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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鱼孩子”刷爆网络

近日，一名网友发了一张“孩
子带鱼到幼儿园观察”的照片。仅
仅6小时，转发破7万，评论4万。
图片收到的哈哈哈哈连起来可绕
地球好几圈！ （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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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真正富有人道精
神的人，所拥有的不是那种浅薄
的仁慈，也不是那种空洞的博爱，
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丰富。
因为丰富，所以能体验一切人间
悲欢。也因为丰富，所以对情感
的敏锐感应不会流于病态纤巧。
他细腻而不柔弱，有力而不冷漠，
这是一颗博大至深的心灵。

@苏芩：对于“撩”这件事，我
向来嗤之以鼻。敢撩的都不是真
心喜欢的，真心喜欢的必得轻拿
轻放的。没有任何一份发自内心
珍视的感情不是小心翼翼的。所
以，别犯蠢，把空虚寂寞冷错当成
爱情。 （来源：新浪微博）

你的家族微信群叫什么名字？

微微笑话

▲不按套路
刚才接一骗子电话：我们是银

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
天在泰国消费160万零6千美元，
请问是您本人消费么？

我说：是啊，我买大象了，咋了？
骗子沉默了一会后说：你真能

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不好商量
年底了，给一哥们打电话：兄

弟，帮个忙……
哥们：除了借钱，其他好商量。
我：好兄弟，你看我单身都三十

年了，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呗。
哥们：你上次是找我借多少钱

来着，我刚发了年终奖。
（来源：新浪微博）

近日，微博知名博主“琦殿”发了
一条微博问：你们家族聊天群的名字
是啥？没想到，这一问，炸出了各种各
样、千奇百怪的家族群名：段子手一家、
减肥俱乐部、麻将世家、全家桶……

一条微博炸出一堆千奇百怪群名
“琦殿”微博的原文是：你们家族

聊天群的名字是啥？我爹的亲戚群叫
“家好月圆”，我娘那边的是“亲亲一家
人”，刚刚有个朋友说，他家的叫“皇亲
国戚”。

这条微博得到了网友热烈的回应：
大科林：“王绘林高考后援会”，总

觉得我妹妹压力很大。
幸福的陈十一：几个表兄弟姐妹的

群叫“继承者们”，因为是一群拆二代。
田小美大人：“忠厚传家久”，群名

是我们家家训。
芝麻狐：来来来，我贡献一个，我家

族的老中青都在一个群里，群主是大姐
姐，命名为“遥指杏花村”。是不是很江
南，很诗意呀？大家如蒲公英般分散
于天南地北，甚至东西半球，浓浓的思
乡之情就寄托在这个群名中了。

Chandelier_rr：我姓董，家里的群
叫：董事会。

lulu：我家的叫“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俐滋：我家叫“闷声发大财”。
瞿火儿有一颗冰糖心：因为总斗

嘴，所以叫：来吧，互相伤害。
据网友统计，最普遍的家族群名

是：“欢乐一家亲”、“家和万事兴”、“欢
乐大家庭”、“快乐一家人”、“幸福之
家”、“相亲相爱一家人”、“we are 伐
木累”、“我爱我家”、“家”等这类群名。

有一些家族群人数众多，有的甚
至超过60人。为了突出家族庞大，气
势磅礴，不少家族群取名：“陈家大
院”、“江南第一王家”、“程氏天下”、“赵
氏血缘”，有一种豪门大戏即视感。

家族群能增进感情 传递信息方便快捷
家族群，是众多微信群中最重要、

最不可或缺的群之一。
90后女生小宗说，我们家的家族

群叫“楼宗一家”。老公姓楼，她姓
宗。群里还有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

“群名是我起的。”小宗说，结婚那
天，公公说，从此楼宗合为一家。我觉

得很感动，于是就起了这个名字。
公公是群里发言最积极的人。他

是艺术家，喜欢在群里分享自己的书
法、画画和家里布置的照片。

80后女生小秦说，我们家有3个
家族群，分别是爸爸那边的“快乐大家
族”、妈妈那边的“胡家门”和老公家的

“平安幸福大家庭”。
名字虽然普普通通，但群里每天

都很热闹。叔叔阿姨喜欢分享新闻和
生活小窍门。家里很多重要的事情，
也会在群里说。

小秦说，在家族群里，长辈们发言
多一点，晚辈们发言少一点。这大概
是因为年轻人各种同事群和好友群比
较多吧，说话的地方比较多。群里最
热闹的时候，要数过年“发红包”。长辈
们出手都特别大方。

70后张大哥说，我们家族群叫“幸
福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信息，像新闻
啊，照片啊，打电话交流不方便，在家
族群里给全家人分享分享，还是很有必
要的。有事情时，家族群可以马上通知
到大家；没事的时候，一家人也可以多
多交流，增进感情。（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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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几十元向大V买个回复
“男追女是正常，女生主动追求

男生就会被说成‘倒贴’，你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呢？”

当拥有472万微博粉丝的情感
博主琦殿看到这个让她“话匣子一下
就打开了”的问题后，立刻开始整理
思绪，琢磨着怎样给出一个令对方满
意的答案。每天，她都能在微博上收
到数十个网友的提问，然后选出一两
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作答。

微博上，诸如琦殿、五岳散人、科
普君等拥有百万级别粉丝的“大V”
设置的提问价格从几十元至上百元
不等。其他网友支付1元可以“偷
看”回复，博主和提问者享受“围观分
成”。如今，琦殿已经回答了23位网
友提出的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

花几十块钱买个回复值得吗？
小道消息出品人Fenng认为，付

费问答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个答案。“有
人觉得64元问个问题，太蠢了。也有
人会另外算账，以第一波向我提问的网
友为例，支付64元，可以得到一次微博
账号曝光，得到围观用户费用的分成。
分成最高的一位，赚到的不止64元。”

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顾中一在微
博上拥有超过200万的粉丝，在分答
平台，他已坚持回答了730个与饮食、
营养方面相关的问题，价格也从一开

始的1元提高至50元。“我认为现在的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适中的，可以通过
价格门槛挡住很多无聊的问题，让我
的精力聚焦于真正有需要的人。”

多家平台纷纷推出付费服务产品
随着内容付费趋势渐起，花钱让

自己信赖的“大V”回答问题已经逐
渐成为一种潮流。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6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
报告》中提到，33.8%的新媒体用户已
经产生过对数字内容的付费行为，
15.6%的用户有进行付费的意愿但是
还没有付费行为。而在2014年，有
数据曾显示有69.7%的网民不愿意
付费互联网内容。

在去年的“微博V影响力峰会”上，
微博公布了自媒体117亿的年度总收
入，其中有4.7亿来自付费阅读和打赏。

在“分答”创始人嵇晓华看来，分
享经济孕育了知识网红。“付费后给
你一个更加定向的结果，这和你在互
联网上随便看到一个东西，是不一样
的感受。从分享车子、房子，到今天
分享头脑中的价值，在整个分享经济
大的习惯变化上，人们发生了变化。”

除了一对一问答平台，“会员专
区”、“定制付费”等产品形式也应运
而生。就在近期，TMT社群媒体钛
媒体也发布了专业版的付费服务产
品，表示要在付费专业版中提供更加
优质的内容、数据、信息。

曾体验过内容付费产品的章凌
对此持怀疑态度，“早期的互联网为
了争夺用户，内容几乎都是免费的，

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收
费以后，不怕产品‘夭折’吗？”

钛媒体创始人赵何娟说，推出付
费定制服务已经酝酿了3年。“用户
一直以来没有为虚拟服务付费的习
惯，唯一成功的只有游戏。”但是“付
费的专业内容和免费的新闻内容是
有本质区别的，钛媒体Pro专业版的
重点不是新闻内容，而是专业数据和
知识服务，要在帮助专业人士提高知
识获取效率、搭建专业圈子的社交平
台、提高工作效率3个层面满足到专
业用户的需求。”

“在信息已经严重泛滥过载的时
代，优质内容的筛选与针对性的匹配
可能更符合用户注意力与时间稀缺
的特性。”科技自媒体人王新喜同样
认为大多数付费内容瞄准的是为高
端人群提供专业内容，“能花钱的就
不用花时间，过滤内容比花费时间寻
找内容更有价值。”

一些自媒体人的感受是，对于付
费内容，作者会更加负责。每次琦殿
在回复网友的问题时，都会再三斟
酌，“因为网友为你付费了，回答的时
候会为对方考虑，尽量写得全面，去
照顾粉丝的情绪。”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些普通网
民中，求知欲、能够解决具体的专业
问题、获得社交谈资、
消遣放松、对应试和升
迁有帮助等几项因素，
成为愿意花费金钱购
买知识的原因。
（来源：《中国青年报》）

微博、知乎、钛媒体纷纷上线“内容付费”产品——

半个月前，“微博问答”上线。网友付费提问，博主撰文回答，获取收益。实际上，微博
并非第一个为问答付费的探路者。

早在2015年12月，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就推出了付费订阅内容的App平台——
“得到”，从售卖大咖专栏起步。2016年5月，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上线，网友提出的问
题可以获得答主60秒的语音回复。几乎同一时间，知乎在社区原有问答、专栏等文字形
式基础上，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付费问答互动，号召把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变现”。

酒仙世家、减肥俱乐部、忠厚传家久、段子手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