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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图书馆”服务实践的研究

——以福建省图书馆“4·23”网络直播为例

刘丽清 陈 顺（福建省图书馆 福州 350001）

摘 要 网络直播的出现，为图书馆提供了一种新的服务方式。本文基于笔者对网络直播的观察，并

以福建省图书馆“4·23”网络直播为例，探讨“网络直播+图书馆”的服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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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发展，各种 APP 应用层出不穷。在即时通信、微

博社交、综合电商、综合资讯 4类 APP 应用之外，网络直播 APP 应用也迅速崛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为 95.1%。网络直播用

户规模达到 3.44 亿，占网民总体的 47.1%。

网络直播市场潜力巨大，随着资本的不断涌入，大有迅猛发展的势头。早先发展的陌陌、YY、斗鱼、

花椒等网络直播平台已具有一定市场规模，腾讯、新浪、乐视、盛大、PPTV 等平台也积极跟进，相继开通

或投资网络直播业务。现在的媒体报道，常把网络直播呈井喷式发展的 2016 年称为网络直播元年。

1 网络直播

1.1 网络直播的定义

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将网络直播定义为：指同一时间通过不同网络平台观看现场实时视频的网络服务

方式。目前，网络直播服务主要包括体育直播、真人聊天秀直播、游戏直播和演唱会直播。

网络直播从技术层面上可分两类，一是将电视信号通过采集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电脑，实时上传网站

供人观看；另一类则是在现场架设独立的信号采集设备，将音视频导入导播端，再通过网络上传至服务器，

发布至网址供人观看。
［1］

笔者认为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直播”，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网络直播”。

1.2 网络直播的特性

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曾提出“补救性媒介”的概念。他以墙、洞、窗户、窗帘为例，提出：“任

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

偿。”
［2］

基于这种观点，可以说网络直播是一种补救性媒介，它是对图文直播、电视直播等传播形态的补

救。因为是对过去媒介的先天不足的补救，网络直播的特性才更为突出。

1.2.1 实时性。通过网络直播，信息接收者可直接观看到现场的实时活动状态，具有传播的实时性特征。

图文直播只能依靠图片和文字这样的媒介符号对现场进行阐释，图片和文字在编辑完成后发布，相比于网

络直播，图文直播显然在时间上较为迟滞。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网络直播显然是信息接收者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它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接收者提供了一双千里眼和一对顺风

耳，帮助打开看世界的另一个窗口。

1.2.2 互动性。网络直播，尤其是真人聊天秀直播，观众可通过弹幕向主播提问，主播对观众的弹幕内容

作出回应，形成观众和主播之间的互动。很多明星已经意识到，网络直播的互动性能为自己的亲和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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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参与网络直播，粉丝希望明星念一段文字或者回答某个问题，当明星念完文字或者回答提问之后，粉

丝会更积极地参与到直播的过程中。在传统的电视直播中，观众只能仰视高高在上的电视频道，观众的任

何言语丝毫影响不了直播的内容和方向。而在网络直播中，观众可以介入到直播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剧情的发展。

1.2.3 社交性。网络直播根植于互联网，作为新型社交媒介，具有社交性特征。网民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

程中，可通过弹幕或评论栏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也可以回复其他人的评论。一个网络直播间，就是一个

暂时的虚拟社群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网民交换对直播的各种意见看法。借助于网络超链功能，网民还可

以将正在收看的网络直播分享给好友，好友还可能继续分享给其他人观看。分享是人的天性，加之“新闻

的骚动已经渗透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3］

，网络直播分享以滚雪球式吸纳更多人参与。显然，这种社交性

不仅体现在直播间内部，还体现在直播间内部与外部之间。

2 图书馆服务

在 2016 年底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

了明确说明。这里主要结合其中的开展全民阅读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探讨。

2.1 开展全民阅读

长期以来，图书馆就以推动全民阅读作为自身使命。福建省图书馆在 20 世纪创立之初，就明确提出

“图书馆是培养意志、陶冶性灵的社会文化中心，普及教育唯一的利器”
［4］

。近年来，我国更是将全民阅

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每年的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旨在

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已成为图书馆界的重要节日。

2.2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书馆提供的日常服务带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如福建省图书馆常年举办各种文化主题的

展览和讲座；正谊书院已开辟为传统国学和国民礼仪的教育基地；“福建文化记忆”数据库群建设记录了

福建特色的手工技艺、习俗节庆等文化遗产；开辟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阵营，创新表达方式，传播文化

魅力。近年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提升到更重要的高度，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可以说，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有可为。

3 福建省图书馆“4·23”网络直播

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图书馆，是否可以借鉴网络直播这种传播形式，更好地开展图书馆服务？在

2017 年 4 月 23 日即第 22 个“世界读书日”之际，福建省图书馆与新浪福建合作，做了一次“网络直播+

图书馆”的尝试。

3.1 直播内容

面对“4·23”丰富的活动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推动全民阅读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贯

穿其中，进而确定直播内容。经数易其稿，本次活动直播内容及时间安排如表 1 所示。

表 1：福建省图书馆“4·23”网络直播内容安排表

（直播时间：2017 年 4 月 23 日 上午 9:00-11:45）

时间 直播环节 内容介绍 机位

9:00 直播开场 主持人开场，介绍世界读书日直播内容 移动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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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10 仪式现场 诗歌朗诵会 固定机位

9:10-9:25 小编探馆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小编探馆，包括介绍移动

图书馆、数字资源和自建资源等
移动机位

9:25-9:30

介绍展览
探馆结束，镜头切换到一楼现场，由主持人介

绍“以文会友——中国传统文人雅集”展览
移动机位

机动安排
采访到场的读者：“你经常到图书馆吗？”“给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
移动机位

9:30 转场 镜头回到仪式现场

9:30-10:00 仪式现场

①第二届“读吧！福建”读书征文活动颁奖

②书香八闽——百家图书馆联动启动仪式

③福建省图书馆与海峡卫视、新华网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④“福建文化记忆”《两岸春节》《丝海探源》

首播式

⑤海峡卫视《天下妈祖》入藏仪式

固定机位、移

动机位切换

10:00-10:05 打印缩微报
主持人介绍今天现场有哪些活动，重点介绍打

印缩微报
移动机位

10:05-11:45
“福州诗词状

元”大赛
“福州诗词状元”大赛之决赛和状元争霸赛

固定机位、移

动机位切换

11:45 结束语 主持人结束语，直播结束 移动机位

这次的网络直播主要由 4大块内容组成：小编探馆、仪式现场、“福州诗词状元大赛”以及其他现场

活动介绍。小编探馆带有揭秘性质，小编带领广大网友参观省图办公环境，介绍省图服务。仪式现场是当

天的官方主活动。“福州诗词状元”大赛自启动以来，在福州城内已形成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也是这次

直播的重点内容。其他现场活动如“以文会友——中国传统文人雅集”展览主打 AR、VR 技术亮点，现场

打印缩微报服务可根据读者提供的日期打印一份当日的缩微版《福建日报》。

3.2 直播效果

当天的网络直播通过以下平台发布：新浪视频直播间、新浪新闻 APP、手机新浪网、新浪福建网站以

及@新浪福建 官方微博、@福建省图书馆 官方微博、福建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网友通过这些平台均可收

看到现场活动盛况。据直播平台的统计，这次网络直播共有 16 万余人次在线观看。

3.3 舆情分析

在新浪福建网站下的视频直播专题页面，共收到来自各地网友发布的 124 条评论。分析评论内容，可

看出网友的舆论倾向（见表 2）。

表 2：福建省图书馆“4·23”网络直播舆情分析

舆情类型 评论数量
表肯定的

评论数量

表质疑的

评论数量



4

对阅读本身的态度 49 49 0

对图书馆机构的态度 12 12 0

对某项直播内容的态度 21 21 0

对“4·23”活动的态度 18 17 1

其他 24 24 0

总计 124 123 1

在这些评论中，有“开卷有益，所以说要多看书”之类对阅读本身的评论；有“这是在福建省图书馆

啊”之类对图书馆机构的评论；有“诗词状元大赛这活动不错”之类对诗词大赛或缩微报等直播内容的评

论；有“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之类对“4·23”活动的评论。其他类评论中，以关注直播主持人、

小编外貌之类的评论居多，这也间接说明直播主持人在直播中占有重要作用。舆情分析还可看出，绝大多

数的网友对本场直播持肯定态度，仅有一条评论“你看这些年轻人是在真的用心读书吗？”是表质疑的。

4 “网络直播+图书馆”服务实践的启示

4.1 善用互联网思维，塑造活力亲和的图书馆形象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着整个社会面貌；网络直播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周遭的媒

介生态环境。商业巨头万达集团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发布会，甚至员工餐厅、宿舍等进行直播，就是借助

网络直播做企业营销的成功案例。善用互联网思维，引入网络直播，这对于图书馆来说也是扩大影响力、

进行自我宣传推广的机会。网络直播的实时性、互动性、社交性，将为图书馆塑造活力、亲和的形象。

4.2 坚持读者至上，满足读者信息需求

对于图书馆来说，观看网络直播的广大网民，也都是该馆潜在的读者。这就要求图书馆在做网络直播

的过程中，要多考虑如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在直播前期就要有充分的策划和准备，比如在传统的借还

书服务中，有哪些智能化服务？如何获取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如何查看图书馆的自建资源？周末的汽车图

书馆会开到哪里？如何查阅民国文献？……这些对于读者有用的信息需求都可以成为直播的展示点；同时

也应该做好功课，以准备回答读者的在线提问。

4.3 牢记图书馆的服务使命，提供有价值的直播内容

涉黄、暴力、假慈善……和其他社交媒介刚出现时的情况一样，当前的网络直播也呈现出明显的娱乐

化、低俗化倾向。网络直播产品海量化，而内容却呈现低俗化，这不免让人想起 2000 年尼尔·波斯曼在

《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报告中发出的忧虑：“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

图书馆肩负着开展全民阅读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围绕这一使命开展的相关服务活动，能在很

大程度上确保图书馆的网络直播内容是传播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有价值的产品。在图书馆服务使命召唤

下，对直播内容进行有效把关，这也是图书馆做网络直播的优势所在。虽然短期内不能以图书馆一己之力

改变如今的直播乱象，但也可以为网络直播带来一缕和谐的清风。

5 结语

网络直播的出现，为图书馆提供了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当前学界和业界对于“网络直播+图书馆”的

研究还很少。笔者基于对网络直播的观察，结合自身策划网络直播的体验，探讨“网络直播+图书馆”的

服务实践，以期抛砖引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实践研究不断挖掘网络直播的潜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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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开创图书馆服务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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