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A03 2015年4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胥柳曼 美术编辑 黄颂平

“ 互联网+”时代机遇不断 她和“ 足记”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杨柳：我会带着电影梦跑得更快

一个小众的APP，一个喜欢睡到

自然醒的文艺女青年。当足记在APP

市场的排名上升到80位时，杨柳截了

一张图发到朋友圈里，觉得十分诧

异，没过几天，这个排名蹭蹭蹭地跃

到了第6名，她已经觉得不可思议。这

位酷爱电影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没

料到足记能登上桂冠的宝座。

3月1 0日到1 4日，足记的用户数

实现了飞跃。从数万到第二天的十几

万，到第三天的30万，再到之后的80

万、1 20万以及现在的2000万，这样汹

涌的用户潮毫无征兆地涌来，像海啸

一样，打得足记这艘小船措手不及。

这番像极了拍电影般的经历，让她直

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

“ 我是如假包换的‘ 睡货’，创

业后天真地以为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但这个月来，我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

只有三四个小时。”杨柳无奈地揉了

揉眼睛。“ 不好意思，我只有1 0分钟

时间，接下来又要去开会了。”

“ 说实话，我们的产品只能说是半

成品，我的团队也是只有1 2人的小微

团队。直到今天中午我们的服务器还

断过一次。”用户量井喷带来的不是夺

冠式的欣喜，杨柳大叹苦经道：“ 天使

基金投给我们的250万元中的一大半，

都是这几个礼拜花完的，我们从一台

服务器扩充到现在的几十台。”

在交大创业学院副院长桑大伟

看来，中国的创业弱，不是缺场地缺

资金，关键是缺乏源头的创意，山寨

的、模仿的居多。对于足记这样的团

队，他们必须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才

能活得更久。现在互联网产品的生

命周期越来越短，原来的APP可以卖

一年，但现在如脸萌，火得快，死得

也很快。要求你每个月都有创新。互

联网企业拼的就是创新速度。

此外，创新企业还要注意衍生价

值，要和线下合作。上一代的创业者，

如大众点评、京东都不赚钱，认为只

要有流量，就有盈利能力，但事实并

非如此，国内的企业很多是赔本赚吆

喝。足记有2000万用户，但并不产生

收益，只是在不断地烧钱。他们要做

的是赶快资金回流，哪怕只有千分之

一的用户能付费购买高级服务，企业

就能获得收益。

在创客中心里，有很多和足记一

样刚刚起步或创业没多久的团队。杨

柳碰到过的情况，他们可能也遇到

过。“ 现在都在鼓励创业创新，我们希

望今后能获得更低的房租，有更多投

融资的机会，更加便捷地招聘人才。”

“ 生意专家” 创业团队负责人郭锐

说。另一位创业者、80后方堃的困惑

则是，想要见到类似雷军这样大咖级

的投资人很难。

看了太多的创业项目经历九死一

生，上海创客中心的负责人郑健灵也

逐渐读懂了创客们的艰辛与不易。“ 其

实，无论哪个团队的成功和失败，都是

一时的。这些年来，我们看的创业项目

的生死太多了。一个项目死掉了，不代

表创业者本人的失败。他和他的团队

成员可能很快会加入其他团队。”

前不久，足记的创始人杨柳着
实火了一把。尽管如此，杨柳还是害
怕：“ 我们这样一个草台班子，其实
距离死亡并不是很远。”在“ 互联网
+” 时代，这是许多创客共同的担
忧。昨天，杨柳向青年报记者讲述了
从几万用户一下蹿升到2000万用户
背后的故事和困惑。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救火的同时，危机也迎面而来。

“ 足记在社交媒体上火爆后，我看到

一家做图片的知名公司移动总裁登

录足记，发了一张似是在巴黎游玩的

图就走了，当时我就想，完了，他们肯

定要做什么。”很快，那家公司的APP

就有了大片模式。3月1 2日杨柳在朋

友圈里写道，“ 你拿走我的外表，却拿

不走我朝圣的心。”

闪退、使用不流畅，各种吐槽袭

来。足记越是火，杨柳越是焦虑不安。

“ 一些大公司的技术能力比我们强，

我们的核心技术很容易被复制。但我

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源于灵魂深处的，

小微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难也是中

国创业者的悲哀，大家一直在鼓励创

新，但真的创新了却得不到保护。”

当记者表示，一度红火的“ 脸

萌”被遗忘后，其原班人马又投入另

一款产品的开发，同样被投资人看

好。杨柳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借鉴该模

式，“ 士可杀，不可辱。我们只能做足

记。因为我们的团队也是一群爱电

影、单纯的、想被认可的人。”

足记被很多人记住已经“ 满月”，

从高峰时的日增200万用户，到现在日

增长量减到不到20万，用户们也从一

开始的狂热到趋于理性。这使得坐在

记者面前的杨柳得以忙中偷闲，讲述

自己是如何踏上创客这条路的。

201 3年，辞职后的杨柳做了一个

记录张国荣足迹的APP———“ 荣史上

的今天”。与此同时，钟爱电影的她

一直想开发一款和电影相关的图片

应用。一次偶然的机会，团队成员、化

学博士后耿靓处理了一张团队的工

作照，杨柳觉得这张照片处理得很有

感觉，就将该功能运用进来，成了现

在广为人知的电影模式的雏形。杨柳

希望它能记录生活中的点滴，“ 同一

个地点，可能物是人非，但我们希望

人们能记录图片背后的故事，让图片

不再变得冰冷。”

一开始，足记只是被论坛上的一

群电影特效师使用，但突然有一天它

被病毒式传播了，就连明星和微博大

号也加入了传播的行列。

3月22日，杨柳在照片上配上了

这样一段话，“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

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

我们别无选择。”用户们永远也不知

道，在频频出问题的APP背后。是一群

救火的技术人员没日没夜的艰辛。

“ 当初投资人看中我们也是因

为我们是一群有梦想的人。但在实际

使用中，这一‘ 半成品’和用户的体

验有落差，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来打磨一个更好的产品。但时间有

限，用户可能不会有耐心，感觉很对

不起他们。”杨柳说。

理想：创业后可以睡到自然醒

现实：每天的睡眠只有三四个小时

理想：让图片不再变得冰冷

现实：时间有限感觉产品对不起粉丝

理想：做源于灵魂深处的产品

现实：创意被抄袭，创新难维权更难

[创客困惑]

杨柳碰到的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专家支招]

有持续的创新力才能活得更久

杨柳坦言，“ 我们最困顿的时候，

是粉丝在背后支撑我们。有人在网上

骂，抄袭的人，滚远点。有人在微博上
!我，让我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会忠

诚地等我们慢慢变好。我很感动。”

经历大浪，见过风雨。昨天，记者

再次联系上杨柳时，她已显得稍微淡

定，也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之路的

方向。“ 面对互联网创意被不断抄袭的

普遍现状，我们只能选择跑得更快。足

记有1.5万个标有经纬度的电影的取景

地，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未来，我

们会坚持免费，但可能会靠参与电影

的发行来盈利，不会对用户收费。”

一炮走红也带来了很多慕名找

上门的投资人，昨天，杨柳兴奋地告

诉记者，马上他们就要完成A轮融资

了。“ 在和风投谈判时，我们会重申

自己的电影梦。我们不是图片工具，

而是一个有灵魂的图片社交软件。”

经此一役，杨柳仿若一夜之间成

长了不少。她海绵吸水式地拼命向一

些成熟的团队学习，在搬救兵的过程

中，足记得到了志同道合的技术人员

的关注，毅然加入她的团队。如今，足

记的团队人数从一开始的8人即将增

加到20人。“ 看来，草台班子马上要

转正了！”

[足记维权]

面对竞争，我们必须跑得更快

足记创始人杨柳坚信未来会更好。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