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人会成为文明与未来的“时光桥梁”
■李真真（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社长）

褪去热度 迎来新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馨宇 采写/整理

过去一年，出版业的数字人经历了由风靡一时的火

热逐渐转向默默无闻。如同区块链、元宇宙、数字藏品等

曾经在业内爆火的概念一样，数字人在出版业“凉”了，可

能是一段时间以来业外人士对数字人所下的论断。

“虽然业外媒体对数字人的讨论已显著降低，但

数字人热度的所谓‘降温’并不是坏事，反而是行业

从概念炒作走向理性发展的标

志。”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产业

研究院院长王建表示。理

性，就是将“概念”变实，

并带来实际的发展与效

益。该公司苏东坡数字

人已在很多场合

“ 亮 相 ”，如

“ 第 五 届

伯 鸿 书

香奖”颁奖典礼上和真人同台主持；在央视的《中国诗

词大会》，以“历史情景再现”的形式为选手出题；在眉

山三苏祠博物馆的展览中，通过短视频讲述自己的家

风故事……

苏东坡数字人是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推出“中华先

贤数字人”项目中的一个数字人，该项目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让历史人物“活”起来。这也是出版业创造数字人

的思路之一，通过数字人媒介让名人与读者产生直接

互动，达到更有效的文化传播，如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小

冰公司发布凯文·凯利数字人，中图云创智能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的马可波罗数字人等。另一种思路则是

帮助读者阅读、理解读书内容的数字人，这种数字人往

往更突出图书营销的作用。

果麦文化开发了AI读书小助手“麦麦”，为广大读

者用户推荐书单、对话导读、启发思考，提升阅读体验，

还针对不同的知识领域，设计了更多经过专属知识库训

练的文化人物或专家的读书数字人。围绕这些读书数

字人，果麦开通了“麦麦知书”微信小程序，基于该小程

序，目前已开发了近100个读书数字人，能够对近4000

种精选好书进行解读和对话；同时，通过麦麦知书小

红书账号，实现对所有重点营销图书同步发布数字

人导读营销短视频。“目前数字人在热度上确实不

如从前，但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果麦文化首席信

息官蒋凡表示。

的确，现在的技术圈，AI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是

实力担当，数字人作为前几年出现的技术成果，势必显

得“过时”。同时，随着数字人产业自身的发展，“数字

人”这一概念已不仅仅局限于台前的表演展示，而是逐

渐发展成走向幕后的“操盘手”。蒋凡表示，数字人本身

正在发生变化，从最初人们谈论它时专指卡通造型人物

对好口型播报信息，到现在的多智能体驱动工作流的整

体营销方案，其热度正在传导到业务场景最需要的地

方。果麦文化的数字人在该公司的业务流程中，实际承

担的是营销性质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内部效率的提升，

包括从社交媒体抓取热点话题、分析热门事件内容、匹

配营销图书价值原型，到调用大模型生成推荐文案、设

计分镜头脚本、AI生成场景配图，最终剪辑成数字人出

镜的短视频、交付给营销团队用于投流推送的全流程数

智化改造，将原先花费1到2周时间完成的营销策划，最

短情况下可缩短到几个小时就能上线发布。

东方出版中心也敏锐捕捉到了数字人在出版营销

领域的独特意义和先锋作用。该公司的数字人“东东”

和“芳芳”能结合AI工具，辅助生成形式多样的内容，高

效、持续地传播图书信息，减轻编辑和营销人员的文字

负担。

但同时，数字人在实际应用过程仍面临很多局限

性。诚如很多出版人提到的，数字人目前仍面临技术表

现力与文化深度需求的不匹配，语音、动作等方面的逼

真度仍有待提升等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副社长李真真表示：“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说，出

版领域高质量语料库建设的滞后，也成为现阶段数字人

效果提升的局限。”

而如今热火朝天的AI大模型正成为解决数字人这

一痛点的灵药，成为突破其发展瓶颈的加速器，AI技术

的广泛介入极大提升了数字人的交互能力、内容生成能

力及智能化水平。东方出版中心正在与有关高校和研

究机构合作，探索出版大模型的开发与应用，其中就包

括对出版数字人的研究与开发。该公司融媒体中心主

任丁峰表示，数字人在内容创作，尤其在内容整合领域，

利用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对出版物的生产效率

和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助益。中华书局古联公司“中华先

贤数字人”项目也正在搭乘AI的东风，结合AI技术，开发

先贤数字人智能体，计划在2025年完成李白、苏东坡、李

清照三款数字人智能体的开发，实现自然的语言交流、生

动的动作表现和丰富的情感表达，中华书局的版权内容

数据优势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人工智能幻觉”。

蒋凡认为，随着AI技术的快速演进，在现有文本数

据中以低成本产出大量高质量创意内容，将成为不可阻

挡的事实，这是数字人技术和应用将大行其道的物质基

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融合发展中心

总经理韦波表示：“我们将持续关注和尝试使用AI视频

工具，依据原始建模去生成数字人绿幕素材的路径。一

旦技术发展到能替代动画工具，达到人类手工制作的精

美程度，那将极大地激活数字人IP内容制作的活力和

潜力。近期我国的生成式AI技术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

步，也让我们对这一刻的早日到来燃起了极高的期待。”

“当技术先锋性与文化厚重性找到平衡点，数字人

将真正成为连接千年文明与未来世界的‘时光桥梁’。”

李真真说。

如今出版行业数字人的发展究竟如何？出版行业

的数字人面临着哪些独特的发展需求？该如何找到技

术与文化的平衡点？本期，商报特邀6家成熟运营数字

人的出版单位相关负责人，请他们谈谈出版业数字人的

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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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数字人形象可以根据

不同内容和受众进行定制，具有很强

的可塑性和吸引力，能够吸引年轻群

体的关注。其次，数字人不受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内容

传播，比如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等渠

道进行推广。再者，在内容创作方

面，数字人可以参与到故事创作、互

动体验等环节，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

当然，数字人也有自己的局限

性。一方面，数字人的开发成本较高，包括技术研

发、形象设计、内容创作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和人力。另一方面，目前的数字人技术在情感表

达和真实感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难以与读者建

立深度的情感连接。此外，数字人在文化内涵的深

度挖掘和传递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提升。

在“中华源·河南故事：AIGC数字人传承计划”

中，形象设计上，我们充分考虑了出版行业的文化属

性，赋予数字人知识渊博、优雅知性的形象特点，以

契合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在功能设计方

面，我们注重数字人的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例如为

其设计了能够进行书籍解读、文化知识分享等功

能。同时，考虑到传播的多样性，我们让数字人具备

多平台适配的能力，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和数字

平台上进行展示和互动。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数字人主要承担了内容推

广、阅读引导和互动交流等工作。在内容推广方面，

数字人通过制作精美的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向读者

介绍新书、好书，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有效提升

了书籍的销量和知名度。在阅读引导方面，数字人

可以对书籍进行深度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

籍内容，提高阅读体验。在互动交流方面，数字人能

够与读者进行实时互动，回答读者的问题，收集读者

的反馈，增强了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黏性。

在出版行业，数字人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数字人的内容创作和应用场

景的挖掘，提升数字人的质量和价值，让数字人真正

为出版行业的发展服务。

目前出版行业数字人的技术应用还处于发展

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一些技术领

先行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出版行业独特的技

术需求包括：一是更加注重数字人的文化内涵和

知识储备，能够准确解读和传播出版内容；二是在

互动体验方面，开发出更加适合阅读和学习的互

动技术，如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等。应用场景主

要集中在内容创作、推广和阅读引导等方面，例如

数字人参与书籍创作、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

建议等。

我社对数字人的后续发展有明确规划：一方面，继

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升数字人的智能水平和情感

表达能力，使其更加真实、自然。另一

方面，拓展数字人的应用场景，除了现

有的内容推广和阅读引导外，还将在数

字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进行探索。在

业务板块上，我们会在新书推广、数字

阅读平台、知识付费课程、营销推广等

业务中继续深度应用数字人，充分发挥

数字人的优势，提升业务的竞争力和用

户体验。

数字人在出版与文化传播方面的

作用是显著且具有潜力的。它不仅是

一种新的内容呈现形式，更是推动出版行业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力量。在文化传播方面，数字人可以成为文

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数字人在出版行业仍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如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技术的融合应用，数字人将更加智能、真实

和个性化。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挖掘数字人在

出版领域的更多应用场景，完善其商业变现模式，让

数字人真正成为出版行业发展的有力助推器。

数字人在出版界的应用优势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通过知识点的拆解形成知识库，在此基础

上进行 24 小时交互问答，快速收集分析信息、撰

写内容等，可不知疲倦地高效工作，降低人工客

服成本。其二，通过 AI 语义理解将晦涩文献转化

为口语化短视频，能以多种形象和风格呈现，满

足不同受众需求，提升内容吸引力。

我社数字人应用之一即是打造作家数字分

身，例如与《阿来讲杜甫成都诗》一书配套的数字

人“AI 阿来”。此外，注重从流量入口进化为知识

服务节点。例如我社推出的《孔夫子的论语课》

领读员“AI 孔夫子”，以互动体验的方式吸引小读

者“趣”读论语，沉浸式学习国学经典，通过数字

人技术增加图书的吸引力和互动性。数字人技

术赋能传统纸书，数字人问答形式将一本书“变

薄 ”，数 字 资 源 拓 展 则 和 读 者 一 起 将 知 识“ 读

厚”。我社原创推出的“科技+本土文化元素”相

结合的数字人“川宝熊猫”，在我社出版的“一本

博物馆”书系中化身为湖北博物馆的超能导航

员，与读者进行智能问答互动，回答“湖北博物馆

镇馆之宝”等博物馆书系的书内书外各类问题，

并出现在我社《瓷器改变世界》等多种元宇宙图

书中，以及全国首场默默酱真·元宇宙演唱会现

场。提质增效降本的同时，驱动出版从“内容交

付”向“交互体验”升级。

目前来看，数字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两方

面的局限性，一是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和情感理

解，技术表现力与文化深度需求不匹配，难以创

作出饱含深度情感与创新思想的内容；二是技术

成本高，且语音、动作等方面的逼真度仍有待提

升。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说，出版领域高质量语料

库建设的滞后，也成为现阶段数字人效果提升的

局限。

出版行业数字人技术应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已能实现内容创作、营销等多环节应用。与

其他行业相比，独特需求在于对内容准确性、专业

性要求高；独特场景有学术交流数字人、古籍文化

传播数字人、数字人读书分享会等。未来可能会考

虑通过数字人创作的优质内容进行付费阅读、订

阅；以数字人形象为品牌代言，与相关企业合作获

得广告收入和赞助；围绕数字人开发周边产品，如

通过数字文创等模式进行数字人的商业变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人在出版行业将

更加普及和深入，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进一步融合，实现更精准的内容创作和传播。同

时，数字人将成为出版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品牌形

象代表，推动出版行业向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多

元化的方向发展。出版行业的数字人发展恰似

“静水流深”——表面热度波动掩盖不住底层创

新的持续涌动。当技术先锋性与文化厚重性找

到平衡点，数字人将真正成为连接千年文明与未

来世界的“时光桥梁”。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技术

开发者深入理解出版行业的专业壁垒，也需要出

版人重构“技术即内容”的认知范式。唯有如此，

方能让数字人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新时代文化传

播的“灵韵载体”。

数字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很

明显，一是生动，它能通过语音、动

作、表情和用户互动，让文化传播

更有趣。通过全息、AR、VR 等技

术和苏东坡“面对面”交流，感觉就

像他真的在你面前一样。二是不受

时间和空间限制，历史人物可以“穿

越”到现代，随时随地和你对话。三

是能在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多种

平台上发布，传播范围更广。四是

语言上的优势，数字人可以“秒会”

任何一门外语，配合口唇驱动算法，

这使得数字人可以开发成为文化走

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我们在设计中 华 先 贤 数 字 人

时，特别注重文献的依据与历史文

化的准确性。比如，苏东坡的外貌、

服饰、语言风格都要符合历史记载，不能随意发挥，

这是我们的先贤数字人与市面上一般的数字人公

司开发的数字人最大的区别之一，这也是类似于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之所以认可我们的

先贤数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与

此同时，先贤数字人在结合人工智

能应用方面，立足于中华书局的版权

内容数据优势，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

杜绝“人工智能幻觉”，从而给需要优

质版权内容的人群提供专业可靠的

AI交互服务。

当 然 ，数 字 人 也 有 一 些 局 限

性。比如，制作高质量的数字人需

要 较 高 的 技 术 水 平 和 成 本 投 入 。

另外，还原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

思想情感很复杂，既要符合史实又

要贴近当下，既要形似还要神似，

这需要算法、算力等多方面的持续

优化。

不过，随着近来 AI 技术的快速

发展，数字人制作和驱动领域的行

业共性技术成本是在逐步降低的，自然语言处理和

情感识别能力也会进一步提升。比如，数字人可以

更自然地与用户交流，甚至能根据用户的情绪调整

自己的回应。 （下转第7版）

行业数字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谢清溪（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过去一年里，我社策划了多项数字出版项目，数字人与出版的结合也有较为成功的尝

试。其中“河南故事新篇·中华源AIGC领航文化出海”项目荣获较好的社会反响和同行认

可。我们推出数字人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顺应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探索新的内容

创作与传播方式，数字人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和创意表达形式，具有很大潜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旗下融合出版品牌“盐道街3号书

院”近两年尝试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应用，

并推出了与《孔夫子的论语课》《时间的烟火：1995—

2005成都城市影像记忆》等多种图书配套的AI数字人

服务以及融合出版数字人专属形象IP“川宝熊猫”。初

衷是利用先进技术赋能出版业，提高出版服务效率与

质量，推动行业转型升级。预期目标是让数字人成为

出版服务的得力助手，提升传播效果与交互性，为读者

提供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AI为数字人的广泛应用带来利好和期待
■王 建（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产业研究院院长）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推出“中华先贤数字人”项目，主要是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

历史人物“活”起来，希望通过数字人这种形式，把古代先贤的形象生动化、立体化，拉

近他们与现代人的距离，希望通过数字人探索内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开发更多创新

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AI河南文化研究员

四川人民出版社数字人示例

苏东坡数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