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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声阅读以人类交流的实践为先决条件，以特殊的媒介系统为依托满足用户需求从普通传播场景转型为

全场景。“全场景”是指场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相互连接关系，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

和阅读方式。用户在有声阅读场景化转型的过程中体验到媒介系统的有机更新。行业从业者总结经验，

优化路径，为有声阅读的发展带来思考。与此同时，传播形式会变得融合交织。主题框架也会随之改变。

随着AIGC等新技术的出现，丰富了有声读物的种类和数量，影响着用户的阅读选择。在白天通勤，夜晚

入睡等场景越来越多的用户为有声阅读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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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o reading takes the practi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prerequisite and relies on a special 
media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from the ordinary communication scene to the whole 
scene. “Whole scene” refers to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the 
scene, resulting in mutual connection, and creating new social relations and reading ways.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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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media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audio reading scene trans-
formatio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sum up experience, optimize the path, and bring though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udio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ill become interwoven. 
The theme framework will also change.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IGC, the 
variety and quantity of audiobooks have been enriched, and users’ reading choices have been in-
fluenced. Commuting during the day, sleeping at night and other scenarios, more and more users 
pay for audio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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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播场景中的“场景”一词最早源于物理学，指物体运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后来引申到社会学领

域。场景是“一种基于视觉信息的行为，它涉及到人与环境、主体之间以及客体对他人和自身存在着不

同程度上的认知。”到 2024 年“全民阅读”已经连续十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知识

内容需求的提升，有声阅读通过更加智能、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走进了人们生活，有声阅读呈现出从传

统模式到多元传播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有声读物被认可为图书出版业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其作为一

种新型阅读形态受到读者及出版商等各方关注。因此本文将以有声阅读传播场景为研究视角，浅析用户

阅读方式的改变。 

2. 传播场景转型：从“普通场景”到“全场景” 

“全场景”是指场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相互连接关系，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生

活关系的复杂系统。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从传统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变为多元信

息并存。在全场景背景下，人们对信息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简单地满足于获取知识和信息，而是

希望能够更全面地、立体地阅读，满足自身的知识需求。因此，有声阅读从普通传播场景转型为全场景。

“全场景”将阅读的时间和空间拓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突破了传统单一渠道的局限，真正实现了信息

服务于人。阅读也可以与社交、娱乐进行融合，从而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互动性。相比于普通传播场景，

“全场景传播”有四大特点： 
(一) 媒介系统的有机更新 
媒介系统指的是在有声读物的媒体情境中，彼此互动的媒体的总和。随着技术发展，有声读物不再

仅仅局限于将传统原始的印刷读物或者将现场表演转换成音频格式，而是以平台为依托进行原创音频内

容生产，催生出播客、广播剧等新的有声读物样态。从早期口头朗诵、印刷书到磁带、CD 再到现在的移

动数字音频平台，有声读物作为一种融合产物经历着新旧媒介的竞合与迭代[1]。 
(二) 行业行动者的边界融合 
1) 行业中的行动者，指的是建立有声书籍业态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这些行动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

要，去建立联系和互动。然而，有声阅读产业仍然是依靠作者、出版商、书店和图书馆等构成的“闭环”。

但是，在“全场景传播”驱动下，行业边界不断扩展，产生了新的联系与行为，使得有声书业的竞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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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内容”等单一的“内容”，转变为“硬件”、“平台”、“服务”等多层次的“全产业链”。

就整个产业链而言，出版、音频制作、发行和用户消费等环节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的交互关系，见图 1。 
 

 
Figure 1. Industrial chain diagram 
图 1. 全产业链示意图 

 
2) 作者、出版商、制作者和内容发布平台之间的协作。在当前的内容生产与内容制作流程中，已经

形成了以分发平台为核心的一体化的版权集体管理，将制作者与版权方联系起来。然而，AIGC 尤其是生

产式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可能由于技术隐蔽操纵加重有声阅读领域的版权危机。公开数据显示，头部有

声阅读平台喜马拉雅仅 2021~2023 年的侵权司法案件就高达 520 起[2]。所以行业应持续关注科技力量带

来的负面影响。 
3) 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大批有声书的读者、达人能够以个人身份参与到有声

书籍的表演与创作中去；另一方面，培养有一定粉丝基础的内容创作者并持续关注其粉丝价值。 
4) 传统的书商与手机应用程序相结合。亚马逊 Audible 公司的平台，以会员制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有

声书籍。此外有声书书店和实体书店进行了融合，采用了线下销售有声书籍的方式。观察产业内部的生

产、消费和流通关系，行业的整合水平已经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 传播形式的交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印刷书籍，还是有声书籍，都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支持。媒体沟通是一

种没有方向性的沟通方式。具体表现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者的语境环境相分离的状态。但是，网

络直播的兴起和智能媒介的运用使得有声阅读拓展到赫普论述的另外两种传播形式——互动媒介传播与

虚拟媒介传播[3]。象征符号的传递受困于个体的缺席并通过媒介在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重新组合，

即需要通过其他媒介来完成个体缺席时的即时互动。当下的直播模式就是把有声阅读的传播从单向的大

众媒介传播延展为互动的媒介传播。比如，在喜马拉雅的直播间里，主播的讲述、个体的评论在同一个

空间与时间上相互交融，构成了不同于常规阅读的全新情景。也就是说，阅读已经不只是人和书籍单向

的传递与接收，它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在线联结、意义共享和瞬间交互。 
从视听内容的商业逻辑的角度出发，有声书直播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例如数字音乐的版权近年来

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只有依靠现场演出这个很难被复制的演出模式才能获得利润。这就是交互媒体与大

众媒体相比的优势所在。也就是产生交互式的，即时的，不确定的体验和感受。 
因此，在人机交互中实现对话是一种有效手段。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是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而 GPT 是 NLP 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模型，ChatGPT 则是一种生成对话的

应用。有声阅读应用不再是在界面系统约束下的规范化交互，智能家居、车载设备等智能终端通过对人

的语义展开解读，实现有针对性的动作指令。 
(四) 主题框架的特殊性 
主题框架是一种与读者交流的“情景剧本”，它对读者的阅读活动起到了指示作用。例如，在一个

公开的场合，通常需要读者按照公共空间的行动脚本挑选书目和遵守相应的礼仪。瑞典大学图书馆和信

息科学学院教授简·诺林(Jan Nolin)提出静态阅读、移动阅读、静态/移动阅读三种阅读模式[4]。其中，

静态阅读的行动主题框架与特定的空间环境相关。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阐述，有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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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建筑有助于空间与时间的分界线的建立，因此，每一个主题框架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例如，书店和

图书馆的管理规定会对在公共空间中阅读的主题框架产生影响。而在“私密空间”里的读书行为，却是

在“家境”的影响下养成的一种个体行为方式。但是，移动阅读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交往实践互相影响，

主题框架并不固定。孙信茹、叶星将移动化背后的空间称为“日常的流动空间”[5]。 
这代表着倚重听觉的有声阅读创造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主题框架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机性的，

有时会发生多个主题框架并列出现的情况。根据 2023 年中国有声读物用户规模及市场规模分析：新形势

下，消费者文化素养水平的提高以及流行文化的带动，加快了有声读物的消费速度。充分利用有声读物

的“直播”和“耳机出行”功能，满足了消费者在多样化产品选择上的需求，同时也为有声读物的市场

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和技术支撑。其他研究表明，部分年轻人听书的速度为 2 倍速或 3 倍速，这样似乎能

让他们更专注在内容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效率的极端追求，体现出了静态/移动阅读模式的特点，

例如在通勤或旅游时，地点的变化与阅读空间的相对静止不变，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专注地高效

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喻国明、梁爽基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媒介使用分为实用性场景与社会性场景：

实用性场景满足生存性、功能性需求，社会性场景满足自身价值实现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6]。 
尽管主题框架的构建具有不确定性，但清晰的行动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如专注地获取资讯或高效学

习的静态/移动阅读模式是一种实用性场景。实用性场景基于阅读的本质，听觉服务于视觉，感官偏向又

回到了视觉传统[7]。在全场景传播的背景下，由于个性化需求的出现，导致了听觉与视觉的混合，使其

不是一个稳定的主题框架结构。 

3. 有声阅读的传播场景转型原因 

区别于印刷书和电子书，有声读物为读者创造了不以视觉主导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麦克卢汉认

为，视觉空间的特点在于对远处某物的感知，视觉在看见的主体和被看见的客体之间总是有一种距离和

界线。而听觉空间的特点是某物向主体移动，从而产生一种更亲密的体验[8]。 
1) 从传播主体角度看，随着智能媒介的发展，“把关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受众的媒介素

养日益提升。他们对于信息的选择、加工和传播不再像前辈们那样简单粗暴，而是越来越趋向于高品质

的精神层面需求。这就需要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把握信息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并以此为指导推进社

会进步。 
2) 从传播内容角度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知识内容需求日益提升，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

于文学、历史等传统学科领域，而是出现了大量与各学科相关的新知识、新领域。此外人们获取知识的

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满足于通过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知识。 
3) 从传播方式角度看，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融合推动了多元传播场景形成。用户对媒介内容选择更

趋于多样化，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不同平台、不同内容进行阅读。 
4) 从互动环节角度看，用户之间的交互更加频繁，互动性更强，这有利于培养用户间相互尊重和信

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用户逐渐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和传播者，并为未来的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4. 用户阅读方式的改变 

有声阅读传播场景从最早的口头朗诵，到后来的磁带、CD，再到现在的移动数字音频平台。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迭代。随着大众对知识内容需求的提升，大众对于声音知识的追求，有声阅读行业

也在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而更新迭代，同时用户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 
1) 在文字符号层面，用户的阅读行为不再局限于纸质书与语言的集合，有声阅读代表听觉感官参与

到阅读中。有声阅读借助科技的进步使用户的阅读行为发生改变。有声阅读成为主流的阅读方式，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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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音》到《奇葩说》，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这一系列节目都在不断探索和创新有声阅

读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声书 APP、小程序也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获取方式。

在硬件衍生上，通过开发自有品牌硬件以及与硬件厂商进行合作两条路径推出故事机、智能音箱等是值

得继续深耕的方向[9]。 
2) 在科学技术层面，AIGC 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选项。以喜马拉雅为代表的中国领先的

音频分享平台，其语音合成技术(TTS: Text-to-Speech)技术在电子书、新闻领域实现了突破，高效地和准

确地将新闻与书籍中的文字转为音频，喜马拉雅用 TTS 制作了单田芳先生的音频内容，重现了单田芳先

生标志性的“云遮月”嗓音和情感丰沛的腔调。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台研发语音技术的过程中，用户会提

高阅读的标准追求高质量音频内容。 
3) 在阅读需求层面，有声平台基于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各种碎片化时间“定制”阅读场景。其中

包括“乘车”“午休”“居家”等生活场景。平台通过“定制”场景的方式，契合用户通过手机等设备

在碎片化时间“随时阅读”的习惯，满足用户不同场景的阅读需求。尤其是在 5G 时代，算法可以更准

确地记录与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从而匹配和推送个性化的声音内容。例如，喜马拉雅亲子儿童部门现

已实现内容运营的场景构建和软硬产品的落地，以“万物有声”的概念，提供让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优质

内容的全天候陪伴体验[10]。 

5. 结语  

综上所述，有声阅读的传播转型对人、物、内容、地理的联系范围进行了全面延展。有声阅读借助

媒介实现全场景传播，读者与阅读实现同频“共振”。“有声阅读”作为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与传统

纸质阅读呈互补关系。“听”作为一种“隐性阅读”方式，更加符合现代人“即时阅读”的趋势。同时

越来越多的用户为优质内容付费。在“听”中，人们不仅能从有声读物中获取知识，通过创作者和制作

中的呈现，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未来有声阅读发展应该更好地利用 AIGC 等新技术，更

高效地创新内容以适应不同用户需求。比如开发教辅有声书、方言有声书让更多人参与有声阅读。在当

前时代背景下，有声阅读要积极探索多元传播场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内容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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