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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服务探析

武 玥

（上海图书馆，上海 201100）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图书馆是阅读推广的文化阵地。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有声阅读作为新的阅读方式，逐渐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喜爱。[方法 / 过程]通过文献调研法了解各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现状，分析了有声阅读推广的意

义和推动力，提出公共图书馆首先要注重建设特色有声阅读资源库和数字化有声资源共享平台。[结果 / 结论]图书馆应顺应

时代潮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多维度开展有声阅读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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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 世纪以来袁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袁 推动了电子信息技术蓬勃发展袁 计算机尧 智能手

机等各类电子产品陆续问世袁 为人们的工作尧 学习与

娱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与更为迅捷的渠道袁 也为

新时代阅读方式的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可能遥 有声阅读

作为数字化阅读的一种延伸袁 直接改变了传统阅读仅

能通过视线获取信息的单一形式袁 同时解放了双眼与

双手袁 让读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一场由声音作为媒介

的知识盛宴袁 逐渐成为了当代阅读新风尚遥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 叶第十七次全民国

民阅读调查报告曳 [1]显示院 2019 年中国成年国民和未

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袁 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

长点袁 移动有声 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遥

中国有三成以上 渊31.2%冤 的国民有听书习惯遥 由此可

见袁 有声阅读正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袁 快速占领

当下的阅读市场袁 掀起一场信息时代阅读革命的热浪遥
公共图书馆在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袁 担负着重要的地

位和使命袁 应该抓住此契机顺应时代潮流袁 发扬自身

的特色优势袁 积极探寻有声阅读环境下阅读推广的新

方向遥 目前袁 中国关于有声阅读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其概念尧 受众分类尧 用户行为特征尧 有声阅读

app 运营以及图书馆有声资源建设等方面遥 具体在图书

馆有声资源建设和推广服务角度袁 部分学者认为新媒

体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应该加快有声资源建设的脚步袁
例如谭红霞[2]尧 魏海燕等[3]指出面对新机遇和挑战袁 图

书馆要认识到阅读的形态变化袁 着重搭建网络媒介新

平台遥 王筠筠[4]尧 方建燕等[5]袁 通过介绍和分析较为成

功的案例袁 指出了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阅读推广活动创

新模式袁 对于图书馆资源建设和引领全民阅读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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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参考作用遥 李晓宁[6]尧 尚硕彤等[7]侧重于从单一的

弱势群体角度有针对性的探究有声阅读推广方式遥 从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袁 目前图书馆有声阅读资源建设和

推广服务还在初始阶段袁 对于公共图书馆有声读物建

设的研究用户需求与体验尧 推广策略等的关注还不够

深入袁 成熟的案例较少袁 在实践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

题与挑战遥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予以佐证袁 提出以馆藏

特色资源和地方特色为有声资源建设的主力袁 在推广

过程中着重关注受众的实际体验和需求袁 同时扩大有

声图书馆辐射范围袁 以期为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

提供新的思路遥

2 公共图书馆与有声阅读

2.1 有声阅读概念

美国有声读物协会曾作出定义袁 即有声读物是至

少含有 51%的文字形式内容袁 能够复制和包装成为磁

带尧 CD 或者数字文件等形式进行销售的音频产品 [8]遥
大部分学者偏向于此定义遥 然后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

发展袁 音频产品的形式多种多样袁 磁带尧 CD 等形式略

有滞后袁 用户获取音频产品的渠道五花八门袁 这条定

义还值得商榷遥 而关于有声阅读的概念袁 国内学者尚

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遥 从字面上来看袁 有声阅读指

的是对有声读物的阅读袁 即听书阅读遥 它有别于传统

以视觉为主的阅读袁 听觉感官成为接受阅读信息的主

要媒介[9]遥 基于以上两个定义可以看出有声阅读两个基

本内涵袁 首先阅读者是通过听觉来完成整个阅读过程袁
其次接收的内容应该有文字内容袁 这就意味着听纯音

乐等不符合有声阅读的定义遥
2.2 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的意义

渊1冤 有助于实现全民无障碍阅读遥 叶公共图书馆

宣言曳 指出袁 野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权利袁 而不受年龄尧 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遥冶 这

也就意味着袁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并不限于普通读

者袁 也包括了视觉障碍群体尧 文盲等社会弱势群体遥

长期以来袁 如何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袁 对公共图书

馆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遥 相比于传统的用

视觉传达信息的文字阅读方式袁 有声阅读对于读者的

要求门槛更低袁 它突破了对年龄尧 受教育程度尧 视觉

障碍的限制袁 无论是低幼儿童尧 视障或患有其他身体

缺陷 渊如手臂截肢冤 人士尧 文盲袁 还是普通大众袁 只

要听觉不存在障碍袁 就可以通过有声阅读袁 获取自己

想要的信息遥 基于此袁 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推广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全民无障碍阅读的长远目标遥
渊2冤 有助于对碎片化时间的充分利用遥 随着工作

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袁 大量中青年群体尽管有着旺

盛的学习需求和阅读欲望袁 但是受现实制约袁 这一群

体很难拥有一段可供集中注意力阅读的持续时间遥 而

有声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遥 根据调查袁 目前各类

有声阅读 app 的用户中袁 25~35 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据了

极大比例遥 有声阅读在阅读方式上更符合碎片化时间

的需求袁 它对于阅读时间尧 阅读场景尧 阅读条件没有

很高的要求遥 纸质书收纳尧 携带成本高曰 纯电子书携

带方便袁 但与纸质书一样阅读时需要视线尽可能保持

稳定袁 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读书环境遥 而有声阅读无论

在拥挤颠簸的交通工具上袁 还是在上班或回家的走路

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袁 阅读环境更加自由袁 这也促使它

对于碎片化时间更高程度的利用遥
渊3冤 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质量遥 传统的阅读方

式袁 读者仅能通过文字获取信息袁 但是有声阅读能够

同步向读者传输语音尧 语调尧 背景音乐等遥 这些通过

听觉传播的信息可以大幅度降低具象概念的理解难度袁
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明白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与情感遥
声情并茂的有声传递也会烘托气氛袁 感染情绪袁 增强

用户的体验遥 另外在有音乐背景阅读的条件下袁 读者

会显著降低阅读被中断后的恢复时间袁 提升阅读的连

贯性袁 进而提升读者的注意力 [10]遥 其次袁 有声传递对

读者增强内容记忆也有显著提高遥 口耳相传时代袁 人

们就是靠声音进行记忆遥 例如袁 国人在阅读书籍时对

于拗口复杂的外国人名记忆一直是难点袁 而有声阅读

通过不同声音对不同角色的诠释袁 更加方便读者对人

物的区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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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的推动力

渊1冤 技术革新为有声阅读产业带来蓬勃生机遥 AI

和 5G 在有声书行业中运用的越来越广泛遥 AI 技术与

有声阅读产业开展深度合作袁 可以使有声书的相关软

硬件产品功能变得更加强大袁 在某些阅读平台上袁 主

播声音可设为多种类型的 AI 阅读模式袁 而通过声纹识

别功能袁 用户也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偏好的声音类型遥
2020 年 10 月袁 中文在线发布 TTS 智能语音技术袁 1 天

单机可音频转换 500 万字内容袁 录制成本节约 90%以

上袁 产出声音更逼真动听[11]遥 此种技术的广泛应用不

仅可以节约成本袁 提高生产效率袁 还可以让用户产生

强烈的沉浸感尧 体验感袁 使得呈现效果更加突出遥 而

未来的 5G 技术不仅承载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袁 还可以承

载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通信袁 以万物互联的形式袁
将人与场景紧密结合遥 5G 技术下袁 有声阅读将实现全

场景建设遥 根据空间环境尧 用户实时状态尧 用户生活

惯性和社交氛围等场景要素进行有声阅读产品开发尧
适配不同的内容尧 风格尧 时长尧 主播尧 语速和情感表

达方式等袁 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加精准化尧 人性化的产

品与服务 [12]遥 技术革新推动着有声阅读产业的发展袁
也是推动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推广服务的强大力

量袁 它要求公共图书馆加快脚步跟上时代潮流袁 为读

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遥
渊2冤 疫情期间社会认知度大幅提升袁 有声阅读成

为 野阅读新宠冶遥 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平台查询后

发现袁 2020 年上半年袁 三大移动有声 app 平台 渊喜
马拉雅尧 懒人听书尧 蜻蜓 FM冤 的搜索指数呈现明显

增长趋势 [13]遥 而长沙图书馆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袁
疫情期间有声书资源用户量猛增袁 2020 年 2~3 月袁 有

声书收听量较 1 月增长了 3.7 倍[14]遥 随着疫情期间国民

居家时间变长袁 有声阅读的社会认知度大幅度提升袁
国民对于有声阅读的需求日益增长袁 这也催生出对公

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服务多样性的要求遥 后疫情时

代袁 图书馆应积极开展高质量的有声阅读推广活动袁
扩充有声读物资源袁 以满足国民对有声资源需求的不

断提高遥

3 有声阅读资源建设

3.1 依托馆藏和地方特色袁 建设特色有声阅

读资源库

有声阅读资源建设是有声阅读推广的基础遥 有学

者针对全国 22 家省级公共图书馆和直辖市公共图书馆

进行调研袁 发现其面向读者提供的有声读物资源大多

是通过商业购买而来袁 缺少自主开发搭建的有声读物

阅读平台[15]遥 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尧 库克数字音乐图

书馆尧 天方有声图书馆尧 时夕乐听网等成为主要购买

资源遥 各馆自建有声资源缺乏袁 千篇一律的资源购买

使得图书馆提供的产品同质化严重袁 缺乏差异性袁 很

难满足读者多元化的需求遥 特色馆藏资源和独具一格

的地方文化是一个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袁 也是吸引读

者的重要手段遥 基于此袁 各大图书馆急需发挥馆藏优

势袁 依托馆藏资源袁 结合地方特色袁 建设具有本馆特

色的有声阅读资源库遥
渊1冤 特色馆藏包罗万象尧 类型多样袁 如古籍善本尧

书画版画尧 手稿尧 信件尧 日记尧 照片尧 名家尺牍尧 口

述资料尧 音视频资料[16]袁 以及家谱尧 方志等地方文献

和戏曲尧 剪纸尧 手工艺等物质文化遗产[17]遥 图书馆从

中挖掘有价值的部分进行音频化处理袁 不仅可以避免

和其他图书馆提供类似的资源袁 也可以将这些馆藏精

品以全新的手段进行推广袁 使其焕发新的生机遥 例如

上海图书馆对馆藏的名人手稿进行了深度挖掘袁 联合

喜马拉雅举办了 野声动心笺院 一封家书 跨越千里 传递

耶声爷 情冶 微展览袁 通过文字尧 音频等多种形式展出鲁

迅尧 冼星海尧 马克思尧 居里夫人等名人写给至亲的家

书和短笺袁 让名人手稿以声音的形式在过年期间给予

大众关怀和温情遥
渊2冤 任何一个地方文化中都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资

源遥 图书馆在有声阅读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关注地方特

色袁 不仅可以激发当地居民的阅读兴趣袁 也可以促进

地方文化传播和交流遥 例如晋江市图书馆就立足地方

特色文化打造方言有声阅读品牌袁 它将地方文献中的

闽南童谣尧 闽南民间故事制作成方言有声光盘袁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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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录闽南故事 98 个袁 闽南童谣 45 首遥 晋江市图书

馆的这项举措有效传承和保护闽南方言及本土文化袁
让 野冷门冶 的地方文献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走向大

众袁 效果显著[4]遥
3.2 整合资源袁 搭建数字化有声资源共享平台

①图书馆要注重有声资源的共建共享袁 通过组建

图书馆联盟袁 在联合采购有声资源时可以形成强大的

议价能力遥 馆内自建特色有声资源通过在主页以友情

链接形式分享给联盟图书馆袁 使不同区域用户也可以

获取域外资源遥 联盟图书馆的沟通交流尧 资源的共建

共享有效避免有声资源的重复建设袁 减轻图书馆资金

压力袁 实现资源的多样化遥 ②与专业语言机构尧 朗诵

协会合作遥 联合专业力量不仅可以共享高品质的资源袁
也可以收获新用户群体的广泛关注遥 与此同时袁 宣传

推广手段会更加有力遥 2018 年浙江图书馆联合上海图

书馆尧 安徽图书馆尧 金陵图书馆和四省市的朗诵协会

共同组成长三角有声阅读联盟袁 通过整合长三角各大

公共图书馆及专业朗诵协会的海量资源袁 形成强大的

联盟机构袁 把丰富的阅读资源转化成有声的传播力量遥
③图书馆不仅可以通过微博尧 微信嵌入尧 app 开发等多

种形式自主搭建有声资源平台袁 也可以与商业平台进

行友好合作遥 目前袁 中国移动有声阅读 app 多达 200

款袁 数据调查显示喜马拉雅 FM尧 蜻蜓 FM尧 懒人听书

3 款平台位于全国有声平台下载量前三袁 将近 57.0%的

人偏好使用喜马拉雅 FM 收听有声书内容[18]袁 这些已近

成熟的商业平台不仅用户量大袁 且其用户具有高黏度

的特性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图书馆和这些移动有声平台

不是竞争关系袁 而是互助互促互补关系袁 搭载移动有

声平台可以使资源推广效果大幅度提升遥

4 有声阅读推广策略

4.1 细分用户群体袁 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

用户画像就是在对用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袁 分析

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大数据袁 提炼用户需求关键指标袁
挖掘用户的当前需要和潜在需要袁 用此类标签对用户

进行区分袁 进而为用户提供精准化服务袁 实现图书馆

资源与用户需求的精确匹配[19]遥 如果忽略读者的个性

化需求袁 采用无差别的方式推广同质化的内容袁 会直

接降低阅读推广的工作成效遥 因此袁 图书馆要以用户

为核心袁 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对有声阅读的用户进

行细分袁 掌握用户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遥 针对不同

的用户袁 图书馆提供有差异化阅读推广服务遥 在关注

核心用户的同时也要留意潜在用户袁 将其转化为忠实

的核心用户袁 逐步扩大用户的范围遥
2018 年中国有声书用户画像显示[20]袁 用户年龄在

25~35 岁的占 40%或以上遥 图书馆应将这批年轻化的

用户群体视为阅读推广的核心用户袁 在有声资源开发

的类型选择时适当向这一人群倾斜遥 调查另外显示 90

后尧 00 后用户最为偏好的类型为哲学思想类有声书曰
80 后的用户为都市生活类曰 而 70 后及以前的用户对都

市生活类有声书偏好度较高遥 基于此袁 图书馆在推送

信息时就可以根据每个年龄段人群不同的阅读偏好袁
进行精准服务遥 除年龄差异袁 性别尧 职业尧 兴趣尧 环

境等多种特性也会影响用户对有声书目的选择袁 且这

些特性并不是一成不变袁 多是动态性袁 图书馆要对这

些数据具有高敏感性袁 关注用户的阅读需求变化袁 这

不仅能提高效率袁 还能给读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遥
4.2 线上+线下袁 多渠道开展多样化阅读活动

①打造实体有声阅读空间遥 图书馆的阅读空间一

般以安静的默读氛围为主袁 而有声阅读重在 野声冶袁 在

线下打造实体有声阅读空间袁 不仅可以满足读者聆听尧
朗读的需要袁 也为同一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空间袁 同

时保障了特殊人群的阅读权利遥 ②定期开展有声阅读

展览遥 图书馆可以根据读者借阅率排行榜选择经典尧
喜爱度高的图书进行有声展览袁 也可以通过专题进行

书籍挑选袁 以此吸引潜在读者的注意力遥 活动的定

期开展也有助于提高用户黏度袁 收获一批忠实读者遥
③通过第三方平台线上推送遥 例如微信公众号尧 微博

等遥 通过整理优秀的有声资源在这些平台上进行日常

主题推送袁 方便读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袁 充分利用读者

的碎片化时间遥 榆开展体验性活动遥 图书馆开展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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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等体验性活动袁 并从中挑选可用资源填充馆藏有

声资源库袁 让读者从知识的接受者到有声资源的提供

者袁 使读者获得成就感遥
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要是以活动化方式进行的 [21]遥

以浙江图书馆为例袁 自 2017 年开始袁 浙图针对有声读

物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阅读推广服务遥 除了常规的经

典书籍有声展外袁 浙图还将有声阅读活动与公益相结

合袁 组织了 野我为盲人捐声冶 的公益活动袁 读者自行

认领心愿书单中的图书进行朗读录制袁 用声音给视障

者诠释世界的精彩遥 为了让读者更好的掌握朗读技巧袁
浙图设置有声阅读学习计划课程班袁 通过对语言基本

功的训练以及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袁 让读者掌握朗诵

艺术的技巧遥 疫情期间袁 图书馆线下阅读推广难以进

行袁 但浙图线上举办的 野听书马拉松冶 比赛进行地如

火如荼遥 除此之外袁 浙图定期开展 野文澜悦听冶 线上

有声阅读作品分享活动袁 有自评尧 他人点评尧 同文诵

读多种形式袁 已逐步形成品牌袁 也为策划组织各类朗

诵活动奠定了基础遥
4.3 扩大辐射范围袁 建立小型有声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进行有声阅读推广不应仅仅以本馆为

宣传阵地袁 要牢记肩负引导全民阅读的使命袁 扩大服

务范围遥 通过建立小型有声图书馆袁 将资源辐射到更

加广阔的领域遥
渊1冤 幼儿园尧 中小学遥 公共图书馆是继续教育和

终身教育的场所袁 致力于养成并强化儿童早期的阅读

习惯袁 是学校的重要补充袁 担负着重要的教育使命和

文化使命遥 在幼儿园打造有声图书馆袁 提供适合低龄

孩童阅读的童话故事尧 古诗词尧 寓言故事等袁 讲故事

的声音将孩童游移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童书的图画上袁
继而关注于文字袁 并逐步形成阅读的能力 [22]袁 以此引

导儿童更早地接触图书尧 感受阅读袁 激发儿童阅读兴

趣遥 另一方面有声阅读也可以将晦涩难懂的知识以更

贴近儿童思维及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传达袁 在潜移默

化中启迪儿童的思维判断[23]遥 在中小学开设有声图书

馆袁 可以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袁 引导他们对有声资

源的检索和利用袁 授之以渔遥

渊2冤 社区遥 老年人是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群体遥
有声读书馆走进社区袁 对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尧 推

动社区党务建设大有裨益遥 提供国学尧 历史尧 健康等

老年人喜爱的有声资源袁 可以丰富老年群体的业余生

活袁 同时也方便社区中行动不便亦或是视力不好的老

人袁 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知识和信息之窗遥 另外有声图

书馆使社区居民在文化学习尧 参与党建上也变得方便

快捷袁 更有成效袁 使社区党员群众学习形式多元化袁
为基层党员群众提供学习交流的新平台袁 推进 野书香

社区冶 的建设遥
渊3冤 旅游景区遥 在旅游景区中建设有声图书馆袁

将阅读和游览相结合袁 是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

顺利推动研学旅游服务的有力举措遥 2018 年喜马拉雅

就将有声图书馆带入西安景区 野大唐芙蓉园冶袁 根据线

下场景袁 选取了大唐古诗尧 西安美食尧 西安旅游等 12
个主题内容袁 游客可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听书遥
游客兼具 野游览者冶 和 野读者冶 的双重身份袁 在游览

中学习袁 可获得更加立体的知识信息遥
除此之外袁 有声图书馆也正以多种形式逐渐渗透

国民生活袁 地铁尧 购物中心甚至于航站楼都有着有声

图书馆的 野声影冶遥 公共图书馆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

用袁 扩大阅读阵地袁 让更多的地方建设起来袁 实现全

民阅读遥

5 结 语

技术浪潮下袁 有声阅读前景广阔袁 作为纸质阅读

和电子阅读的补充袁 可以满足社会大众更加多元化的

阅读需求袁 开始成为阅读推广的新发力点遥 作为社会

阅读推广的先锋队袁 公共图书馆应认清形势袁 进一步

提高对有声阅读重要性的认识袁 深度挖掘馆藏资源和

地方特色袁 打造独特的有声资源遥 着重关注不同用户

的需求和体验袁 真正把有声阅读融入到阅读推广各类

战略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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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Library is a cultural front for reading promotion. Currently,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reading for

all. As a new way of reading, audio reading has gradually won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 and applause. [Method/Proces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dio reading promo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driving force of audio reading promo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first focus on

building audio reading resource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digital audio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s. [Results/Conclusions]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provide reader needs-oriented service and carry out multiple-dimensional audio

reading promotional activities.

public libraries; audio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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