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恋爱能培训？
靠技巧不一定行

与电影《分手大师》做离
婚生意相反，随着社交互联
网的兴起，不少创业团队打
起了婚恋培训的主意，他们
在网上揽客，专门教都市年
轻白领以及大学生谈情说
爱，从中获利。

成都一家专门教授年轻
白领和大学生“耍朋友”的公
司总经理李先生说，“创业的
初衷就是想帮助单身男女克
服社交恐惧症”。

李先生介绍，公司招揽
客人是在网上发布相亲信
息，主要在QQ群、百度论坛、
贴吧等发布公司近期的相亲
活动。而在Q Q群上，会加入
群名含有“相亲”、“搭讪”、

“单身”等字样的群去招揽目
标客户。一旦客户有兴趣加
入，之后的培训也就顺理成
章了。

据他介绍，教授单身男
女谈恋爱，开始阶段一般是
提供线上教学，一年1200元，
主要通过YY语音、微信群聊
的形式展开，每天上课时长
一小时，导师负责在线为学
员讲解和解答遇到的疑难问
题。要继续深入学习的，还得
面对面转入线下。

婚恋培训班真的这么有
用？一个学员学完之后，确实
交到了女朋友，但他感觉不
太对。“在恋爱培训班学的是
如何利用女性性格弱点，不
再相信爱情和婚姻，这失去
了恋爱培训原本的意义。”

当微信近期终于给公众号
改名放行时，相信他自己也知
道这会让多少人长出一口气。
当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展成一个
数量超过2 0 0 0万，从业人员接
近1亿的庞大生态时，竞争之激
烈，已经让许多人期待换名如
转运了。

也不怪他们如此激动，毕
竟很多所谓新媒体人在开公号
之初，对待日后这份要升职加
薪走向人生巅峰的事业，是那
么漫不经心。

比如罗振宇就后悔自己最
初起的公号名“罗辑思维”。虽

然将自己的姓化在其中，但给
用户搜索带来了很多麻烦。当
然，还有些公号名字虽然搜起
来不麻烦，但看起来实在费眼。

“一条特立独行的广告”、“大大
的世界和小小的人”、“创业者
沈鹏-产品、市场、云科技?”你们
别跑，说的就是你们这些起个
十多个字名字的。

但遗憾的是，自媒体的江
湖不是名字越奇葩，用户越追
捧，看看目前各个微信公号影
响力排行榜的前5 0名，几乎都
是简洁明了开门见山，不超过5
个字的名字。别看现在互联网
经济红火得不行，聪明的脑袋
都往这里扎堆，说起给产品取
名，他们一样挠头不已。

先是那些踏错点的，还记
得去年老牌上市公司“多伦股
份”脑洞大开改名“匹凸匹”的
故事吗？连外行人都想借势的
互联网金融，现在成了很多互
联网公司的梦魇。蚂蚁金服集
团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在近日
举行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
上就坦承，“前两年提到互联网
金融，大家觉得非常自豪。今年
提到互联网金融，大家都很恐
慌，都不想叫互联网金融，改名
叫网络金融、科技金融。”

还有那些以为换名如换刀
的，比如以免费软件起家的奇虎
360，以大神、奇酷的新名字玩起
了智能手机硬件生意，吭哧了一
年多，经历了和酷派、乐视间的
狗血纷争，发现比起新名字，还
是360的老品牌更能让用户接受。

当然，在起名领域，依然还
是互联网界在刷新着我们对于
名称的认知限度，就像那个为
二次元群体而努力的bilibili，最
近给它的旅游子公司起名为

“银河漫游指南”，誓要把看名
字不懂主营业务进行到底。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的
投资经理汪天凡(Will Wang)，
曾有一篇并不严肃的投稿，来
总结互联网创业公司和产品起
名的某种规律，即：

小宝淘乐趣，大多优美妙。
一五点微友，好天通万家。金易
贝米人，快闪超聚帮。

想想你耳熟能详的小米、
淘宝、微信、美团、优酷、一刻、
网易，似乎还真是这个道理。

蹭热点也好、随性也好，找
寻规律也罢，无论在哪个行业，
哪个时代，起名都是件需要严
肃认真对待的事情，因为就像
珍妮特·温特森在《橘子不是唯
一的水果》一书中的感慨：“命
名是艰难而耗时的大事，要一
语中的，并意寓其力量。否则在
狂野的夜晚，谁能把你唤回家?
只有知道你名字的人才能。”

再酷的生意

依然取不好名字

□阿三

75 . 1%受访者
观看影视剧时会关注弹幕

观看娱乐综艺节目
时对弹幕关注最多

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谢
文曦在视频网站看综艺节目
和电视剧时，一定会开启弹
幕。在她看来，网友发的弹幕
有时比节目本身还要有趣得
多。“特别佩服网友的智慧和
搞笑能力，一些发弹幕的人
对笑点很敏锐，评论也特别

‘高能’。在节目或者电视剧
中看到这样的弹幕，会忍不
住去点个赞。”通过弹幕，谢
文曦发现，网友中不仅有吐
槽、搞笑的高手，还有很多知
识面广、观察能力强的人，弹
幕圈“卧虎藏龙”。

“没有了弹幕，看视频的
乐趣会减少一半。”网友施雨
蓓是某视频弹幕网站的粉
丝，经常在观看视频时发弹
幕。她说，弹幕中除了搞笑内
容，还有很多关于视频中演
员、作者的介绍，歌词、台词的
翻译，穿帮镜头的“吐槽”，以
及其他有趣的“科普”内容。

“虽然以往视频网站也有评
论功能，但是观众看节目时
往往无暇关注这些评论，放
在屏幕上就容易看到了，也
更容易引起共鸣。而且观众
还可以自己设置弹幕颜色、
位置和显示方式，特别好玩”。

调查显示，75 . 1%的受访
者在观看影视作品时会关注
弹幕。在各种类型的节目中，
受访者在观看娱乐综艺节目
(56 . 3%)时对弹幕关注最多，
其次是电视剧(47 . 2%)，其他
依次是电影(43 . 9%)、直播间
(36 . 7%)、体育比赛(28 . 5%)、动
画片(7 . 4%)等。

弹幕给受访者带来哪些
感受？调查显示，59 . 3%的受
访者认为弹幕是“文化的”吐
槽，41 . 4%的受访者表示弹幕
给观众提供了看剧动力和乐
趣来源，27 . 9%的受访者认为
弹幕互动功能给予了观众感
情寄托，26 . 7%的受访者感觉
弹幕与其他观众产生共鸣让
自己有归属感。

谢文曦发现，观众对于
有趣的点往往是有共鸣的。

“那时候的弹幕会特别多，有
时甚至占满弹幕。有了弹幕，
就会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
看剧”。

在一些网友和观众享受
弹幕带来的乐趣时，也有一
些人对弹幕持排斥态度。调
查中，25 . 2%的受访者表示看
视频时不断飞过的弹幕让自
己感觉很烦躁。

67 . 4%受访者反对借
弹幕进行地域攻击

虽然很多受访者在关注
弹幕，不过经常发弹幕的受
访者并不多。调查显示，仅
12 . 2%的受访者经常发弹幕，
5 9 . 2 % 的受访者偶尔会发，
24 . 1%的受访者从不发，4 . 5%
的受访者回答不好说。

与其他观众交流(47 . 3%)
和实时分享观影感受(42 . 2%)
是受访者发弹幕的两个主要
动机。

37 . 5 %的受访者发弹幕
纯粹是因为感觉好玩，27 . 9%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只是想凑
个热闹，27 . 0%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是想刷个存在感，5 . 9%
的受访者将发弹幕作为追星
的一种新方式。

谢文曦说，她发现弹幕
中经常出现攻击某个省份的
人和辱骂演员的现象，对于
这些弹幕，她表示很反感。

“一个人发出这种言论后，往
往引起其他网友或粉丝的反
击，然后屏幕上就出现很多
互骂的弹幕，言语粗俗，而且
十分无聊”。

发弹幕时应该注意什么
问题？调查中，67 . 4%的受访
者反对借弹幕进行地域攻击
的行为，61 . 1%的受访者认为
观众不应该发辱骂意味的弹
幕，51 . 5%的受访者建议观众
不发无意义的刷屏弹幕，
37 . 6 %的受访者希望其他观
众不要在弹幕中剧透。

8 0后网友张悦则认为，
内容低俗或无聊的弹幕不仅
会影响其他观众的观看体
验，还会影响网络语言环境
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受访者中，00后占0 . 5%，
95后占3 . 8%，90后占21 . 6%，85
后占19 . 0%，80后占32 . 7%，70
后占15 . 2%。

（据《中国青年报》）

【热帖】

【微观】

【日志】

各位新晋大学生马上要
进入大学了，是不是很开心
呢？近日，网友们总结了从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打着鲜
明时代烙印的大学开学装
备，一起来看看它的变迁吧！

上世纪7 0年代：背着被
子上大学。中国重新迎来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那时的背囊很必需，就是一
床被褥+一个脸盆+一副碗
筷+一个开水瓶。

上世纪8 0年代：手表可
是奢侈品。中国刚刚改革开
放，生活物资比较匮乏，那时
的装备依旧很简朴，要是手
腕有块手表，简直是众人敬
仰啊。

上世纪90年代：BP机可
拉风了。这个年代的大学生
装备多了不少时髦的玩意
儿，收音机、录音机已比较普
遍，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腰间
还会别着BP机。

0 0年代：数码产品不可
少。跨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快
速腾飞，居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升，拉杆箱取代了简陋的
行囊，箱子里装着随身听、
M P 3，甚至是那时还稍嫌奢
侈的笔记本电脑。

如今：手机、电脑、平板
来“全套”。大学生的装备愈
发简约，背包加拉杆箱，有卡
走遍天下，手机、电脑、平板
成了新生入学的标配。

不同年代的

大学开学必带装备

目前，大多数视频网站都加入了弹幕功能，不少人在看视频时也习惯开启弹幕。弹幕是指
由视频观赏者发出以滚动等形式出现在视频上类似于字幕的评论。弹幕正形成一种文化，一些
流行的网络用语也发源于弹幕网站。一项对20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5 . 1%的受访者在观看影
视剧时会关注弹幕。

德国“小胖纸”不当男版papi酱
“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的p a p i酱红得一塌糊涂。模
仿、拷贝papi酱路数的网友也
竞相亮相。其中一个名叫阿
福的德国“小胖纸”，操着一
口普通话+上海话的混搭语，
搞笑演绎着各类小段子和神
吐槽，画风神扯,却莫名戳中
网友的笑点和泪点，于是视
频点击量一路飙升超越百
万，被网友捧成男版papi酱。
不过，人家还不乐意呢。

前段时间阿福在自己家
里，操着一口蹩脚的带有上
海口音的普通话，拍摄了一
段2分50秒的短视频，神吐槽

“老外娶个中国老婆啥感
觉”。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可没想到发出去之后，
竟然在微信公众号上一举拿

下点击量10万+的成绩。在众
网友的大力转发下，阿福就
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红了！

也许你不会相信，这是
阿福第二次尝试发视频所取
得的成绩。第一条视频是阿
福从德国回到上海，他觉得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拍个视
频玩玩，“也顺便练习一下如
何操作视频软件呗”。于是，
阿福拍摄了一段介绍德国蔬
菜的视频，很快在B站上收获
了近30万点击量。

突然的爆红不仅惊呆了
阿福，还惊呆了他远在德国
的家人。阿福本名T h o m a s
Derksen，1989年出生，念高中
时第一次接触中文，虽然“除
了自我介绍啥也没学会”，可
是他却从此对中国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有了上海话+普通话+德

语的多语种视频播报方式，
再加上阿福胖乎乎“人畜无
害”的身段，还有那萌萌的小
眼神和看似平常却别有寓意
的台词，阿福的视频令人耳
目一新，捧腹大笑的同时又
回味无穷。

另外，阿福的学习经历
和中德两个国家的生活背
景，让他在阅历和语言运用
上比绝大部分网红都要丰
富。他镜头感十足，从不怯
场，能够准确抓住观众痛点。
还 有 看 似 随 意 的 拍 摄 场
景——— 家，其实都是“刻意的
随意”，说白了就是“接地
气”。

(三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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