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问答如何在“风口”闯关

□何鼎鼎

从“芝士超人”到“百万英雄”
再到“冲顶大会”，这些天，网上一
下子冒出很多直播问答节目。形
式几无差别，答题闯关，分享十万
甚至百万大奖；题目五花八门，从
天文地理到娱乐八卦都有，比如

“下列动物没有牙齿的是哪一种：
蚊子、麻雀还是河豚？”

冷僻的知识，确实会难倒英雄
汉，也就让幸运儿多了几分喜悦。
几天前，在一场问答中，182位用户
均分了 100 万元现金，这抵得上一
个一线城市白领半个多月工资，在
一场“血战到底”的问答中，更有人
笑到最后独享百万大奖。直播间里
一片惊呼：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正是这类节
目抓人眼球的地方。这很容易让
人 想 起 电 影《贫 民 窟 的 百 万 富
翁》。通过知识闯关登上人生巅
峰，暗合了不少人内心深处的期
待。从“开心辞典”“一站到底”到

“诗词大会”，答题类综艺节目总
能引来关注。本质上说，人们的
智力输出如果得到正反馈，就会
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无论这种
反馈是不是金钱。

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同样也在
考虑：益智问答能不能改变直播
平 台 的 命 运 ？ 直 播 兴 起 后 ，“ 低
俗”“无聊”“无厘头”一直是难以
撕去的标签，如何引入更丰富的
用 户 群 ，已 成 平 台 的 长 期 焦 虑 。
更重要的是，当公众在网络上的

注意力越来越分散，收获流量的
成本逐渐走高，获取一个新用户
的成本也在高涨。能以 100 万元
奖金吸引 300 万人进场，加上好友
间分享产生的社交乘数效应，导
流 成 本 简 直 低 得 令 人 意 外 。 所
以，如果说“答题者”看到的是利
益，“出题者”看到的同样是利益。

互联网世界，也不只是出题者
和答题者，还有广告商随时关注
着“风口”的大小。据报道，有金
主已拿出 1 亿元广告费砸进某直
播答题平台，从广告入脑入心的角
度，这或许是一次很成功的选择。

“认真的你比不认真的你更有价
值”，这是对“有效注意力”的商业
价值判断。紧盯屏幕、为知识绞尽
脑汁的时刻，恰恰是人们网络生活

最聚精会神的“十分钟”。正是网
络注意力难得的聚焦，让这一节目
获取了独特而珍贵的广告价值。

一次“成功的交易”，无非是
“ 买 的 人 觉 得 值 ，卖 的 人 也 觉 得
值”。直播问答既填补了内容空
缺，也降低了流量成本，同时还发
现了优质广告位，带来了各方共
赢 ，看 起 来 是 能 成 立 的 商 业 模
式。进一步说，通过“全民在线”
将益智类游戏推向极致，它所展
现出的交互娱乐的新玩法，似乎
要成为变革传统电视综艺的“鲇
鱼”；诉诸“益智”而非“无聊”，它
也为解题“直播能干啥”提供了新
思路。因此，有观察家已经迫不
及待地将此界定为“2018 年重要
的商业事件”。

但是，脱离了持续创新，遍地机
会 的 反 面 ，可 能 就 是 一 地 鸡 毛 。
目前，直播平台百舸争流的背后，
同质化发展的弊病已经显现。当

“撒点鱼食、池鱼竞食”的亢奋状
态过去，还能再做点什么？能不
能以知识为引信，引爆差异化探
索，找到各自的定位，持续推出优
质内容产品，是真正决定平台生
命力的关键。毕竟，一旦撒食减
少、新鲜感过去，潮水会带着鱼儿
一起离去甚至一去不回，已是被
无数次证明的互联网铁律。这也
启示更多后来者，创新不仅是“一
招鲜，吃遍天”，更应该是一个持
续发力、久久为功的过程，守成者
没有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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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直播平台百舸争流的背后，同质化发展的弊病已经显现。当“撒点鱼食、池鱼竞食”的亢奋状态过去，还能再做点
什么？能不能以知识为引信，引爆差异化探索，找到各自的定位，持续推出优质内容产品，是真正决定平台生命力的关键。

网络餐饮服务正在改变我
们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塑
料紫菜”“挂面可燃”“西瓜打
针”等谣言被做成短视频“一次
采集，N 次分发”，让人真假难
辨；一些食品打上“擦边球”标
签，诱导消费者购买。在超市
的食品货架前，到处可以看到
标注“不含……”的食品，有的
零食标称“不含防腐剂”“不含
反式脂肪酸”，这样的零食吃着
就更健康吗？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
事长孟素荷：合法的食品声称，
是告诉消费者在标准的范围内

“我有什么”；违规的“阴性标
签”，是在标准之外，宣传“我没
什么”。在国际上，以贬损同行
为 目 标 ，以 声 称“ 不 含
有×××”为内容的标签，被称
为“阴性标签”。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不良诱导

围观公共事件，少一点职业标签
在舆论场中相对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职业，教师、警察（城管）、医生，他们背后所对应的教育、法

治、医疗问题，也恰恰契合了当前社会和时代主要的焦虑抑或是困惑。

“九个月磨刀
三个月宰羊”
道出了雪乡的困境
□朱昌俊

黑龙江雪乡还没有做好从舆论场
中退去的准备。先是那个在开年就

“暴得大名”的赵家大院被再次曝出“拆
了旧招牌悄悄接客”；时隔两天，又有媒
体披露的视频显示，疑似雪乡女导游称
游客是“羊”：九个月磨刀，三个月宰
羊。这不正是赵家大院“吃相难看”背
后的经营逻辑吗？从此前丽江等地曝
光的类似导游言论来看，所谓的低价游
问题，恰恰是某地旅游乱象的“集大成
者”，是链条式因果的综合反馈。

“赵家大院”被处理后，曾有玩笑
说，这会儿应该是去雪乡旅游的最佳
时期。不只是说自然风光最好，而是
舆论的风暴刚过去，按照一般的行事
逻辑，恰逢整顿期，再怎么也应该“规
规矩矩”一阵吧。但现实并非如此。

“九个月磨刀，三个月宰羊”的
“一锤子买卖”逻辑，自然荒谬到不值
得一驳。但抛开对错来谈，它或也暴
露了雪乡旅游市场的某种特殊性，即
其作为一个受季节因素高度影响的旅
游市场，如若没有更有力更具针对性
的监管和规范，更具现代意识的开发
理念，确实无形中会提升经营者“宰客”
的动力。那么，如何让经营者在只能

“磨刀”的时间里，也能有正常的经营期
待，显然考验的是当地旅游市场链条和
产品的深度开发能力。当然，承认这种
现实因素，并不等于“九个月磨刀，三个
月宰羊”具有任何正当性。

对于雪乡来说，当前正逢“磨刀霍
霍”的“宰客”季，本来容不得丝毫闪
失。从被拉入黑名单、被罚款、要求整
顿的“赵家大院”在舆论风暴中迫不及
待悄悄开业，到事后当地立即请媒体
记者进行“体验式采访”，都能够感受
到某种“时不我待”。在另一角度来
看，无论是不惧舆论悠悠之口的“顶风
作案”，还是左支右绌甚至有自黑之嫌
的危机公关，都不约而同地展示了那
种赤裸裸的“短视”和对现代市场规则
的“不适应”。这恐怕正是雪乡“纯洁”
起来的最大障碍。

同任何一个旅游市场一样，雪乡要从
偏僻之地升级为一个成熟的旅游市场，都
需要过程、时间乃至挫折。市场所给予旅
游市场的修复时间有限，唯有知耻而后
勇。侥幸与短视，只会迈向继续沉沦。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0版）

□光明

最近舆论场比较热闹。先
是接连发生的“拦高铁”“堵高铁
门”事件，引发整个舆论场对于
规则的讨论；之后在成都一条狗
的死亡招致巨量围观。而事件
中，都有一个涉及当事人的标签
被提炼出来：教师（后者当事人
实际上已被辟谣非教师）。同样
也是在这两天，上海一位两年前
殴打医生的女教师，要参评高级
职称的消息，再次在网上引发争
吵。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职
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教
师，所受到的社会道德期待比一
般职业相对更高。人们希望某
些职业群体承担相对更高的道
德责任，也并非完全的苛责。但
是，很多事件中的当事人对规则
和道德的突破，其实更多触碰的

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他
们也并非是以职业身份介入事
件。那么，将公共道德与职业道
德混为一谈，并且指向对整个群
体的定论，其实有失公允。

就以最近的例子为例，无论
是“拦高铁”，还是“摔狗”，本与
当 事 人 的 教 师 身 份 无 直 接 关
联。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事件中
所表现出的公共道德与规则意
识也不必然是其职业道德、职业
表现的投射。在事件的围观和
传播中，过于突出当事人的职
业，甚至由此发出感叹：教师到
底怎么了？显然容易造成一种
误伤，由此可能带来对教师职业
的污名化，不可不察。更关键的
是，任何职业被污名化的后果，
都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仅
仅是某个职业群体。

一些受污名化之累的领域，
其实已经在显现某种无法被忽

视的连锁反应。比如，就在最
近，在全国范围都较普遍的流
感，让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再次受
到关注。而在剖析其原因时，儿
科医生的风险高、受尊重程度不
足，成为答案之一。

包括突出当事人职业身份
在内的“标签先行”现象，某种程
度上不过是网络传播的内在规
律使然。这些年在舆论场中相
对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职业，教
师、警察（城管）、医生，他们背
后所对应的教育、法治、医疗问
题，也恰恰契合了当前社会和
时代主要的焦虑抑或是困惑。
一方面，这类职业在公共事件
的传播中更易被提炼出标签，
是因为当事人在相关事件中的
职业表现，与人们的普遍期待
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
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在“恨屋及
乌”的公共情绪驱动下，社会的

某些权利焦虑，在突发性事件中
被放大，从而转嫁到具体的当事
人并由此上升到对整个职业的

“负面”联想。
没有哪个人能够为整个行

业代言，将个人的不当表现，动
辄上升到对职业群体的“定性”，
却很可能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污
名。并且在这种标签思维下，职
业角色与公民角色形成了错位，
作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职业标
签的掩盖下隐身了，不仅容易构
成对群体的误伤，也不利于社会
公民意识的激活，事件的普遍性
教训和公共意义反被稀释和压
缩。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目
的，在公共事件围观中，多一点
就事论事，少一点标签先行，殊
为必要。区分公民身份与职业
身份，明晰个人与群体的界限，
既是正确围观公共事件的“美
德”，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