变，正是这一生态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见证。

《当代》主编徐晨亮表示，无论是直播
销售、综艺节目，还是新媒体口碑传播，都
不仅仅只是文化消费场景和图书营销方式
的翻新，更重要的是，突破传播样态与审美
趣味固化形成的“圈层”，激活优秀文学作
品自身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和潜在能量。在
大众文化生活日趋多样的环境下，文学需
要对自身资源进行媒介转化和传播赋能。
只有深入挖掘、立体呈现优秀作品的多维
魅力，才能让文学触及更广大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一大批茅盾文学
奖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掀起热潮，《人世
间》《繁花》等电视剧引发全民追剧，严肃文
学作品频繁“出圈”说明，只要是优质作品，
没有人能够拒绝。事实证明，新媒介+文学
具有广阔前景，只要不断创新表现手法，为
文学作品破圈传播、跨界生长提供良好空
间，让讲述文学的声音“多维化”“立体化”，
就一定能进一步激活当代文学蕴含的巨大
能量。

《收获》《人民文学》等纯文学杂志“牵
手”电商，并取得了不俗的销售成绩。文学
期刊试水直播间寻求新的突破，尝试新的
传播方式，说明在发行量和影响力受到冲
击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学仍然存在着“破
局”的可能。业内人士认为，只有深入挖掘、
立体呈现优秀作品的多维魅力，才能让文
学触及更广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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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晓声在董宇辉直播间。 ▲作家迟子建与董宇辉。

作作家家余余华华、、苏苏童童与与《《收收获获》》杂杂志志主主编编程程永永新新聚聚首首董董宇宇辉辉““与与辉辉同同行行””直直播播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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