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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都说我激进，我
真的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
骨子里是一个偏理性的人，
厌恶风险，自己开车很慢，不
允许司机开快车，过马路一
定等人行道绿灯。之所以被
认为激进是因为我觉得没想
好的事坚决不干，想好的事
就坚决果敢地去干。朋友说
人有不知死和不怕死之分，
我应该是不怕死的。

@孙宏斌

在复杂新闻事件当中，
信息的碎片化传播风险是非
常高的。因为你无法完整呈
现信息、情感、逻辑和主题，
这就是微博时代新闻场的生
态。如果在碎片化信息的传
播中，严谨性和情感把握不
好，就会遭遇舆论风暴。其实
这个时代更需要深度的调查
和访谈节目，可惜这样的产
品太稀缺了。

@王志安

几乎所有的电子游戏，
反馈机制都是即时的、可量
化的。玩家一个动作，一定会
有相应的反馈。有一些不怎
么成功的游戏，会把这里作
为氪金点，8个小时后增长10
点，想立刻吗？付钱！现实社
会并不是这样，没有游戏里
那么即时的，也没有那么可
量化的反馈。现实生活很乏
味，因为并没有即时的反馈
刺激。

@魏武挥

其实在现实世界，让不
喜欢读书的人开始读书，让
喜欢读书的人开始不读书，
都很艰难。有些人也许跟我
恰是同一本冷门书的热烈拥
趸，我们本可以是异路知己，
但再想想也释然，读书人不
用互相陪伴，不用建群，各自
有书陪，就好。

@鹦鹉史航

创业是最艰难的，你失
败了，没人记得你，还觉得你
笨。人们只会把热情与注意
力留给那些创业成功的人，
这也是不停有人创业的原
因，成功的滋味太美妙了。所
以，这十来年才会有一系列
伟大的发明。消费者从这一
切发明中受益，我们却不必
承担失败者的任何一点成
本。

@连岳

广大外卖订餐软件是不
是应该加个减肥模式？比如，
每天晚上9点之后打开无法
进入功能界面，直接激活前
置摄像头全屏映出用户的
脸，就让你一直瞅着自己脸
上的肉，每天早上9点再恢
复。

@地下天鹅绒

群里在互相比自家猫的
身价，计算方式是猫本身的
价格+它打碎东西的价格。

@使徒子
（三七整理）

现实社会没有游戏里
那么即时的反馈

打赏从线上走到线下，你愿意买单吗

“打赏”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早已不再陌生。用户看到在网上发布的文章、图片、视频等原创内容后，若觉得
好，就可以通过奖赏钱的形式来表达赞赏与支持之情。网络直播平台上主播表演得好，可以打赏；公众号上作者
文章写得好，可以打赏；甚至外卖送餐员服务好，顾客也可以打赏。

现在，打赏开始走到线下，有网友认为，线下打赏可以助推服务质量提高，也有网友认为，“打赏经济”也可
能使得打赏者和被打赏者所关注的要点从商品本身转向周围次要的东西，从而忽略了商品本身。

地铁标语有趣有内涵在网上火了
7月6日 周四
“闲鱼”奇葩卖家卖搞笑

商品
在“闲鱼”网上买卖二手

物品成为年轻人的一种习
惯，不过，有些卖家似乎串场
了：多肉版“格鲁特”、鹅卵石
群中的翡翠都被搬来出售，
差点就信了你们呢！一个卖
家因为家里拆迁，想为墙角
野雏菊找新主人，感觉小区
遍地是金子；还有人卖发芽
的地瓜，声称美洲进口地瓜
苗。

网友点评：感觉错过了
一个亿！

7月7日 周五
网友教大家如何一秒学

会喊麦
微博网友@SoFunky公

布了一个教程，教大家如何
一秒学会喊麦，总结得十分
精辟，包教包会！熟练运用四
个字“我，他，这，那”，举个例
子：“锄禾我日当午！汗滴这
禾下土！谁知那盘中餐！粒粒
他皆辛苦！”网友晒出作品：

“鹅鹅我鹅鹅鹅，曲项这向天
歌，白毛它浮绿水，红掌那拨
清波。”“奇变我偶不变，符号
他看象限。”

网友点评：看完这些评
论都不会好好说话了，可把
你们给厉害坏了！

7月8日 周六
微信放大招：新增三大

功能
近日微信又放大招，新

增三大功能：可设置某条朋
友圈的互动不再通知；可对
视频进行花式编辑；领取后
的红包颜色会变淡。其实第
一条是很多人长期以来的烦
恼，你给朋友点了赞之后，其
他朋友也点赞的时候，红点
会不断提醒你，让你误以为，
是你自己的朋友圈被人赞
了，结果发现还是别人对别
人的赞。

网友点评：再也不怕错
过红包雨了。

7月9日 周日
今夏最火姿势：穿“西瓜

裙”拍照

今夏朋友圈闪亮登场西
瓜连衣裙，又清凉又时髦。网
友用西瓜片拼成连衣裙、公
主裙甚至T恤短裤等各种外
衣，借位拍照，效果惊艳了。
上面可以多少留点儿瓜子做
点缀，最赞的是：拍完照片就
可以直接吃掉，零成本！

网友点评：有西瓜，有模
特，就差拍照的人了！

7月10日 周一
地铁标语有趣有内涵在

网上火了
“体肥还须少吃饭，想美

就要多读书”“P图美颜爽一
时，读书气质美一世”“读书
有三好，有品、经撩、笑点
高”……近日，郑州、南京等
城市的地铁标语在网上火
了，短短几段文字不仅内容
有趣，又有内涵，果然多读几
本书是可以让人有趣很多
的！

网友点评：快给我拿本
书压压惊！

7月11日 周二
兽医办公室的锦旗笑翻

网友
微博网友@UncleFxxker

带猫去动物医院做绝育，被
医生办公室的锦旗笑到尖
叫，上面三个大字“喵喵喵”。
有懂喵语的网友翻译一下说
是“妙手回春”的意思，简直
情深意切！这样的锦旗，还不
只这一家宠物医院收到过，
还有的收到过“救我狗命，妙
手仁心”的锦旗。

网友点评：千言万语不
如“喵喵喵”。

7月12日 周三
好气啊！网友晒出“气人

金句”
网友@粽粽粽粽粽粽粽

发起话题，讲述让你至今难
忘的“气人金句”：“这样就没
劲了？”“又怎么了啊！”“真没
生气？那我睡了，晚安。”“你
就让他一下又怎样？”“都是
我的错行了吧。”这些年受过
的气瞬间涌上心头。

网友点评：光看评论就
好生气啊！

（齐小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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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炳先

现状：打赏从线
上走到线下

近几年来，从微博、微
信到秒拍、直播，随着自媒
体、新传播方式的发展，打
赏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早
已不再陌生。用户打赏的原
因各不相同，目的性也强弱
不一。以网络视频直播为
例，大部分用户之所以打
赏，只是单纯因为支持主
播，而目的性较强的首要原
因则是打赏之后可以与主
播进行更多互动。

除了线上的网络应用
之外，越来越多的线下服务
活动，如餐饮、酒店、出行、
快递、外卖等领域，也成为
打赏经济的应用场景。

据了解，在海口、重庆、
南京、西安等地，有餐馆推
出了扫码打赏服务员：对服
务员服务满意，你就扫一
扫。打赏金额多为1至5元，
有员工最高一个月累计获
得顾客打赏180元。

目前，不少餐饮业已与
第三方平台合作运营打赏，
国内规模较大的第三方打
赏平台有“众赏”“赏呗”“鲜
老虎”等。“众赏”首席执行
官弓晨认为，打赏方式可实
现三方共赢：服务员可提升
收入，获得尊严和尊重；顾
客可体验到互动“好玩”，也
可获得更好的服务；管理层
可降低管理难度，合理配置

人才。

态度：多数网友
表示支持

虽然国人没有给小费的
习惯，但网友对打赏从线上
转向线下大多持支持态度。

“上周末在北京一家面
馆吃饭，服务员上菜快，我和
女友就各打赏了3元。”网友

“阿毛”说，6元钱对消费合计
150元的饭钱不算啥，问过店
长后得知打赏的钱是直接给
服务员的，“听后我们更放心
了，好服务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对方的服务真打动
了我，我就会打赏，不论是酒
店清洁工、饭店服务员还是快

递送货员。”网友“@金桐”认
为，以前更看重定价，一分钱
一分货，不会多给一分一厘，
现在觉得服务也是重要的环
节，是加分项。

消费者愿意承担打赏成
本，一方面说明人们衣食无
忧，这笔费用能支付得起；另
一方面，则是在精神价值层
面上，越来越认同别人的劳
动，这是对劳动不分高低贵
贱的一种肯定。

有网友在讨论中表达自
己心中的忧虑，南京某事业
单位员工宋女士就有过这样
的“打赏焦虑”。据宋女士透
露，前一阵她在南京一家餐
厅吃饭，看到服务员袖臂上
有打赏二维码，对方服务很

热情，“我没有给小费的习
惯。但当时转念一想，万一我
没给他打赏，他的服务不尽
心怎么办？”最后这顿饭，吃
得宋女士坐立不安，感觉自
己亏欠了谁一样。

网友“阿珂”认为，“打赏
经济”可能使得打赏者和被
打赏者所关注的要点从商品
本身转向周围次要的东西，
从而忽略了商品本身。

专家：打赏有利
于提升服务

除了餐饮业，在出行领
域，滴滴打车去年初也新增
了一项额外支付“感谢费”功
能，乘客可自愿支付给司机
若干元不等的费用，以示感
谢。当然，这项打赏也是加大
叫车成功概率的筹码。以同
城顺风车为例，通常支付一
笔5到20元不等的感谢费，更

容易被接单。

对于目前打赏经济向多
个行业的渗透，有专家指出，
一方面，这意味着人们的关
注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娱
乐化、互动化；另一方面，过
去的激励机制往往是领导对
下属的行为，打赏则颠覆了
这种模式，变成服务对象直
接对服务成果给予反馈、激
励，供需双方形成更为紧密
的互动，从内部评价机制变
为市场化评价机制。

同时，根据消费者的反
馈可以发现，打赏制度的实
施对提升服务确实起到了一
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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