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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60箱西瓜，每辆货车一次运60箱，如果一趟运完需
要多少辆货车？”

“几辆？几辆？”今年20岁的天津高校学生马刘松通过语
音与微信群里的答友热烈交流着。在10秒钟时间里，他要从
选项“8辆”“9辆”“10辆”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经过紧张
讨论，他选中了正确答案“10辆”，和近20万人进入下一轮
答题；而200多万答错的人只能退出或使用一张“复活卡”。
最终，他成为15万名答对全部12道题的一员，获得20元奖
金。

这是1月29日晚由西瓜视频举行的一场奖金达300万元
的“百万英雄”直播答题活动，吸引了近260万人参与。

2018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直播答题突然火遍中国，
现实版“知识就是金钱”正在火热上演。“冲顶大会”“百万
英雄”“芝士超人”“百万作战”……这些网络直播答题活动
的奖金动辄百万元，场均用户数也以数百万计，仅1个月就
成为中国最火投资风口。

这种模式是“风口”还是“一阵风”？在金钱喧嚣中，如何把握
好知识习得的进程？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答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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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的“撒钱”之后，直
播答题走入了一个瓶颈。

从原先只有一家“冲顶大会”，到
“百万英雄”、“百万赢家”、“芝士超人”
等多家平台相继进入，时间也不过是一
周多。就在这短时间内，直播答题的

“风口”已经挤满了待飞的“猪”。
当然，拥挤的不光是撒钱平台，

还有为赢奖金趋利而来的数百万网
民。从原先几百人分奖金，到如今十
几万、几十万人分，虽然奖金从 10 万
元、20万元飞速涨到 100万元、200万
元，甚至更多。但是越来越多网民感
受到了竞争的残酷，即使手握数张复
活卡，亲朋好友齐上阵，忙活半天，
分到每个赢家手里的钱也只是“聊胜
于无”。江湖中依然盛传着一人赢得上
百万元奖金的传说，但如今情势下，

这明显成了挂在驴子眼前的那根萝
卜——看得见，拼命跑，够不着。

有人说，直播答题很好啊，既长知
识，还能赚钱。但这种零敲碎打的知识
点，对一个人智慧成长明显助益无多。
其实，没必要给直播答题太多价值附
属，这就是一场砸钱的装机量竞赛。

有统计显示，互联网时代，获取
一个时刻活跃、愿意互动的用户成本
大概是 6元，甚至更多，而以一个 100
万元奖金的直播答题场算，200万人参
与，平均到每个活跃用户上，需要成
本只有0.5元。这一轮砸钱下来，相关
答题平台下载量 （即“装机量”） 无
疑获得了“大丰收”。

任何一个事物的兴衰，都有一个
边际效用递减。这不仅是钱多钱少问
题，主要还是看整个中国互联网直播
市场的用户池子到底有多大。经过一
个月持续的高频度竞争，用户池恐怕
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用
户增量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再砸钱进
去冲下载量，恐怕成本要涨不少。

所以，进入下半场后，动辄百万
元的投入谁来负担？直播答题的高流
量面临变现难题。有的平台找到了广
告商，比如趣店大白车就给芝士超人
砸了一个亿的广告订单，京东、美团
等公司也纷纷参与进来。但随之而来
的就是一堆广告专场。有些题目直接
生硬地广告植入，一次两次还行，冲
着钱用户就忍了，但如果频繁出现，
用户体验就会变差，很多用户就会怀
疑值不值得为只是“塞牙缝”的奖金
来看一场十多分钟的广告。

因为，这些新进的用户有着非常
明确且功利的诉求，就是答题赢现
金，但这种趋利本性支配下的用户很
难 对 平 台 产 生 情 感 依 赖 ， 黏 性 极
低。很多答题平台原先的主业并不
是直播答题。这一轮“砸钱抢人”的
硝烟过后，有多少新用户能沉淀下
来，而不是匆匆过客或者僵尸粉，还
是个未知数。

说白了，直播答题像是一个“暴
发户”，流量和用户暴增并没有带来
商业模式创新，从上半场的砸钱抢
人，到下半场的广告输血，怎么看都
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锤子买卖。
有人说，直播答题是一个“风口”，
但也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一阵风”。
无论是风口还是一阵风，对永远浮躁
不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赌一把
不吃亏，毕竟谁都不想成为风口来临
前那只尚未准备好的“猪”。

2018 年，开年大火的是直播答题节目。
一场网络直播答题，能够吸引超百万人参
加。其实，在电视称王时代，这种形式的知
识问答节目层出不穷。

源起上世纪80年代

中国最早的知识问答类节目出现在 1980
年。当时，广东电视台率先推出 《“六一”
有奖智力竞赛》。1981 年，中央电视台开始
举办 《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上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电视益智类节目开始盛行，如中央
电视台的《法律在身边——“二五”普法特别节
目》、地方台的《民族知识竞赛》、《规范用字用
语知识竞赛》等。

找到知识性和娱乐性平衡点

随着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开播，中国的

综艺节目迎来快速增长期。在这些节目中穿
插的知识竞猜，让知识问答开始回暖。

2000 年，《三星智力快车》 在央视开
播。这是一档评价很高的知识问答节目，深
受观众喜爱，尤其是青少年喜欢。同样在
2000年，《开心辞典》 开播。《开心辞典》 是
一个面向大众，使用大众化题材的知识问答
节目。很多人对此都有记忆，尤其是对王小
丫、李佳明两位主持人。两档节目都找到了
知识性和娱乐性的平衡点，这也成为它们能
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央视还有一档与《开心辞典》齐名的节目，

就是 1998 年开播的《幸运 52》，主持人是李
咏。这同样是一档益智类知识问答节目，通过
竞猜最后获得砸金蛋机会，观众尤其对最后砸
金蛋的环节印象深刻。无论是《三星智力快
车》《开心辞典》还是《幸运52》，都是采用参与
者与主持人对垒的模式。这是中国知识问答
类节目的一种固定模式，也是一个时代标记。

观众对抗增加节目观赏性

这些年，受到观众关注的知识问答节目
是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每期参加节目的
有11人，分为10位守擂者和一位挑战者。他

们年龄、身份、文化层次各异，其中守擂者
手中都有不同价值的奖品，而挑战者将通过
20 秒限时答题与守擂者一一对垒。在制作
上，《一站到底》 打破了 《开心辞典》 模式，
采用观众对抗，增加了节目观赏性。

随着季播节目兴起，知识问答类节目也开
始走向季播方式。代表节目就是央视去年推
出的《中国诗词大会》。此外，央视最近几年相
继推出过《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些节目专业性强，参与度
广，同时还能向全社会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又有
竞争性，一经播出在观众中都有较好反响。

移动互联网助推全民参与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
问答节目开始在网上走红。但移动端如何
设 计 问 答 节 目 ， 吸 引 全 民 参 与 是 一 个 问
题。尤其是网络具有匿名性、广泛性等特
点，如何保证节目公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2018 年刚过，微信推出游戏“头脑王
者”，让微信用户可以随机进行对战，题目由
官方和用户一起提供。

紧随而来的就是网络直播答题的火爆。
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推动下，网络直播答题
迅速打开了市场，吸引了巨大流量，也成为
互联网与电视的又一次“正面交锋”。未来网
络直播答题走向何方，会产生什么影响，还
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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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钱”大赛
张远晴

这些年，我们经历过的知识问答节目
本报记者 张一琪

这场“烧钱”还能持续多
久？当资本退场，还能留下什
么？各方对于直播答题模式的
这些担心，源于对其盈利模式
的担忧。

目前，直播答题的资金输入
主要源于风险投资和广告赞助。
有业内人士建议，通过直播打赏、
游戏充值、知识付费等方式，实现
直播答题的流量变现。

赵媛媛表示，除了承接广
告，“芝士超人”将通过创新
内容输出、优化游戏形式，用
知识、信息、内容搭建起文
化、经济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她举例说，未来会设置如“扎
染”等传统工艺题目，并在平
台中展示相关产品或将相关产

品作为奖品，促进文化传承和
文化变现。

为迎合人们的知识兴趣
点，一些直播答题平台还推出
了 “ 人 民 日 报 客 户 端 专 场 ”

“微信公号侠客岛专场”等细
分的答题活动。靳戈表示，作
为大众文化产业新模式，直播
答题应以优质内容换取用户注
意力，以用户注意力吸引广告
投放。他分析说，文化产业中
有一个悖论，越是规模化生产
的产品，越不具有艺术价值；
越具有艺术价值的物件，越难
以规模化生产。知识付费模式
探索是实现“小众文化产业”
模式平衡、长远发展的基础。
因此，直播答题付费模式需要

探索、创新和坚持。
此外，直播答题的野蛮生

长，是否将迎来相关部门的严
格监管？

“让人们快乐但不沉溺其
间，既提供一种休闲方式又不
是放纵的手段，这应该成为直
播答题行业的底线。”靳戈建
议，直播答题的知识点不能太
难，但要足够吸引人；形式可
以娱乐，但不能触碰社会公序
良俗的底线。

“对于新生事物，我们要
保 持 定 力 和 耐 心 。” 刘 宏 表
示，政府要平衡好市场发展和
政策引导之间的关系，既要防
止资本控制可能带来的异化，
又要注意政府监管可能引发的

“一管就死”。他认为，直播答
题从观念上对知识传播、内容
付费、知识游戏等方面的理解
和实践有所突破。他举例说，
对于交通法规宣传、民生政策
宣讲等传统宣传活动，直播答
题参与其中既有经济效益，又
有社会效益。

直播答题的兴起，一个更
重要的意义是引发人们对知识
的社会意义和功用的探讨。长
期以来，无论是思想界、知识
界还是社会大众对此的讨论都
是不充分的。

“这种讨论很有必要。”刘
宏认为，如今随着人们碎片化时
间增多，知识习得过程也变得碎
片化。媒体、课堂、官方引导等

构成的社会知识传播系统中，受
众学习状态不同，也决定了群体
性学习方式如依靠答题获取知
识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价
值的。同时，知识和信息的区别
如何厘清、个人知识系统如何构
建、政府在社会知识传播系统中
的作用如何体现……这些问题
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应该借助直播答题这个
契机，不仅让人们对知识有一
个重新认识，让学知识轻松起
来，更要让人们对碎片化知识
和系统性知识习得的认知有一
个根本性转变。”刘宏说。

（感谢本报记者张一琪、
张远晴、申孟哲对本文提供的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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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名女公务员在某直
播答题平台收获101万元大奖、
广州一名女大学生因为答对

“以下哪位历史人物被后人戏
称为惨王？”一题，力克近百万
名网友赢得 103 万元奖金……
近段时间以来，这些参与直播
答题收获百万奖金的新闻在各
类社交媒体迅速发酵，吸引人
们广泛关注。

艾媒咨询今年 1 月份发布
的 《2017—2018中国直播答题
热点专题报告》 显示，在 1 月
8 日的直播答题大战中，最高
单场参与人数突破 400 万，参
与总人数超过 700 万。目前，
各互联网巨头支持下的直播答
题平台已达10多个。

直播答题为何突然火了？
“它是移动端的综艺节目 《开

心辞典》。”直播答题移动应用
“芝士超人”公关部责任人赵
媛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知识问答游戏早在十几年
前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追
捧。随着 4G 网络、智能手机、
WiFi 的极大普及，如今这种形
式被搬到手机上，用户只需一部
手机即可参与，参与门槛低，再
加之题目内容有趣、形式新颖、
奖金额度高，自然迅速蹿红。

移动交互形式创新和巨额
奖金制度，的确让传统的知识
问答游戏发生了根本蜕变。

在“知识就是财富”“我
不是在玩游戏、是在学知识”
的心理预设下，加之巨额奖励
刺激，很多答友十分乐意参
与。马刘松如今参与直播答题
已经 3 周，收获了 1300 多元。

拿奖金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表
示，参与答题后，自己对一些常
识现在能立刻反应过来，很多
题目基本能记住。他同时说，

“我和寝室同学组队答题，比一
起玩游戏好多了。”

也有一些答友并非为钱而
来。今年49岁的教育工作者天
剑 （网名） 参与了 1 个多月，
最多时一天玩 3 场，已经收获
100多元。“我玩直播答题不是
为了赚钱。”他总结了 3 个原
因：一是将其看作一种知识检
验手段，让自己多年积累的知
识有用武之地；二是通过战胜
同时在线答题的网友，获得心
理成就感；三是通过团队协作
答题，促进交流。他说，对于
一些不会的知识点，他会去查
资料，增加了学习兴趣。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
士生张华麟参与了 4 个平台的
直播答题，已收获几百元。他
表示，目前直播答题题面涉及
很广，除了数学、物理、中华
传统文化方面的“硬知识”，
还有紧跟时事热点的“软知
识”，甚至娱乐行业明星个人
信息都可能成为“考点”。“在
知识的沉重与娱乐的刺激间寻
找平衡，或许是众多直播答题
平台在题目设置方面的目标。”

赵媛媛表示，“芝士超人”
本着大众参与、全民娱乐宗旨，
鼓励用户调动身边的亲朋好友
共同参与、共同答题，“通关”后
不仅个人能够收获亲朋好友赞
许，还能获得奖金、学到新知
识，这就是常说的寓教于乐、
名利双收。

1 月 30 日，被誉为直播答
题“先驱”的“头脑王者”微
信小程序，因违反《即时通信
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
行规定》 而被暂停服务，引发
社会关注。题目中出现不良内
容是其暂停服务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今年1月14日，北京
市网信办就“百万赢家”直播答
题活动将香港、台湾作为国家
列入问题，依法约谈花椒直播
相关负责人，责令全面整改。

除了出现政治问题，直播
答题中某些题目胡拼乱凑、出
现“肉夹馍原产地为江苏”等
技术性错误、聚焦某位明星信
息等问题，都遭到网友吐槽。

在直播答题其势汹汹的
“撒钱”活动中，内容、知识

如愿被推到前台，同时也容易
因此出现异化，变了味道。

“与其说直播问答题目涉
及的是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娱
乐的麻醉剂。”中国传媒大学电
视系教授刘宏对本报记者表示，
直播问答涉及的知识习得，和人
们传统形式的知识系统、对知识
的批判等不符，它将知识停留在
一种取消了严肃性的层次上，

“只带有知识的部分元素，但改
变了知识的方向和意义。”

刘宏表示，他的学生曾做
过相关测试，很多参加知识问
答电视比赛的选手，在赛后无
法记起自己背诵过的百科知
识。“这说明，学知识并不是
人们参与知识游戏的目的，这
种知识也注定进入不了社会流

通系统。”
北京大学新闻学博士生靳

戈 对 此 十 分 认 同 。 他 认 为 ，
无论是电视百科知识问答还
是如今的直播答题，更多是
一项娱乐活动。“观众或答友
通过参与，在羡慕、嘲笑和
比较之间获得了一种精神满
足，至于节目中有哪些知识
已经不重要了。”

“想通过答题获取知识确
实有些掩耳盗铃。”今年 25 岁
的公务员徐言余表示，由于题
目设置不科学，很多题目起不
到学知识的作用。同时，现在
时间十分宝贵，与其搭上半个
小时学习一点碎片知识，不如
系统地读书，完整构建个人的
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网友

“拖地哥”也认为，直播答题
需要普及有效知识。

如果直播答题平台只看到
流量和广告而非内容，当答友
的兴趣集中于奖金而非知识，
这种模式将难以持久。因为直
播问答的核心之一是内容，如
果内容本身没有吸引力，平台
与用户之间就缺乏更多互动，
难以达到沉淀用户的目标。

刘宏认为，人类互动与知
识层次有关，越是观点、思想
越需要互动，相反基本信息往
往缺乏互动。由于资本对知识
互动不感兴趣、不愿意介入，
目前很多新媒体将知识、观点
进行信息化、平面化处理，回
避了较为深入的互动，这是需
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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