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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平台数据显示，在有声

书用户中，Z 世代（指 1995 年至

2010年出生的人群）占比位列第一，

同比去年增长15%；25到30岁的用

户人群紧随其后，排名第二；“80后”

和“70 后”的用户人群占比排名第

三。在听书类型方面，Z世代男性群

体更偏爱爆笑和玄幻类型有声书，

女性则喜欢言情和影视剧原著类有

声书。对于年轻用户而言，在音频

App上听小说，更像是介于娱乐消

遣和严肃阅读之间的“过渡选择”。

与此同时，在快节奏的高压下，

多线程工作方式——手上做着，耳

里听着，让知识被转化为用耳朵接

收的“快速消费品”。

蜻蜓 FM 为“医苑新星健康倾

听日”推出直播，来自上海医疗卫生

系统的14名骨干医生担任“音频主

播”，就焦虑失眠、脱发困扰、儿童

近视、疫苗接种、康复等主题进行医

疗科普。

从 2018 年 5 月开始，酷狗直播

学院上线了百余门音乐类课程：线

上直播公开课、视频课、线下一对一

定制课等；教师有知名音乐大赛的

一等奖获得者、热门综艺的声乐顾

问，甚至还请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教

授“揭秘格莱美音乐之道”。

一个音频App宣传语如是写：

“每天只需 10 分钟，让你便捷且高

效地收获新知识。”耳朵“解放”了

眼睛，时间被“充分”利用。

而那些主打音乐的 App，如今

被年轻网友玩成了“声音情感社

区”，比如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

里，去刷每首歌的评论区，去点赞

“戳中”自己的文字，已然成了用户

共同的“仪式”。

杨自达是“有声书”的忠实听

众，她曾用一个下午听完《白夜

行》，黄昏时分，当看到小说中男主

角桐原亮司的死亡，听到那句“我的

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

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蓦然

产生共情，流出眼泪。

杨自达说，有声平台上一些“播

主”会解说小说，比如有“播主”的

节目是深度分析“《哈利·波特》里

你不知道的小秘密”。听“二手解

说”，最大收获在于从别人那儿得到

了个人观点的“验证”。“我发现语

言和交流这种形式，好像比单纯的

写作更能带给人灵感，我在‘说和

听’之中说出来的一些话，会让自己

很惊讶：我怎么会说出这么有水平

的话？” （本版编辑综合）

浙江：
“信用阅读”推新服务
走进书店借新书

新华社杭州 1 月 12 日电（记 者

冯源）一直以来，书店都是人们购书

或阅读的好去处。现在，对于浙江省

杭州市和舟山市的读者而言，“借新

书”成了他们走进书店的新选项。日

前，记者从浙江图书馆获悉，两地读

者可以凭借自己的芝麻信用分，在当

地的首批 5家定点书店借书，到期后

归还当地公共图书馆即可。这项服务

还有望向浙江其他市县特别是阅读

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推广。

这项新服务由浙江省公共图书

馆信用服务平台“信阅”在 1月 11 日

推出。目前，在杭州市解放路新华书

店、杭州市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

心、单向空间杭州旗舰店和舟山市新

华书店、舟山市岱山县新华书店，读

者每月可以凭借不低于 550 的芝麻

信用分，根据借阅范围，借走 5 册新

书。借阅期为30天，30天内可再续借

30天。期满后，读者可将书归还到浙

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或舟山市各公

共图书馆，读者如不在当地，还可以

将书快递归还给浙江图书馆。

到目前为止，“信阅”平台的成员

已经从 29 家增加到 93 家，覆盖了全

省90%以上的图书馆，已经向读者借

出了 18.53 万册次的新书，满足了读

者们的个性化阅读需求。记者还从浙

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获悉，此次“信阅”

平台实现馆店的线下融合后，他们可

供读者免费借阅的图书就接近 20万

种，其中包括从印刷出厂到上架销售

不足一周的新书。相应门店还开辟了

荐书专区，为读者提供细分的新书推

荐服务。

新华社郑州 1 月
13日电（记者 桂娟 李
文哲）“河南淮阳平粮

台遗址发现的车辙痕

迹，距今至少4200年，

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

代最早的车辙痕迹，对

研究我国车轮的发明、

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2019 年淮阳

平粮台考古队领队、北

京大学副教授秦岭说。

近日召开的河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2019 年度考古成果交

流报告会上，秦岭公布

的这一研究成果引发

学界关注。

据介绍，考古人员

在遗址南城门附近发

现了早期道路路面。路

面之上，多处车辙痕迹

宽 0.1 至 0.15 米，最深

处0.12米，最明显的一

条长达3.3米。其中，一

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

0.8 米，被专家们初步

判断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由于无法对车辙痕迹直接测

年，研究人员根据打破有车辙路面的

龙山时期墓葬的测年数据判断，路面

以及车辙的使用距今至少4200年。”

秦岭说。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

遗址曾发现夏代车辙，将我国用车的

历史上推至距今 3700 年左右。淮阳

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又将中国车

的起源提前了至少500年。

发现于 1980 年的平粮台遗址是

中国目前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一座

龙山文化古城。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

早的、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开创了

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先河。

虎头鸡，在广饶东北乡代表了

一种四百余年的饮食文化，是百姓

红白喜事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也

是当地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关于

年的记忆，从一碗热气腾腾的虎头

鸡开始。

杀鸡见血的这种活计都是爹做。

年二十八，爹便提着锃亮的菜刀霍霍

向鸡窝了。他蹲在地上，用脚踩住鸡

翅膀，鸡呼扇得尘土飞扬。爹哆嗦着

手，便结束了一只鸡生存的使命。

也有失手的时候。鸡奋力抵抗，

从爹哆嗦的手中奋力挣脱，沿着破墙

扑棱，终于逃出生天，站在房顶上瞪

着小眼晴，耀武扬威地与父亲对峙。

爹杀好了鸡，剩余的便交给了

娘。过年的虎头鸡，娘总是做得分外

仔细。娘将鸡用热水烫过，仔仔细细

将鸡毛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把鸡

内脏取出。娘说，鸡肝吃了可以明

目，留给眼晴不好使的奶奶；鸡头理

所当然地留给一家之主的爷爷。娘

还说，鸡爪小孩子是万万不能吃的，

怕我们长大之后写字就像鸡扒拉的

一样。许多时候，我看到娘的碗里，

只 有 一 根 瘦 弱 的 鸡 爪 子 和 几 块

土豆。

清洗干净的鸡，被娘轻车熟路地

剁成 3 厘米左右的鸡块，每一刀下

去，都是周周正正，大小均匀。娘将鸡

块淘洗干净，放置在备好的盆中。

接着，娘将适量面粉倒入盆中，

把部分剁好的鸡块滚入面粉，用筷

子轻轻翻动，使得鸡块粘上的面粉

分量适中。这过程看似简单，也是需

要技巧的。

娘说，面粉不宜过厚，如果客人

吃到只有面疙瘩的虎头鸡，那这家

的女人便落得一个“笨拙”的名声。

也不宜过薄，面粉与鸡肉融合不到

一起，在锅里炖的时间过长，便面肉

分离，炖出一锅烂面疙瘩。

粘上面粉的鸡块，经娘之手，在

搅拌均匀的鸡蛋中打一个滚儿，便

可以下锅了。

我作为娘的得力助手，已经备

好热油锅。娘对油的选择也颇有讲

究，往往倒入棉籽油或大豆油烧热

——娘更喜欢用棉籽油，说是上

色好。

把握火候非常关键。娘目不转

睛地盯着油锅，先将一块挂上鸡蛋

糊的鸡肉块放到油锅中，如果鸡肉

块立即浮起来，浸在油里的一面很

快出现金黄色而非焦糊色，这便是

最适宜的温度了。

金灿灿的鸡肉块很快被娘用笊

篱捞出放置到盆中，控油，冷却，一

只鸡便可以炸出满满的一大盆。没

有冰箱的年代，娘将虎头鸡放在塑

料袋中，挂在树枝上，或者放在门外

的大瓮里，以此保鲜。

娘精打细算地安排虎头鸡，那

是整个正月迎亲送友的吃食。开始

炖鸡了，娘用柴火燃起灶，奇特诱

人的香气，冲破锅盖的束缚，愈久

弥香。

烧火是我的强项，我取了棉花

柴、小树枝等聚拢在灶底，锅里热浪

翻滚。娘把炸好的鸡肉块放入开水

中，水要刚好没过鸡肉。这时，娘总

嘱咐我，火力稍微小一点儿，防止鸡

肉皮脱落。放入葱段、姜片、八角，适

量食盐，酱油，醋，文火烧一至两个

小时。娘从地窖里取出土豆或者山

药，切块，放在锅底，这是虎头鸡的

黄金搭档。

木柴燃起的火苗舔着锅底，咕

嘟咕嘟的大锅里，香气扑鼻。出锅

时加入香油、香菜、味精，更是醇香

可口。

热气腾腾的虎头鸡，点滴香油

从浓郁的汤汁间荡漾开来，香菜清

新爽口，鸡肉块油而不腻，土豆入口

即化。我们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其乐融融。烟熏火燎的土坯房，因为

虎头鸡的存在，氛围温馨而惬意。

虎
头
鸡

王
霞

在“眼球经济”当道

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下，

以 在 线 音 频 为 代 表 的

“耳朵经济”正在崛起并

成为移动互联网里的新

势力。在线音频主要包

括有声读物、网络电台、

语音直播、互动娱乐等

形式，内容涵盖有声书、

人 文 历 史 、脱 口 秀 、亲

子、相声评书、新闻资讯

等诸多类型。在线音频

是实用的，成为碎片化

时间的学习工具；同时

在线音频是懂人心、通

人情的，既可以是私有

的情感载体，也可以是

互动的新型社交场所。

听，已经成为很多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显示，已经有将近 30%的读

者有了听书习惯。有声书已成为

很多人的耳机伴侣，有的人习惯

在睡觉前听书，有的人习惯在睡

觉前“修仙”。2019 年 4 月发布的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

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7 本，而 1月 6日喜马研究院发

布的《2019 年喜马拉雅有声书收

听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高频有声书用户平均一年听书数

量超过 20 本。报告同时显示，“经

典”成为有声书 2019 年的年度关

键词。这一年，喜马拉雅上新了不

少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著作有声

书，如《平凡的世界》《活着》《万历

十五年》《围城》《百年孤独》等名

著，得到用户如潮好评。从网络小

说到经典名著，一本本图书化作

声波传入亿万读者耳朵。

近几年，中国有声书市场均保

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喜马拉雅

FM、懒人听书、蜻蜓FM等音频平

台凭借着优质内容和便利的服务，

已牢牢占据了国内有声书市场头

部位置。满足公众对优质、多样音

频内容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升编辑

策划和内容创作能力，将是各平台

未来的发力点。

目前在各大平台上播放量靠

前的有声书，以娱乐性和故事性强

的作品为主。在喜马拉雅上，小说

《庆余年》的收听量超过 9870 万

次。据统计，网络文学有声书和出

版物有声书的占比大致为7∶3。掌

阅有声书业务负责人分析，网文有

声小说对于读者的专注力要求较

低，这是其更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虽然网文有声书比出版物有声书

多，但出版物有声书已经在内容质

量和收益水平上呈现越来越好的

态势，出版物有声书会是接下来有

声书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这些年纸质书销量保持平

稳，出版业需要开辟新的增长点，

有声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北

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天

舒说：“现在纸质书、电子书、有声

书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

出版单位如果不去开拓新的渠道

和形态，路会越走越窄。”去年北

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部作

家叶广芩的儿童体裁的小说，销量

和口碑都很好，于是又约请北京人

艺的导演和演员，进专业录音棚录

制了这两部小说的有声版。

接力出版社目前已在纸质书

基础上开发了500余种有声书，覆

盖少年儿童、大学生、白领等读者

群体。去年上线的《小天鹅睡前故

事》《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有声

书产品，受到读者好评。接力出版

社副总编辑马婕说，目前有声书的

盈利能力虽然还不及纸质书，但是

已远远超过 2017 年之前的营收，

甚至与电子书的盈利能力比肩。

《平凡的世界》有声书，在喜马

拉雅上的播放量已超过 3300 万

次，上千读者给出了满分评价。

“纸质版《平凡的世界》累计售出

了 1000 多万套，像这样‘自带流

量’的头部图书，其有声版上线后

也迅速成了头部产品。”出品方负

责人黎遥说。

中国出版集团整合旗下人民文

学出版社等丰富出版资源，在喜马

拉雅已上线300多种有声书产品，

收获了40多万粉丝。人民文学出版

社还搭建“人文读书声”有声小站，

实现听书、看书、看视频等多种阅

读方式的融合，已积累约5万用户。

有声书会冲击纸质书吗？从目

前看，有声书推出后反而促进了纸

质书的销量。

马婕说，有声书和纸质书拥有

不同的传播介质，它们对应的是用

户不同的使用场景。有声书更多地

呈现出一种伴随属性，比如它常出

现在人们的通勤路上、睡觉之前。

有声书和纸质书不是替代的关系，

而是相互补充。她举例说，去年 4

月，《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纸质书、

有声书、电子书在各渠道同步上

市，纸质书首印30万册迅速售罄，

至今已加印4次，有声书播放量超

过 1000 万次。纸质声电三种不同

形态的内容产品联动发力，能更大

化呈现出IP价值。

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丛

书是文史类普及性读物，深受读

者欢迎。从 2018 年开始，北京出

版社开发了《大家小书》有声版，

分为 25 期放在喜马拉雅上供读

者免费收听，共收获 31 万次的播

放量。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

说：“虽然没有统计过有多少读者

是听了有声书后去买的纸质书，

但纸质书销量增加的事实，至少

说明二者之间有相关性。”黎遥认

为，截至目前，有声书、电子书对

纸质书的影响都是正面的。

并不是所有图书都适合做成

有声书，能有效转化成有声书的资

源其实是有限的。不久前，北京一

家出版社在清点版权资源时发现，

在七八千种图书中真正适合做成

有声书的不过200余种。

黎遥认为，故事性强的内容

更适合做成有声书。“有些内容

靠声音这种介质难以承载，比如

一本写满化学公式的专业书，声

音很难解释清楚。”他说，有声书

不是找个人把书稿念一遍，而是

二次创作，对内容的把关非常考

验编辑的鉴别力。

电子书、有声书的加入也促使

出版机构改变工作流程。马婕说，现

在电子书、有声书、交互电子书的策

划前置到纸质书策划的过程中，编

辑不得不在图书策划的时候，兼顾

其他阅读形态甚至新媒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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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守望人》
成都首映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月 15日，

“四川制造”的电影《守望人》在成都

首映。

影片讲述了西藏边区一户牧民两

代人守护家乡的感人故事，他们用真

挚坚守与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家国情

怀的深刻内涵，用质朴的民族情愫抒

写了小人物的大国情怀。故事精彩，画

面精美，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了夫

妻、兄弟、父子、父女之间纯朴的感情。

据介绍，影片全部在美丽的甘孜

州全景拍摄，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

了藏族青年男女的优美形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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