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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符号·技术：
NFT 对数字出版的突破与贡献

万安伦  张小凡  黄婧雯

［摘要］NFT 是当下最受热议的数字出版概念之一，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均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数字出版演化出新的逻辑与生态。从出版的三要素来看，NFT 改变了数字出版的

三大基本形态与实践方式，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出版实践活动中，推动了包括数字藏品在内的数字出版

发展。但在火热的市场大潮下，也要警惕 NFT 给数字出版带来的新问题，厘清 NFT 与数字出版各要素之

间的关系，以确保数字出版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NFT  数字出版  出版载体  出版符号  出版技术  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数字出版领域较为成熟和前沿的领域，已经

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在数字出版发展的过程

中，数字藏品在新形势、新路径的探索中作出

较大的贡献，从出版三要素的角度来看，数字

藏品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

版技术的发展均带来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其在

2021 年 NFT 开始应用于数字藏品领域后，伴

随着这项新技术的广泛落地，数字出版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2021 年，数字藏品的 NFT 交易

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交易额度超过了 230 亿美

元［1］，行业规模超越了多个传统的数字出版形

式，因此 2021 年也被称为“NFT 元年”。

NFT 全 称 为 Non-Fungible Token， 译 作

“非同质化通证（代币）”。与每单位的比特币

可以无限拆分不同，NFT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

可分割，即每一个 NFT 与其他 NFT 都是不同

的。简言之，NFT 可以被看作所有不可分割的

数字资产的权证，适用于各种数字产品如某条

微博、某首未发行的歌曲片段、某个电子游戏

中的道具、某张未公开的老照片等。如用现实

资产中的房产来做类比，数字资产可被视作房

屋，NFT 可被视作房产证。虽然是新型的数字

货币形式，NFT 的底层运行逻辑仍兼具数字货

币的各项特点，如不可篡改、可清晰溯源、分

布式记账应用、透明度高等。NFT 的“非同质

化”导致其与比特币等其他数字货币所锚定的

商品完全不同，广义上来看，NFT 可以锚定所

有数字资产，但受不可分割特性的影响，在现

阶段的数字出版实践中，NFT 主要应用于数字

藏品的交易。

NFT 为数字出版尤其是数字藏品及交易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改变了数字藏品产权

转移的逻辑和效率，进而影响了整个数字藏品

的链路和生态，并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数字出版

范式之中。出于其不可分割的特性，在某些话

语体系内（如 NFT 投资交易行业），许多人甚

至将 NFT 的权证属性与数字藏品本身等同起

来，即 NFT 就代表了数字藏品的全部。由于

行业属性不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

但可以明确的是，在 NFT 视域下出版四大维

度的内在逻辑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了

探寻 NFT 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

数字出版技术的影响，本文以广义的 NFT 定

义为基础，即 NFT 本身可代表数字藏品，不

考虑其狭义的权证属性［2］，以数字藏品为主

要分析对象，总结出 NFT 数字藏品的关键节

点与生成机制，深入分析在 NFT 影响下数字

出版尤其是数字藏品的各项创新与突破，以

及 NFT 对数字出版整体的贡献与影响，从学

理层面将数字出版与 NFT 视域下的出版实践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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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FT 带来的新突破：数字出版载
体实现“由实转虚”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实

践已经证明，包含出版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都

在逐渐从现实世界向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和虚拟化带来的变革将

愈发深广。在软质出版时代走向虚拟出版时代

的过程中，出版载体呈现轻量化、虚拟化、便

携化的特征，其所能容纳的信息量也越来越

大。在这样的趋势下，艺术类藏品出版也在向

数字化迈进：早期“声光电磁”时代，出版载

体主要为唱片、磁带、光盘等实体介质载体；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出版载体逐渐转向虚拟介

质与实体介质的融合，各类艺术品如音乐、图

画、电影逐渐由硬件设备和相对应的软件设备

承接，完成由录显模式到屏显模式的转向。此

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载体形式主要以手

机、PC 电脑、VR 眼镜等个人硬件设备及对应

的软件为主，其核心是屏显模式的广泛应用。

即便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已经有了多元化的实

践，出版载体也没有突破性发展，仍然基于实

体介质来呈现。

NFT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使数字藏

品出版载体有了质的变化，实现了出版载体的

“脱实就虚”，即数字出版载体有了虚拟化的实

践，这是 NFT 应用于数字出版的新突破。NFT

的本质与一般的同质化数字货币相同，即将权

证体现为一段代码，这部分代码不可篡改、透

明度高、可清晰溯源。在 NFT 的生产过程中，

虽然在部分环节（如交易、公开展览）仍需要

软硬件结合的屏显模式来呈现，但从广义的

NFT 视域来看，因为其不可篡改的特性，以

NFT 为模式的数字藏品的出版载体可以完整地

挂在一个“区块”上。区块成链后，若不需要

欣赏，可以脱离屏显，直接以虚拟的区块作为

出版载体，这无疑是数字出版载体发展的重大

突破。同时作为出版载体的代码也可用实体介

质承接，即将代码拷贝下来，存储在其他的实

体介质载体中。在过去，数字藏品一旦脱离了

屏显模式，其艺术价值、商业价值都要大打折

扣，同时如果被大量复制到同质化的出版载体

上，数字藏品的价值也会急剧下跌。由于 NFT

具有不可篡改、非同质化的特点，可以使该数

字藏品在脱离屏显后其价值仍然未变，且 NFT

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将数字藏品显在的“创意

性”“艺术性”等价值固定在了虚拟出版载体

上。出版载体脱实就虚，甚至完全虚拟化，是

NFT 对于数字出版的一项重大突破。

二、  NFT 作出的新贡献：数字出版符
号从单层到三层的升级

NFT 对数字出版的新贡献，是将出版符

号的展现路径与呈现方式大大拓宽，由刻铸抄

录的单层符号展现模式、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双

层出版符号模式，拓展到载体符号化的三层

模式。

在硬质出版时期和软质出版时期，无论是

硬质出版符号还是软质出版符号，从生产到

阅读都是线性的，出版符号以单一维度呈现。

“所写即所得，所见即所写”，在出版载体上输

入和输出什么符号，阅读者接收到的就是什么

符号。在这种情况下，“编码—解码”程序是

一维的，只要把符号刻铸抄印在出版载体上，

就可以实现阅读功能的传达。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出版符号的编写形式

与呈现形式均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的线性

一维变为双层二维。阅读者在互联网中接收图

文、音频、视频等外显符号，这些外显符号的

生成与硬质或软质出版时代刻铸抄印的出版方

式不同，其底层编写逻辑是通过二进制编码和

计算机编辑语言来完成的，经过统一的计算机

语言编写后，阅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收到不同

的出版符号。简言之，硬质出版、软质出版符

号的呈现路径是创作→刻铸抄印→出版发行→

阅读接受，而互联网时代虚拟出版符号的呈现

逻辑则是创作→二进制式录入→计算机语言编

译显示→阅读接受。在这样的模式下，虚拟

出版符号的创作方式是二维的编创录制→译

写显示，由底层计算机编码语言符号和外显通

用符号共同呈现。计算机编译程序是统一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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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统一输出的形式，即可以将各种繁复的信

息编译在同一语言体系下，然后经由统一的逻

辑输出。虽然互联网时代虚拟出版符号增加了

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工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

过程迟缓或出版效率的降低，反而因为有了统

一输入输出的模式，出版变得更加高效，出版

符号所蕴含的信息量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多，符

号的组合、符号的意义也变得内涵丰富、样态

多姿、形式多样。

在互联网数字出版双层二维符号的基础

上，NFT 将出版符号的维度拓展到三层符号，

除外显与底层编译符号外，NFT 视域下的数

字出版载体不再是实体，而是由区块链技术实

现，出版载体完全由出版符号编纂而成，出版

符号与出版载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

现不可分割的状态，体现了出版技术、出版

载体、出版符号三大出版维度的“胶着相协”。

过去出版技术的进步基本都是围绕出版符号复

制技术的革新展开的，部分涉及数字出版的技

术如激光照排、电子化海德堡六色机等新发

明，本质上还是与软质出版载体的协进。直到

计算机革命开始，人类才算真正进入虚拟出版

时代，开启了数字出版的新革命，无论是“迎

来光与电”，还是“奔向数与网”，抑或未来的

“人工智能出版”与“大脑意识出版”［3］，出版

载体制造技术与出版符号复制技术基本是协同

发展、共同进步的，呈现逐渐虚化直到完全虚

化的特征。就目前来看，NFT 视域下的数字藏

品已部分实现了“载体虚化”的目标，在此趋

势下，未来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

字出版技术会更加高效统一，真正实现技术与

载体、符号的完全混同。

从 NFT 视域下数字藏品的出版实践中可

以看出，随着数字出版的持续深入，目前这

种“二维编创—译写”的模式，逐渐向多维度

的出版符号编译方向发展，在未来的人工智能

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时代，大概率会出现三

维、四维甚至更多维度的出版符号编译与显现

方式，蕴含的信息量会更大，阅读的成本会更

低廉，编译的时间会更短暂，直至出版的边际

成本趋于零。虚拟出版由声光电磁开端，经过

“录显时代”的发展，再到未来的人工智能出

版和大脑意识出版，同样也体现了出版符号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表形、表音、表意也更加精

准化、实景化、多元化和鲜活化。

三、  NFT 构建的新创举：区块链技术
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充分应用

除上述出版符号“相协”关联的数字出版

技术革新之外，NFT 在数字藏品中应用后，给

数字出版技术带来了新创举，将区块链技术全

流程引入数字出版范式中。在过去的出版理论

研究和出版实践操作中，区块链技术由于其不

可篡改、透明度高等特性，以及分布式记账的

功能，较多出现在数字版权保护研究中，其中

大部分研究仅局限于设想，或是对区块链技术

与出版的关系作简单梳理，部分研究成果还停

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并未广泛应用于现实的

出版活动中，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采用的仍是

传统的出版技术手段。

NFT 视域下的数字藏品改变了上述学术

研究与出版技术应用分离的状况，真正运用区

块链技术代替部分符号生产、数字印刷、出版

物发行的工作。首先，作为数字藏品的产权凭

证，NFT 不可被伪造和篡改，解决了过去出版

活动中版权保护的部分难题，用户可以将 NFT

永久放在自己的数字钱包中，不用担心遗失被

窃，甚至还可以在二级市场做转手交易，大大

降低了过往数字藏品的交易费用，提升了产权

交易的便捷性。相对于过往空中楼阁式的区块

链技术在出版活动中的应用，NFT 无疑取得了

巨大的突破。其次，NFT 使数字藏品的权证

可以作为区块的模式呈现，甚至数字藏品本身

也能以区块的模式呈现，出版载体从实体介质

开始转向半虚拟 / 全虚拟的形态，这也与出版

载体发展的规律相符。最后，从发行的角度来

看，NFT 可以保证溯源的基本能力，也可以

保证权证的唯一性，数字藏品的出版发行借助

NFT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发行模式突破了

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也几乎消除了发行过程中

的欺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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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技术突破带来的优势之外，NFT 还

给出版物带来了增值服务的可能——提供数字

衍生品 NFT［4］，如小说作品中的标志性物品可

生成相关的 NFT，游戏中的特殊道具亦可制作

成独一无二的 NFT 等。这一创举将传统收藏

品、纪念品的模式与区块链范式融合，提供了

新的价值尺度与内容生产模式，将大大提升和

拓展数字出版物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空间。

四、  数字藏品井喷式发展背后的机遇
与风险

数字藏品在短期内的井喷式发展，为数字

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021 年 NFT

模式下的数字藏品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引

起国内各大出版单位纷纷试水数字藏品活动。

2022 年 3 月 7 日，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发布了业界首个 NFT 数字藏品，该数

字藏品以长江新世纪旗下 700 幅有代表性的图

书封面为主题，限量 8 888 份，上线仅 20 秒就

全面售罄。2022 年上半年，已有 30 余家出版

社、出版机构发布了数字藏品，NFT 模式已成

为数字出版的新趋势，开启了数字出版的又一

蓝海。

目前国内的数字藏品主要分为三种：第一

种是明码标价的数字藏品，采取线上形式发

售，定价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第二种是随实

体书捆绑销售，作为实体书增值业务的一部

分，其销售形式为珍藏实体书捆绑数字藏书票

销售，是数字藏品中较为典型的一类；第三种

则是免费发行的数字藏品，分为免费领取和买

赠两种形式，前者是直接赠送，后者则是在购

买实体书或其他文创产品时赠送。上述数字藏

品的底层逻辑与 NFT 视域下的数字出版基本

一致，表明 NFT 已经在数字出版领域取得了

较大成就。

与此同时，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内的各个行

业也开始重点关注 NFT 与数字藏品业务。从

被称为 Beeple（甲虫）的数字艺术家迈克·温

科尔曼加密艺术作品拍出近 7 000 万美元天价

开始［5］，多家互联网公司纷纷入局，想要在

新的风口上占据一席之地。从数据来看，2021

年 NFT 交易规模达到 140 亿美元，规模高达

2019 年全球艺术品拍卖总额 105.7 亿美元的 1.3

倍。而到了 2022 年 1 月，OpenSea（公海）市

场以 49.55 亿美元的单月交易额创下历史新高；

2 月 1 日更是创下 2.48 亿美元的单日交易新

高［6］。上述数据和新闻报道似乎都展现了一个

欣欣向荣的数字出版新型分支产业。

NFT 确实给数字出版带来了新机遇，但

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风险。首先，虽然采用了

区块链技术，但是 NFT 仅仅是数字产权凭证，

并不能完全与数字资产（数字出版物）等同，

也不能代表出版物本身的产权，在目前的 NFT

交易市场中，已经出现了多起将无版权的内容

制作成 NFT，挂在公开市场上售卖的情况。可

见，虽然有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助力，但与版权

相关的风险仍然存在，甚至在火爆交易的背景

下版权问题还可能被放大。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仅仅是刚刚开始融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想依靠 NFT 来保护现实数字出版物的版权目

前还无法实现。或许在未来 NFT 得到极大发

展，且有法律为现实作品转化的 NFT 确权时，

能够实现对现实作品的保护［7］。

其次，NFT 资产泡沫的风险不可忽视。部

分人将 NFT 视作“庞氏骗局”，认为其是一

场击鼓传花式的资本游戏，目前很多 NFT 背

后并无真实价值支撑，仅仅是作坊式的图片制

作，被部分炒家包装后投放到市场里，最后接

盘的大概率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散户。有新闻报

道称，当前 NFT 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缺乏

统一的估值标准和公允的定价体系，近期其概

念的火热，也吸引了一些投机团队的涌入，他

们抓住投资者害怕错过的心理，借助各类包

装、炒作手法，吸引用户进场，这无疑会放大

市场风险，不利于 NFT 市场的健康发展［8］。

就现状来看，NFT 的本质仍是数字货币，具有

较强的金融属性，散户投资确实不可避免地陷

入“被割韭菜”的陷阱，多个部门也明确警示

NFT 投资的风险［9］。除此之外，NFT 模式与

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出版中的运用，目的是将人

类文明延展到更广更高的维度，如果在数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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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实践中仅将 NFT 作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而

忽略了它对于数字出版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变

革，是本末倒置，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五、  NFT 的未来：构建数字出版新
业态

整体来看，由于生产过程和交易流程的革

新，NFT 极大推动了数字出版生态的变革，从

出版的四大维度来看，数字藏品出版呈现与过

去截然不同的运行机制和路径。虽然数字藏品

出版仅仅是整个数字出版框架中的一部分，无

论是产业体量还是出版种类，都不是数字出版

的主体，但 NFT 使得数字出版的范式有了明

确的革新，出版思维也有了全面迭代。NFT 带

给数字出版的影响远不止数字藏品一隅，NFT

视域下的数字出版未来或许会被更多的数字出

版物借鉴学习，进而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升

级换代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NFT+ 数字藏品”的模式，对数字出版

的最大贡献是拓展了数字出版的新业态，即数

字内容的发行、复制、传播不再依赖于物理载

体，而是经由虚拟路径实现。基于这一特性，

选题、审校、印制、发行、营销等每个出版环

节的实践成本都大大降低，整体交易费用下

降，促使交易变得高频。NFT 在数字藏品领域

的应用，恰好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强调

的财富来源于分工和交易的观点不谋而合。区

块链技术与二进制加密哈希算法的应用，使得

分工更加细化，也使得消费者购买数字藏品

更为便捷，提升了交易的频率。同时由于获取

数字藏品更为便捷，数字藏品的生产者、消费

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生产或消费其他

不同的数字出版物，这是 NFT 模式下的数字

藏品市场在短时间内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原

因。细化分工、提升交易频率、降低出版各个

环节的交易费用，是数字出版品类寻求高质量

增长的可选路径。

此外，NFT 也解决了数字版权保护的难

题。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出版区块链应用的多项

研究，都指向版权保护，但成规模落地的几乎

没有。我国目前数字版权保护主要应用的是数

字版权管理（DRM）技术［10］，但 DRM 的局

限性也很明显，不同机构研发的 DRM 格式不

同，导致兼容性差，虽然保护了数字出版物的

版权，但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数字出版物的传

播，影响了产业的整体发展。NFT“去中心化”

的出版思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打破

了过去 DRM 技术造成的传播壁垒，而且在版

权保护上基于其透明化、可追溯等特性，使得

数字版权保护更加完善，在著作权证等确认、

版权交易、侵权纠纷等方面可以广泛应用，全

方位升级数字版权保护的技术与理念［11］。

NFT 这种数字资产权证形式也体现了数字

出版的发展方向，即出版载体会逐渐转向轻量

化、便携化，相关出版技术与出版符号也会随

着出版载体的革新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最终走

向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完全应用，乃至

大脑意识出版的全新突破，也体现了数字出版

与 Web3.0 生态的融合。同时，这种非同质化

的权证形式，背后的迭代逻辑涉及数字出版、

数字印刷等许多出版范畴中的重要问题，其中

某些问题如版权归属、交易风险、复制困境等

尚未解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数字出版

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三者的协

同演进，这些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注释：

［1］ 陈露致 . 新浪潮：人人都在讲的 NFT 究竟

是什么？看完这篇就懂了 .（2021-12-29） .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 

2309404719696808379054.

［2］ 郭全中 . NFT 及其未来 . 新闻爱好者，2021

（11）.

［3］ 万安伦，王剑飞 . 虚拟出版：从技术革命到

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9（1）.

［4］ 吴咏蓓 .NFT 在图书出版领域的探索 . 出版

与印刷，2021（5）.

［5］ 梁信 . 解读巴塞尔艺术市场报告：NFT 艺术

来势汹汹，是泡沫还是新宠？. 21 世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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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将短视频想象为承载数据与信息之虚拟空

间的思维定式。尤其在当下的“在地”实践

中，短视频向社会各领域渗入，并促动了社会

资源的重新配置；短视频以算法与匹配机制智能

生长，不断开拓更多服务功能和使用可能性；短

视频对垂直行业的赋能与优化，使其成为认可

度高的有效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而言，短视

频平台逐渐彰显出物质性的构建可能，以“新

基建”的角色转向为数字基础设施。

四、  结语

在互联网的“流动空间”内，短视频以短

聚长，以小汇大。它推动万物以视频互联、以

视频共融。本文关注到在当下数字实践中短视

频发生的价值转向，期待社会各方逐步达成认

知的共识：以提供知识增量、强化产出质量、

创造价值流量的进阶路径推动短视频的精进。

放眼未来，不能陷入对短视频文化症候的过度

批判，而轻视了其在推动“数字化社会”持续

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唯有剥离对短视频文本

符号意义和媒介消费意义的“框架性”理解束

缚，才能释放出技术想象力的空间。最终，短

视频从依循媒介的技术演进路线，到超越媒介

的单一立场与视野，以强调数字平台服务性、

工具性的价值，进入基础设施转向的新流程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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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莱文森 . 莱文森精粹 . 何道宽，译 . 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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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 凇， 张 丽 平 . 崇 高 降 陨 与 日 常 再 造：从

生活美学看短视频的审美进路 . 现代传播，

2021（2）.

［4］ 付晓光，田维钢 . 媒介融合的前世、今生和

未来：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访

谈 . 声屏世界，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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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下的网络直播 . 现代传播，2021（1）.

［6］ 莱文森 . 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 . 邬建

中，译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7］ 匡文波，邓颖 . 短视频监管与多重把关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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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2021（4）.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魏然］

报道，2022-04-11.

［6］ 侯潇怡 .“天价”NFT 频现，普通玩家能拿到

暴富剧本吗？. 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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