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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浸式体验与文学作品深度解读的融合

郑希贝

湖北大学　湖北武汉　430062

摘　要：本文对文化类节目《一本好书》进行了全面剖析。在节目模式方面，其主题围绕名著展开，活动涉及喜剧演员、

谈话嘉宾与现场观众的协作；场景和模块采用独特舞台布置与多形式呈现；环节和程序为双现场模式，包括背景介绍、现

场表演与嘉宾解读。节目创新体现在文本叙事与舞台叙事融合，以及第一现场戏剧表演与第二现场评阅的巧妙结合，分别

给予观众沉浸式视听 “阅读” 与探索式深入思考。该节目以独特模式、创新手法和多元宣传策略，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文化交流融合，推动阅读模式发展，在文化类节目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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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快节奏的时代，海量的信息如

汹涌的洪流般不断冲击着我们，各种碎片化的资讯令我们目

不暇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似乎渐渐习惯了浅层次的

信息浏览，而真正静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与深入思考却愈发

显得奢侈难得。

《一本好书》它独具匠心地运用场景式演绎方式，彻

底摒弃了传统枯燥的学习模式。本文将从节目模式的精巧构

建、节目创新的独特亮点以及节目宣发的多元策略这三个关

键方面，对《一本好书》节目展开深入剖析，全力探寻其中

具有可复制性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未来文化类节目开辟崭新

的发展思路，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 节目模式剖析

通常把一个具体的固化的节目形态叫做节目模式模式

的外部形态又叫版式。 “在结构主义看来事物的本质不在

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有

机的系统这就是结构。” 节目模式是由节目模块（板块 ) 或

节目环节结构而成的。不同的节目模块适合承载不同的传播

功能（谭天，2009）。将《一本好书》节目所形成的创新性

节目模式进行剖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节目的主题和

活动；二是节目节目场景和模块；三是节目的环节和程序。

1.1 节目的主题和活动

文化类节目主题决定着节目文化内涵的表达，清晰明

确的主题指导节目内容的呈现。从节目主题上分析《一本好

书》的每期节目主要是围绕一本名著展开，节目根据书籍内

容确定每期节目所要表达的主题。节目活动是指围绕节目主

题所包含的人物和活动，简单的来说，围绕节目主题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在这当中“who”和“what”两个元素的设计

要符合节目主题。在《一本好书》当中“who”可以包括三

类人群，首先第一现场——喜剧演员，其次第二现场的谈话

嘉宾，最后是现场观众。“what”对应的就是上述三类人群

所需要完成的活动，即戏剧演员要完成第一现场的书籍内容

的场景还原，谈话嘉宾负责对原著书籍的剖析和解读，现场

观众的存在对于节目的完整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现

场反馈和引导屏幕观众情绪。

表 1  第一季

期数 节目主题 节目书籍 书籍作者

第 1 期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威廉·萨默赛特·毛
姆

第 2 期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第 3 期 《三体》 《三体》 刘慈欣

第 4 期 《人类简史：从动物
到上帝》

《人类简史：从动物
到上帝》 尤瓦尔赫拉利

第 5 期 《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第 6 期 《查令十字街 84 号》 《查令十字街 84 号》 海莲汉芙

第 7 期 《未来简史：从智人
到智神》

《未来简史：从智人
到智神》 尤瓦尔洛亚赫拉利

第 8 期 《无人生还》 《无人生还》 阿加莎·克里斯蒂
第 9 期 《暗算》 《暗算》 麦家

第 10 期 《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 阿来

第 11 期 《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罗姆·大卫·塞
林格

表 2  第二季

期数 节目主题 节目书籍 书籍作者
第 1 期 《红岩》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第 2 期 《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 老舍



科研管理
2025 年 7卷 7期

21    

第 3 期 《红字》 《红字》 霍桑

第 4 期 《汤姆索亚历险
记》

《汤姆索亚历险
记》 马克吐温

第 5 期 《头号书迷》 《头号书迷》 斯蒂芬金
第 6 期 《怪诞行为学》 《怪诞行为学》 丹艾瑞丽
第 7 期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

第 8 期 《了不起的盖茨
比》

《了不起的盖茨
比》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
拉德

第 9 期 《简爱》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
第 10 期 《鲁迅杂文集》 《鲁迅杂文集》 崔钟雷

1.2 节目场景和模块

《一本好书》志在全方位突破传统阅读的局限，全力

打造 360 度无死角的深度阅读体验之旅。其核心创意在于融

合 “一本好书” 的思想精髓与 “一出好戏” 的表演张力，

以环绕舞台表演为依托，巧妙穿插《一本好书》中的经典精

彩片段。精心设计的 11 种别具一格的舞台布置，搭配美轮

美奂、精雕细琢的画面呈现，精准捕捉 11 本经典著作的华

彩瞬间，引领观众从多元视角深入挖掘书籍内涵。无论是影

视剧般的生动演绎、话剧式的情感爆发、脱口秀的诙谐解读、

说书人的娓娓道来，还是专业评论的深度剖析，都将这档节

目的独特魅力与闪耀瞬间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广大观众眼前，

极大地助力观众沉浸其中，实现对书籍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

与欣赏。

图 1  《一本好书》第一季“月亮与六便士”节目戏剧现场画面

1.3 节目环节和程序

《一本好书》节目是一个双现场模式交替出现，其基

本环节包括三个部分，首先背景介绍，通过朗读的手段将每

本书的作者、创作的背景等图文信息向观众进行导读，为观

众提供书籍的基本信息和背景知识。紧接着现场表演，第一

现场由演员表演，用特定的、夹叙夹议的方式，将三个片段

串联起来呈现出书的一个局部。每本书刻意地只精选局部章

节，这能够引导观众自发地沉入到遐想之中，达到吸引观众

去寻找和阅读原著的目的。最后嘉宾解读，第二现场则是主

持人与作家、学者、编剧等专业人士围绕舞台剧表演的情节

进行解读。嘉宾的交谈与点评将晦涩的概念简单化，在解读

相关背景的同时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引导观众

从动眼到动脑的迅速切换。

图 2  《一本好书》节目模式

2. 节目创新

2.1 文本叙事和舞台叙事的完美融合

《一本好书》节目开创性地用“戏剧”的形式向公众呈

现一本好书的内容。小说与戏剧是有亲属关系的两大艺术门

类，小说属于叙述体 , 其文本源于叙述者的话语 ; 而戏剧属

于代言体 , 其文本源于人物的话语。前者的传递方式是叙述 ,

文本中总有一个或隐或现的叙述者 ; 而后者的传递方式是显

示 , 其过程中并不需要叙述者（王爱军，2016）。节目借用

“一本好书”作为内容文本，通过融入戏剧中舞台叙事的特

点，打造出完美呈现“一本好书”的导演叙事。节目每期内

容都围绕一本书的内容展开剧本故事改编，采用近于“编剧

家自身讲述”实现剧本故事的“反剧本式的意象性讲述”，

主要是借助编剧家分裂性的主体心灵讲述实现剧本故事，其

“代言”属性更弱，更多的都是某种背景直喻。相对而言其

“直喻体”属性则较强比如现代话剧大部分都是这种。然而

它更是身为“本源述体”的编剧者化整为零实行戏剧叙事方

式的产物。一面无影无踪，一面又无所不在。这么一个讲述

形式通常离“本源述体”最近，离真实理论最远，且主体性

也最强，因而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苏永旭，2003）。这种

导演叙事方式不同于“演员演故事”和“演员讲故事”，节

目更想保留“作者”在其中的身份，再现作者的视角，保留

小说本身的叙事逻辑。作为戏剧创作者来说，保留原书“作

者”视角叙事，同时利用戏剧角色之间对话叙事和戏剧旁白

叙事，可以更加立体呈现出“一本书”的内容并且不失去作

者原本的思想和意境，更好让作者本人和书中人物跨时空和

观众对话。

2.2 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巧妙融合

《一本好书》节目创新形式在于将第一现场的戏剧表

演和第二现场的评阅现场巧妙的融合，利用戏剧每一幕表演

完成后，节目会邀请专家学者在第二现场对第一现场现场呈

现出的原著内容进行分享和分析。下面将分别分析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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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中的作用：

2.3 戏剧现场——第一现场的沉浸式视听“阅读

沉浸式传播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从“感官共振”与“形象

还原”两个层面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在场参与”的沉浸体验

（喻发胜 ; 张玥，2020）《一本好书》节目通过戏剧现场演

绎书中情节内容，给予观众沉浸式视听“阅读”享受，戏剧

的表达形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弥合了与观众的距离感。戏

剧现场能使观众“感官共振”和“形象感知”主要在于现场

场景的搭建以及演员的倾情演绎。首先，《一本好书》运用

了 360 度全景式舞台设计和先进的数控冰屏技术，极大地丰

富了图书内容的戏剧化视觉展现，增强了整体的视听体验。

节目通过灵活切换舞台与观众席的镜头，使得无论是通过电

视还是电脑观看的观众，都能捕捉到现场观众丰富的表情变

化——从沉醉到感动等不一而足，这种呈现方式赋予了远程

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空间参与感。其次，本图书在《一本好

书》节目中的戏剧化呈现各具特色，均紧密贴合原著的场景

描绘。表演融合了角色对话、作者内心独白、影像图文交织

及多样音乐元素，生动再现书中情节与情感。这样的舞台设

计极具沉浸感，引人入胜，促使观众在情感与认知上更贴近

作者心境，轻松实现情感共鸣。赵立新的表演让人们感受到

他的独特魅力，他的身手和眼神都能够把《月亮与六便士》

这本书的精髓呈现出来。他的舞蹈和动作让人们感受到他对

于这个故事的热爱，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中，王劲松用他独特的视角，将万历皇帝一

生中所承担的艰难和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那时候，

我还是个孩子”这句话，将自己置于万历时代，承担起了天

下大义，成就了他神一般的伟大梦想，令观众体会到了他作

为孩子，所承担的责任和艰苦。这句台词触动了观众，引发

了对“人生应循规蹈矩还是追求自我自由发展”的深刻思考。

2.4 评阅现场——第二现场的探索式深入思考

陈晓楠、蒋方舟、朱大可、止庵、吴伯凡、史航等知

名艺术家，他们把复杂的思想变得清晰易懂，把文字的内涵

和社会的真谛紧密结合，让观众深入体会到艺术的魅力。第

二位参与者凭借其丰富的学术背景及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带

来了一次全新的视觉体验，从而让他们对第一次的舞蹈表演

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将文学作品中复杂的情节、人物关系和

主题思想进行简化和解读，使得观众能够更快地与书中的人

物和情节产生情感共鸣。

第二现场在节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将第一现场

与观众连接起来，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这种交叉呈现方式

有助于让观众快速转换视角，从直观感受转向深入思考。第

二现场的嘉宾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

他们以多元化的方式为观众带来解读。通过这种跨学科的讨

论，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书籍的内容，并且能够激发出

不同领域的思维，进而唤醒他们的阅读热情，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多元思维和独立思考的平台。

3. 结语

《一本好书》节目采用双现场模式，结合沉浸式舞台

表演与场景化叙事，以及跨媒介传播与口碑营销等宣传策

略，成功吸引观众关注并激发阅读兴趣。通过舞台剧、片段

朗读、影像图文插播等形式，立体化呈现书籍内容。同时，

第二现场由专业作家或编剧对舞台剧表演的情节进行解读，

帮助观众深入理解书籍。节目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还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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