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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宫建华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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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4.99元听一本书，约花费一元钱就能听一节商业大咖的课，十几元钱就能让专业达人为自己答疑解惑……

触屏时代 付费阅读将迎来春天？
□本报记者 董盈

支付4.99元听一本书，约花费一
元钱就能听一节商业大咖的课，十几
元钱就能让专业达人为自己答疑解
惑……据报道，豆瓣近期宣布，其上
线内容付费产品“豆瓣时间”，5天销
售额破百万元，订阅用户 7 天过万，

“得到”、“喜马拉雅FM”、“分答”、“知
乎live”等，越来越多的网络平台纷纷
涉足付费阅读市场，付费阅读的热度
逐渐攀升。互联网支付手段日趋便
捷，为内容付费习惯逐渐养成，越来越
多的人愿意为获取经验、专业知识等
付费。而付费阅读的内容、形式也不
再局限于最初的网络文学、电子书，音
频阅读、有偿问答等多元形式近来颇
为流行。人们热议，付费阅读的春天
是否到来？付费阅读模式对原创内
容、海量网络信息的筛选等有何益
处？实现内容持续变现还需注意哪些
问题？未来网络上付费阅读会否成为
一种大趋势？日前，记者进行了采访。

模式翻新
几元钱实现与大咖零距离沟通

新媒体时代，仅以文字形式呈现已经满足不了当下读者，
尤其是 90后、00后人群的阅读需求，例如近期热播的文化类节
目《朗读者》赋予文字以故事，将文字声音化、故事化形式的阅
读受到欢迎。记者通过对“得到”、“喜马拉雅 FM”等平台的了
解发现，听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类内容，内容涉及中外文学
书籍、杂志刊物等，既有全版书的全文朗读，也有解读版，有的
书刊由一些知名人士朗读，加之配乐、声效等，让人们在碎片化
的时间里读一本书变得更轻松、便捷，几元钱听一本书很常见。

听书可能还属于文学范畴，付费阅读平台邀请各个领域的
专业人士或佼佼者开设的付费专栏也颇受欢迎，内容涉及生活
的方方面面，提供职场攻略、情感辅导、创业指南、法律咨询、医
疗养生建议、金融、外语等专业知识学习等，给人感觉就像是公
开课。用户一次性付费，就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听作者发布在
专栏里的内容，一年 100元到 200元之间的费用很常见。以“豆
瓣时间”推出的首期付费专栏《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
课》为例，共 102期音频节目，定价 128元。这样用户每期节目只
需花约 1.2元便能听著名诗人、诗歌译者和专家打造的诗歌课。

除了音频阅读，诸如付费语音问答应用“分答”；知乎旗下
的“值乎”、“知乎 live”；新浪微博的“微博问答”等有偿问答模
式，凭借语音问答、偷听、互动提问等多种形式带给用户新鲜体
验。怎么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格、面试的时候怎么应对HR的各
种问题……与音频阅读平台上开设的专栏相似，付费问答模式
也主要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牛人、名人等，根据自身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等回答用户的提问，用户支付费用进行参与，如

“分答”还推出其他用户可以付费“偷听”的方式，让内容价值得
到反复利用。

“在QQ阅读，有一个大神说，读者可以花几分到几块钱向
作者提问，作者语音回答他的问题，其实这就和付费语音内容
相似，只不过是对小说内容或者写作技巧的问答。我觉得这是
一个知识快速共享的趋势。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吸引用户
付费，其实这与用户的兴趣爱好有关”，我省著名网络作家鱼人
二代坦言。

用户精分
持续变现做好内容拓展与保鲜

付费阅读模式对于原创内容来说是利好消息，鱼人二代
说，“付费阅读其实是对原创者劳动的回报和鼓励，毕竟有收入
支持，可以让创作者不用担心生活压力，专注地继续创作”。此
外，互联网海量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从中筛选优质内容需要花
费时间成本，很多人认为，付费阅读可以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
行优胜劣汰、去粗存精，进而倒逼有价值内容的脱颖而出。鱼
人二代表示，在网络小说中，签约是有门槛的，上架销售也是有
一定要求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现在，付费的内容基本都有
免费的试读部分，让读者找到自己喜欢的优质内容，而读的人
多的，自然排名高，达到脱颖而出的效果。我省旅游名博冰城
馨子也认为，结果未必这么乐观，因为付费与否并不能判定内
容的优劣，很多优质的内容也不见得就在一些所谓著名的公众
号里面，这还要看受众的选择与喜好。

表面上看，付费阅读仿佛是回归到从前的付费订阅报刊杂
志，但不能忽视的是，网络属性下的读者群已经发生了变化，相
比音乐、影视、文学等，问答类仍显得比较小众。新媒体时代的
读者更趋于分众化，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一些讨论的话题也非
常小众，所以决定付费与否的可能并不是知识的含金量。例
如，有人提问某平台上的互联网高管，“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
看一本书，你会看的那本书的名字是？”；有人提问某名人对某
某在微博上诋毁他的形象怎么看等，付费阅读的人群中有很多
人追求精英知识，提升自我，实现与大咖之间的沟通，同时当中
也不乏追求娱乐化、猎奇、窥探心理等的人存在。据悉，“分答”
上线后曾邀请王思聪、李银河、周国平、罗振宇、汪峰，章子怡等
众多明星大咖等参与，互联网付费内容似乎还是没能离开“粉
丝经济”的套路。

付费阅读通过“内容变现”，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付费平台
上通常是一些专业知识、经验或与“粉丝经济”相关的内容。黑
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影视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张珊珊分
析，“付费阅读内容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生活的、娱乐的，都占有
相应的市场份额。付费阅读可以更多维度地拓展，建立更开放
的平台，纳入更多元的内容。互联网的自由与动态属性，也要

求付费阅读实现同步追新求变，不拘泥于单一形式。”在原有平
台基础上，做垂直领域的精分细化，也值得尝试。与此同时，在
某付费问答平台上可以发现，很多关于职业生涯规划、情感困
惑等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一条语音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平台
上一些专业人士给出的答案也比较泛泛，用户会否愿意长时间
为此付费、用户新鲜感能维持多久等问题都尚有待观察。

告别免费
自媒体人入局尚需谨慎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平台入局付费阅读市场，有人认为，
共享经济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付费阅读是一种大趋势，有很大
的市场空间，尤其是当注册量庞大的微信公众号屡被传出要
推出付费阅读功能，很多人觉得，付费阅读即将迎来春天。然
而，鱼人二代表示，平台付费阅读其实是一种普及各类用户群
体的手段，毕竟每个人用APP的习惯是不同的，在自己常用的
软件里看书，更容易引发阅读兴趣。如果微信公众号开通付
费阅读，可能是对阅读功能的进一步完善，接通更多更丰富的
内容。

未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开展付费阅读的大军
当中？冰城馨子表示，虽然现在愿意为知识付费的人变多了，
但即便微信公众号推出付费阅读的功能，有多少人会选择开

通这项功能尚不可知。一些“大号”或有专业运营平台操作的
自媒体号或许会尝试付费阅读，但对于很多自媒体人来讲，即
便已有一定的品牌基础，现在可以做付费阅读的可能性也还
比较小，更多的还是注重分享与推广去吸引读者，增加影响力
与点击量。虽然不知道付费收入有多少，但现在信息获取渠
道广泛，读者选择空间很大，付费阅读极有可能会影响点击
量，自媒体人入局还需谨慎。

对于一般的自媒体人来说，想做成如“得到”这样的综合
平台并不容易，况且即便是“得到”、“喜马拉雅 FM”上也依然
存在免费的知识新闻、音频等，以此来维持用户粘性。在张
珊珊看来，付费阅读是网络时代对知识的尊重，呈现着不容
小觑的发展态势，相信在媒体时代终将拥有一席之地。但付
费阅读最大的瓶颈在于能否实现物有所值的价值感，能否有
效解决用户的问题，满足用户的付费体验，这是关系付费阅
读能否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元素，而维护好提供咨询的
主体，则是付费阅读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一时的名人猎
奇、热点追逐，似昙花一现，很难培养高忠诚度的客户群，而
没有用户资本持续追加的保证，付费阅读就难以为继。对市
场的精准定位，对互联网生态的动态把握，对咨询主体与用
户资源的有效对接才能让付费阅读走得更远。专业性高，与
百姓生活紧密、关乎民生的问答类付费，相信在未来会成为我
们生活的一部分。

宫建华：难忘“梵高小屋”里学画历程
□本报记者 杨宁舒

有人说，真正的爱，是不需要坚持的。从小爱画画的宫建
华，在艺术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从背着画具到少年宫
学画的懵懂女孩，到如今知名的女画家和博士生导师，绘画早
已融入了她的生命，她也因此与电车街12号——曾经赫赫有名
的“省报大院”，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我亲切地叫它“梵高小屋”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省报大院里走出了近百位
大学生。这与大院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艺术氛围有关，也与当
时这里特殊的生活环境有关。那时候的人，生活是敞开的，带
天井的圈楼，把 83户人家的生活紧密连在一起。这里住着厨
师、木匠、瓦匠等手艺人，也住着编辑、记者等文化人。虽然生
活简陋，房屋窄小，但是人们的心里是快乐的，家家户户都把
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最快乐的是孩子们，大院里的孩子总在一起“扎堆儿”，
一会儿去学体育、一会儿去学音乐，一会儿又去学美术。大
人们得空就会指导他们，今天是张叔，明天是马叔，后天是王
叔……这样自由的选择，反而激发了孩子们内在本然的爱
与兴趣，与自己的天赋才华不期而遇。

最终，孩子们把目光聚焦在绘画上。1969 年，大院三楼
来了新住户，他就是连环画《闪闪的红星》的作者王纯信。
都知道王叔画连环画厉害，大院里的十多个孩子蜂拥而上，
仲伟生、王铁成、纪连路、纪连彬、王聪、王绘……这些后来
都成为艺术家的孩子，开始系统地跟王叔学画画。

宫建华走进省报大院，是因为这里出了一位大学生！
1977 年恢复高考，刚上高一的纪连彬，与哥哥姐姐们一起报
考了鲁迅美术学院，他以文化课第一名的成绩被鲁迅美术
学院录取，也成为省报大院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宫建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与省报的编辑卢昌宏是朋友，
他主动说，你女儿这么爱画画，我给她介绍一个老师吧。这
样我就到了省报大院的纪家，在纪家一个不到 8 平方米的
小屋里，我、仲伟生、纪连路一起，跟着省报的美术编辑马绍
义学画画。回想四十年前，连彬考取鲁迅美术学院时，在哈
尔滨道里区这“疙瘩”可是不啻于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以
至于我和其兄纪连路等兄弟姐妹，整日跻身在他曾学习过
的那间斗室里“发奋用功”，认定那块方形的屋子里，连彬已
经给我们留下了考取艺术院校的勇气和仙气，虔诚追拜。
至今，我依然亲切地叫它——梵高小屋。

闪光的回忆温暖人生

每每回忆起在“梵高小屋”的学画经历，宫建华的内心
总是充满了快乐与感恩。她说，连彬与连路的父亲纪明才，
是省报的厨师，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纪师傅。纪师傅为人热
心厚道，那时我们痴迷画画，经常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还

在画画。他就从食堂打饭回来给我们，报社的馒头和花卷
非常好吃，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纪家有一种叫“高乐
高”的咖啡味饮品，经常给我们冲水喝，说是补充营养。连
彬的妈妈人也很好，有一次我画画累了，她就招呼我到床上
跟她一起睡个午觉。那时候的生活，简单而快乐，以至于回
忆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温暖和熟悉的味道。

宫建华从小喜欢画画。小时候，父母上班也无暇顾及
她，她就和姐姐在家里画画，越画越喜欢，越画越刻苦。后
来，父母发现她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就送她到哈尔滨市文
化馆和工人文化宫学画。 1978 年，19 岁的宫建华走进了

“梵高小屋”，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的绘画，直到第二年她
顺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绘画系，圆了大学梦。她说，虽
然时光短暂，但是“梵高小屋”却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难忘
的记忆。

1979 年夏天，宫建华和她的小伙伴们背着画具、带着
盒饭去挤公共汽车，准备参加高考。那时连个自行车也
没有，等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眼看要迟到了，还是纪
连路胆子大，他走到前面跟工作人员说了情况，热心的
人们让他们几个先上了车，这才没有迟到。宫建华说，
我还记得当时家里给我带了最好的伙食——柿子炒鸡
蛋。本来，我妈不让带鸡蛋，说是怕考“零蛋”。但是我
爸坚决地说，咱不信那个！

后来，仲伟生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宫建华考上了
哈尔滨师范大学，纪连路在两年后考上了鲁迅美术学
院。因为这段经历，宫建华与纪家像亲人一般，一直保持着
联系。大学毕业后，她还回到大院里看一看。纪师傅 90 岁
寿宴，她赶来参加，已经遗失了大部分记忆的老人，居然清
晰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并且认真地说，你没老！

艺术源于内心 自然生发

时光流逝，日月匆匆。到了知天命年纪的宫建华，已成
为国内知名的女画家，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
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等职，同时担任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
工笔重彩画学会理事、中国女画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她曾赴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研修，跟
随潘絜兹先生学习传统工笔人物画；1989 年，又进入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蒋采苹先生主攻重彩人物画方向；一
年后，其借调中国画研究院从事展务工作，接触到了许多大
家，如叶浅予、李可染、黄胄等等。每天同名家们近距离的
接触，使宫建华受益匪浅。

她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想画什么取决于内心的冲
动，与个人的心境和个性极有关系。仅靠技巧是很难说明
的，怎么画和画家自身的气质有关，一切必须出自自然，由
一种艺术的脾性中自然生发出来。

从艺几十年，宫建华著有《重彩人物技法画例》、《当代
重彩人物画新领域》、《黑龙江美术批评纵观》等专著多部，
作品参加全国第八、十届美术大展等重要国内外展览，并被

中国美术馆等专业机构收藏。她主攻工笔重彩，创作了“绿
色田野”“哈尔滨风情——咖啡馆”“西藏人物”等多个系列
作品，近年来又开始探索水墨写意画。她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创作与生活相结合、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创作方
法，以传统为本，兼容并蓄，多元共进。

美术评论家王璞山评价说，宫建华的工笔重彩人物画，
用色丰富多样，要么突出一色，要么表现色彩斑斓。在着色
技法上，她不仅使用传统染法，还采用现代积彩等技法，使
画作达到理想的肌理效果。一般画家多追求以形写神、形
神兼备，而宫建华则擅长使用变形夸张手法进行表现。她
习惯用圆润饱满、莹润洁白的面容来表现女性，用丰满的躯
体表现身姿，画面环境中若有花鸟陪衬，亦多作变形夸张处
理，同人物的形象相一致，给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其画作
中着意突出人物的眉眼和嘴，经常采用夸张手法予以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中的女子光着脚奔跑，表现了一种自
由、轻松、欢快的心态。其工笔重彩画并非全然追求写实的

“再现”和对客观对象的真实“描述”，她始终强调“传神”及
“写意”这两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特征。她的写意人物画
作则追求一种人物与花鸟完美融合的境界，给人耳目一新
之感。

因为“梵高小屋”，宫建华与黑龙江日报结缘，现为黑
龙江日报画院名誉院长，她多次参加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冰雪笔会”，其作品被集团收藏。 2012 年 5 月，为支持黑
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救助“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艺术
品义卖会，她捐出了自己的重彩工笔画《蕉荫》，以全场最
高价拍出。

曾经的启蒙老师、黑龙江日报退休美术编辑马绍义评
价她说，宫建华是个爱笑的女孩儿，重情重义。她活得率
真，所以她的作品也是真实而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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