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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十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有31.6%的成年公民有聽書習慣，有聲閱讀，已成為倍受青睞的個人消遣與自我增值活動，平台也從早期的電台、聽書網站，逐漸發展到一些專門的應用程式。

「聲閱」形式多樣化
有聲書通常由單人錄播，按照原著播讀或進行講播，在2012年以前，它還屬於小眾門類。伴隨着音頻平台崛起與知識付費浪潮到來，有聲書逐漸從點點星火，迅速擴展成有聲閱讀市場的半壁江山。2018年開始推出有聲書的喜馬拉雅APP，如今是這一市場的佼佼者，現在共有超過300萬名主播在喜馬拉雅「說書」，去年APP移動端活躍用戶的日均收聽時長達141分鐘。
隨有聲書進一步發展，其製作也從高產、粗放轉向精細化，產生了廣播劇、多人有聲劇等不同的升級形態。廣播劇常為一個團隊進行錄製，由不同演員扮演不同角色，與有聲書相比更注重對白而省略旁白，常常會在原作基礎上進行再創作。配合背景音樂、音效、聲音剪輯，廣播劇以「不見其人，但聞其聲」的形式，在想像與現實畫面之間留下一線空間，帶給聽眾全新感受。

優質IP「有聲化」
除了形式多樣化，各大有聲閱讀平台也開始出現細分化趨勢。喜馬拉雅平台有聲書欄目包括了文學名著、歷史專區、國學經典、懸疑推理等多個頻道，不同的讀者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凱叔講故事」APP則針對兒童聽眾，提供大量來自國內外的經典兒童故事，成為小朋友的成長陪伴；「懶人聽書」APP則通過與閱文集團、中文在線等網絡原創平台合作，有聲化改編網絡文學IP及國漫作品；「貓耳FM」則多產出二次元音頻、有聲漫畫及廣播劇等，深受年輕用戶歡迎。亦有不少自帶流量的知名IP，因有聲化而再掀熱度，比如最為炙手可熱的科幻小說IP《三體》就與國內知名配音團隊「729聲工場」合作，通過調整原著結構形式、增加多層次音效，打造出的廣播劇深受聽眾歡迎，目前已在喜馬拉雅平台更新至第五季，收聽量達8,859萬次。

數字時代，音頻深入人們生活的每一罅隙。如今，通勤路上除了聽音樂、電台，更多了

「聽書」這一新選項。在捧起書本閱讀已成奢侈事的當下，有聲閱讀應運而生，成為國民

閱讀「新寵」。在各大音頻平台，越來越多的文字作品在朗讀或是聲演中化成音頻，為熱

愛閱讀的人們提供解放雙眼、「聽見」世界的片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今年香港書展，新雅文化帶來了與「知書」平台合作出版的《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有聲版，這是全港首套匯集多位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有聲書。新雅文化編輯經理劉慧燕告訴記者，這一有聲產品選取了新雅出版近10年的同名經典系列中的代表性作品，以粵語、普通話雙語錄製，是希望可以為香港、大灣區甚至內地的小聽眾以新方式呈現跨時代經典。劉慧燕提到，一些專家認為並非每個人都適合用視覺獲取知識與信息，聽覺、觸覺都是可以開發的感官。同時，疫情之下令學校授課學習都轉為線上，「聽書」對過度用眼的小朋友而言也成了一種放鬆愉悅的活動。但是她也認為，比起歐美及內地，香港

有聲書市場尚未達到蓬勃狀態，對於「聽書」這一新的閱讀方式，讀者仍抱持疑問：「家長也尚未知道有聲書對於小朋友有何益處，和紙質書有什麼區別，所以我們不止要推廣產品，更多是要幫助大家去接受這種方式，這是有些難度的。」
不過，當有聲書在內地、歐美越來越受歡迎，相信這種氛圍也慢慢會影響香港，提高香港讀者對有聲閱讀的接受度。劉慧燕講起不少港人在運動、通勤時習慣聽播客和有聲書：「比起聽音樂，聽這些會感覺時間過得更快。」她認為在香港，實用性書籍轉化成有聲書大概率會比較受歡迎：「比如教人如何理財、如何職場

處事的書，因有知識要入腦，所以聽比看文字要容易，因為好似有人同你講緊一啲嘢。」不過她也強調，有聲書是否受歡迎最終還是取決於本身內容是否優質：「一般紙本書賣得好，轉化成有聲書才吸引讀者。內容本質上沒有改變，只是形式轉變了。」

內地知名配音公司「冠聲文化」，致力於有聲產品的出品及製作，目前已推出千餘小時的有聲讀物，在各大平台播放量累計近6億次，其中包括改編自知名網文 IP 的《斗羅大陸》、演員劉敏濤擔任主播的泛知識節目《宋朝小日子》、耽美題材的《穿到明朝考科舉》，更有經典文學改編廣播劇《浮生六記》《台北人》等。
「冠聲文化」聯合創始人兼副總經理劉歡告訴記者，有聲產品的幕後製作過程其實比想像複雜，由前期選擇 IP、策劃、改編、搭建劇組到錄製編曲等環節，耗時可長可短。比較符合有聲產品敘事結構的，改編難度小，3至 4個月可完成；另一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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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滿足用戶的需求：「用戶最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舒適度；是戴上耳機播放時，作品是否引人入勝，改編又是否呈現了他所喜歡的原作部分。」
經典難改編但盡力做
劉歡認為目前大眾「聽書」習慣尚在養成中，因此選擇IP時，公司傾向於選擇原著比較受歡迎的作品：「目前階段用戶接觸和認識IP的第一渠道不是音頻，而是出版物、網文、電視劇，如果故事剛好是他所喜歡的，而他又習慣於用音頻獲取信息，才有可能對有聲產品感興趣。」

儘管如此，「冠聲」還是傾力打造了由經典文學改編的有聲劇《浮生六記》和《台北人》。「難度非常高，一方面因為用戶對原作認知度較高，改編的尺度和分寸較難把握；另一方面經典文學作品改編出來不同於流量作品 ， 市 場 回 報 比 較低。」不過，劉歡仍然認為這樣值得：「經典

文學足夠雋永，生命力很強，即使是十年之後還是會有用戶關注。所以只要資金充裕，我們很願意做這樣的改編。」她透露「冠聲」目前也在和一些國外版權方談合作，今年年底也會推出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改編的有聲產品。

盼提高有聲閱讀地位
目前市面上較多 IP 改編作品，在劉歡看來，這只是有聲產品行業發展的一個階段：「如果有日『聽書』成為比較普遍的習慣，我們也可以不再拘泥於現有的IP開發，而是多做一些原創作品，讓有聲產品成為用戶認識 IP 的首發渠道。」

如今，大眾獲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比起與其他媒介爭奪、佔領用戶的時間，劉歡更希望有聲產品的內容質量提升可以帶動其地位的提高，令之不再僅是文字、視頻之外輔助性、碎片化的選擇。「紙質閱讀是無法被取代的，它的優勢很明顯，規模也更大，需求更高。在未來，有一部分人逐漸養成以音頻獲取信息的習慣是必然，有聲產品不會改變大眾的閱讀習慣，只是為獲取內容提供一個新的選擇。」

有聲閱讀 解放雙眼暢聽世界「「懶人懶人」」請留心聽書請留心聽書

配音工作室品牌化在喜馬拉雅有聲製作平台，不僅有眾多專業播音從業人士或是素人擔任有聲書的講書人，還有作家劉心武、主持人王剛等名人開設自己的播客，講播讀書感悟或古典名著。而廣播劇的興起，也令不少配音工作室脫穎而出，打響品牌。由早年由配音愛好者自發組織、製作的免費廣播劇，到現在由大公司購買原著版權、邀請知名配音工作室演員進行聲演的「商配劇」，見證了「聲音產業」的成形與價值飆升。不少配音演員也成立了自己的團隊、公司，產出廣播劇之餘更「以老帶新」助力新生代配音演員的成長。

大眾「聽書」習慣養成中 產品應緊貼需求

打造兒童文學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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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文化新雅文化：：推廣一種新閱讀方式

推廣一種新閱讀方式

●冠聲出品的《台北人》有聲劇。
圖：冠聲文化官方微博

●科幻小說IP《三體》改編的廣播劇在喜馬拉雅平台收聽量達8,859萬次。
圖：喜馬拉雅官方微博

●冠聲文化的配音演員正在進行圍讀。 受訪者供圖

●「凱叔講故事」平台打造專屬小朋友的作品。

●新雅文化今年推出的有聲書含有10位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作品。

●冠聲的聯合創始人季冠霖，曾為《甄嬛傳》中甄嬛配音。
圖：冠聲文化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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