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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星球研究所”？

““一一群群国国家家地地理理控控 ，，专专注注于于探探

索索极极致致的的自自然然风风光光 。。””这这个个公公号号关关

注注的的领领域域 ，，呈呈现现的的方方式式与与内内容容似似乎乎

注注定定会会让让它它跟跟一一般般的的公公号号不不一一样样

““星星球球研研究究所所””被被读读者者称称为为““手手

机机版版国国家家地地理理””。。让让人人““热热泪泪盈盈眶眶””

的的内内容容不不是是拼拼拼拼凑凑凑凑来来的的 ，，他他们们每每

篇篇文文章章的的成成本本在在 33 万万 -- 55 万万元元 ，，从从

选选题题到到发发文文一一般般都都需需要要 77 到到 1111 天天

““希希望望将将来来有有更更多多的的人人因因为为我我

们们这这个个公公号号爱爱上上地地理理 ，，爱爱上上我我们们的的

国国家家，，爱爱上上我我们们生生活活的的地地球球””

本报记者张书旗

去年国庆期间，一篇题为《什么是中国？》的文章刷爆网络，
首发平台阅读量超过了 200 万，经人民日报等微信公号转发后
的阅读量更加惊人。一时间，他们公号以“什么是××”为题的文章
篇篇都成爆款，“星球研究所”这个公号开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在几乎所有微信公号都比拼速度、时效的今天，“专注探索
极致风光”的“星球研究所”却试图反其道为之。

他们不是天天被主编催稿，而是天天被自己的粉丝们催稿；
他们不追热点，文章要写到团队所有人都满意才会推送。截至目
前，“星球研究所”公号单篇平均阅读量 50 多万，100 万以上的
文章更是层出不穷。

“星球研究所”的文章视野广阔，星空、山川、大地、宇宙，都
是主题；精美绝伦、大气磅礴的图片，与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字相
得益彰——— 他们所选的图片大多是以“上帝视角”呈现的大画幅
照片，每一张都给人一种“被完全震撼和彻底打开”的感觉，有粉
丝说这是“唯一置顶的公众号”。

“星球研究所”创始人耿华军说，自己的初衷是“让更多人爱
上地理”，可他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到他写得文章中的
锦绣河山，由衷地爱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

前不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典赞·
2017 科普中国”活动中，“星球研究所”被评为“十大科普自媒
体”。

究竟什么是“星球研究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才能生
产出这样一篇篇美不胜收的爆文，才能把地理科普写得让人“热
泪盈眶”？

他开公号“任性”写地理，意外成爆款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耿华军，曾分别在社科院、互联网
公司工作过。后来，他有了尝试更大挑战的想法，于是辞职创业。

起初，他在“宇宙中心”五道口租下一间办公室，信心满满拉
着几个朋友开发健身 APP 的项目。虽然投入不少，但市场反应
冷淡，最终以失败告终。

首次创业失败，对耿华军打击很大。把团队解散之后，他也
没有想好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蛰伏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反思，认
为创业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他分析了自己最擅长和喜欢
的事：“一直都是做内容，写东西还不错；对地理极其热爱，从大
学就开始读各种地理相关的东西，从未间断。”

有意思的是，耿华军之前的工作与地理无关，没有写过类似
的文章，对地理不算擅长。他说，以前读一些地理旅游类文章时，
觉得并不满意，但那些文章往往都有很高的阅读量。他觉得自己
完全有能力写出比那些文章更好的内容，而且是大幅超越。

“那是不是可以开个公号写地理呢？”
于是，已经不再年轻的他，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再“任性”一回。

2016年，他开了个名为“星球研究所”的公号，写自己最感兴趣的地理。
他在公号的欢迎语中写道：“我所专注于极致的自然风光，对吃

吃吃买买买的旅行毫无兴趣。如果认同，就一起探索这个星球吧。”
这个公号关注的领域，呈现的方式与内容似乎注定会让它

跟一般的公号不一样。
“一群国家地理控，专注于探索极致的自然风光”，这是耿华

军写的星球研究所的口号。
但真实情况是：当时并没有“一群”，在公号发展的最初阶

段，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当时已经是 2016 年，许多公号早已积累了一定流量，

沉淀了一批用户，大号们都在瓜分自媒体时代带来的巨大红利。
谁也不清楚，这份红利到底可以享用到什么时候，又要以怎样的
姿态迎接未来的变数。

2016 年 9 月，他就这样似乎在红利期的末尾开始摸索着创
作地理科普文章。

刚开始，耿华军也走了很多弯路。他担心地理类的东西太专
业，没有太多人看。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写多深。公众号初期没有
什么推广渠道，写完推文，他就在朋友圈和同事、同学的微信群
里发一发。有人喜欢就转发了，阅读量也没有太大的起色。

直到 2016 年 11 月，“星球研究所”出现了第一篇爆文：《登
上珠峰，你究竟会看到什么？》，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个大号转
载，公号随之迎来了第一波涨粉高潮。这篇文章有 291 万的阅读
量，给公号带来了 6 万多粉丝。

这篇文章既非热点，也与时事无关。能一举爆发，都得益于
文章的内容确实打动人心。登顶过珠峰的人、止步于咫尺的人、
踏上过珠峰的人以及从未踏步珠峰的人，都在评论区感叹“像跟
着文字体会了一次登顶的残酷与壮丽。”

“爆款”的突然出现，给耿华军带来的不是兴奋，而是紧张。
“我很担心，万一下一篇文章掉粉了怎么办？我很忐忑，因为自己
写这一篇时有感觉写得很好，但是确实也没有预料会这么火。一
切都太突然了。”

自那以后，“星球研究所”发布的每篇文章都维持了很高的
水准，粉丝量也持续攀升。

耿华军的担心是多虑了，他所坚持的“好内容”，成了“星球
研究所”最具魅力的地方。

好内容依然能脱颖而出，地理科普有情怀

“星球研究所”生产的文章所涉极广。介绍一个地方的时
候，横向对比地理成因，纵向解说历史背景，一篇文章或展现
一段波澜壮阔的断代史，或成为一册沧海桑田的地理志，让人
读来心潮澎湃。

就这样，靠着草原、湖泊、沙漠等自然风光类内容，没有经
过任何推广，很快达到了单篇平均阅读量 5 万。不可思议的
是，耿华军平均一周才发一次文，时至如今，竟然每篇阅读都
突破了 10 万，还出现了多篇阅读量超过 100 万的文章。

在行业公认公号红利期已过的背景下，“星球研究所”凭
借探索极致自然风光的过硬内容生产，异军突起，创立仅仅半
年，就获得高樟资本 300 万人民币天使轮投资。

耿华军说：“红利期过了，意味着野蛮生长期过了。但新媒
体创业是个长跑，拼的是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能力。有好内容
依然可以脱颖而出，就不怕没有机会。”

他写江南，从地理的角度描述历史，从历史的变迁分析地理；
他写柴达木，展现出一个除了开矿之外这个地方所能拥

有的极致风光，传递从利用到欣赏的美学价值观；
他写日本，从文化层面的“菊与刀”讲到地理角度的山与

海……
耿华军说，地理科普不能只是传递知识、晒晒美图，一定

要有价值观。不能只让粉丝觉得美，一定要看到美背后的一些
东西。

“我们自己分析我们的文章为什么火呢？一个核心原因就
是价值观。《什么是中国？》里有知识，讲中国的地理地貌的几
个发展阶段，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会让人看出自豪感。这种自
豪感就是价值观。”耿华军说。

“价值观”和“体验感”，是“星球研究所”生产出文章的最
大特点，也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别了，卡西尼》一文中，他将科普写得情怀满满，粉丝
们表示：“看得我热泪盈眶”。他们在文中将“卡西尼号”拟人
化，“卡西尼”经历了 20 年，每一个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也同
样在这 20 年间经历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可能是从年轻到年
老，也有可能从生到死，阅读文章的整个过程，每个人跟着行
文和配图，就像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我这 20 年是怎么度过
的？”

他们写珠峰那篇文章时最震撼的，不是摄影师一幅幅雄
浑壮阔的山峰雪景，而是一个摄影师对他们说的一句话———
“你不能用你 80 米海拔的道德，去衡量 8000 米海拔之上的道
德。”

耿华军说，“在海拔 80 米的时候，你渴了我给你一瓶水
喝，但是在海拔 8000 米的时候，这一瓶水是救命的，是能让我
生存的，我不一定能给你。我即使不给你，在‘规则’上也没有任
何问题。登山的人，大家都会理解这个‘规则’。”

这些文章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不是说教，而是在读者阅读
文章时，透过那些极致地理图景，自己深切能感受到的震撼。

有粉丝说：“文字图片绝美，是以风景为底色而至，从这个
角度讲，是这个公号荡气回肠的魅力”；还有粉丝说：“这个公
号太棒了，就像沙漠中的一股清泉，沁人心脾。有多少人整天
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有多么
美妙。”

他感叹道，“才知道世上有这么多‘地理粉’，因为对未知世
界的好奇心，最终聚在了一起。”

比起阅读量，耿华军更看重粉丝的留言，“高质量的留言
比赞赏更值钱。粉丝写一大段留言的付出成本也比打赏成本
高多了。”

粉丝们经常在留言中分享故事，有一次他们准备写蜀山，
有位飞行员留言说他开飞机时看到的蜀山的特别之处，获得
点赞无数。耿华军在后台回复说：“好好开飞机，不要玩手机。”

他们更像是搞研究，特别强调“不使用百

度百科”

“星球研究所”被读者称为“手机版国家地理”。公号那么
多，让每一个看他的人都感叹优质的公号，似乎也并不常见。

保证优质的背后，除了本身的储备，还有“星球研究所”成
员们每天为之付出的精力。

“星球研究所”的成员都称自己为研究员，他们也确实更
像在搞研究：

在耿华军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一杯水，剩下的唯一东西
就是书。他平常自己看书也不一定是跟地理相关。“其实我写
的东西涉及面挺广，所以阅读范围一定要广一点，地理、自然、
社会科学，都尽量去多看一点。当你去读书的时候不要有太强
的功利心。就是不要觉得这本书对你有用才去读。一些看起来
不实用的书，反而对你的思考最有帮助。”

研究员“疯子”，主要负责前期资料整理，“仅仅是搜集资
料，往往都要耗费一周甚至半个月时间。为证实一个河流走
向，就要翻阅无数本那种厚厚的专业地理类书籍。”

另一个研究员杨叙主要负责挑选照片，“为了找到一张称
心的照片，往往要联系上百个摄影师寻找合适的照片，有时候
甚至要从成百上千张照片中挑选，相当痛苦。”

写《什么是中国？》时，为了一个文章细节，“疯子”和耿华
军两个人争论了好几天。眼见着原本计划的文章推送时间到
了，他俩依旧各抒己见相持不下，甚至不惜推迟文章推送的时
间，直至“疯子”又从别处找出专业书籍上的可靠依据，才最终
让耿华军让步，其他成员也认为确实没有问题了，才把文章推
送出去。

即使这样，往往在推送之后，他们又会在文章里发现新的
可以推敲的点，“不是别的，就是为自己负责，要分享到自己朋
友圈，被朋友圈里人看到，我们做的东西得能站得住脚。”“疯
子”说。

被其他研究员称为“只有写文章时才能找到快感”的耿华
军坦言，自己很幸运，把热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也因为这份
事业，收获很多成长。

“写作技巧的成长、对地理知识深度和广度的积累。我之
前去过洞庭湖，就觉得水面脏脏的，岳阳楼也是新建的，平淡
无奇，但写过湖南之后再去，就知道几百年间洞庭湖对湖湘文
化形成的重要性，那种格局和视角会完全不一样。”

耿华军说：“我也刻意淡化我自己的印迹，从一开始我文
章里就没署我的名字。因为越是专业的内容，越要团队协作。
这个领域也决定你不可能对所有都了解。星球研究所一直在
招募更多撰稿人。”

他们写作的资料来源一般是专业类书籍、论文、文献等，
但是他们特别强调一点：“不使用百度百科。”

追求极致不计“成本”，唯一会删了重写的公号

让人“热泪盈眶”的内容不是拼拼凑凑来的。“疯子”告诉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每篇文章的成本在 3 万-5 万元，包括
图片成本和时间成本。

文章里那些极具震撼力的摄影作品，基本是由“星球研究
所”向摄影师或图库付费购买使用。根据选题不同，他们会联
系专业摄影师，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国外的作品有些从图库购
买，有些通过邮箱、网站等渠道与摄影师取得联系。

以《什么是中国？》举例，图片成本大概占文章总成本的 1/3。
而且他们特别要求的以 90度向下俯视的“上帝的视角”的照片，
就更少了，“因为很少有摄影师会选择这样的角度去拍摄。”杨叙
至今回忆起当时寻找照片的过程仍心有余悸，“真的太难找了。”

不过也有像 NASA 这样版权公开的图片源，在刷屏热文
《别了，卡西尼》中，他们就大量使用来自 NASA 的图片。

还有几乎每篇文章中都会出现的非常特别的横屏长图，
用于展示冰川、山脉、湖泊、星空时，画面细腻有质感，美得令
人屏息。这样的长图都是要经过艰难的寻找才能得到。

耿华军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星球研究所是做
什么的，找图很困难，现在风光摄影圈基本都知道我们了。很
多摄影师也以在星球研究所发表作品为荣。我们的选片率也
越来越低了，有好几篇甚至是从 200 多张照片里最终选用一
张。越是好图越是稀少，也越难找。”

另一个成本是时间。制作如此精良的内容需要花费多少
时间呢？

“星球研究所”研究员“疯子”说，从选题到发文一般都需
要 7 到 11 天，顺利的话一周可以完成，“但是很少能顺利”。有
时为寻求突破，使文章不同于以前的思路，他们写一篇甚至可

能需要花费十几天，实际准备的时间就更长了。每篇文章，都
需要至少 3 人分工合作才能完成。

去年九寨沟地震时，“星球研究所”也推送了文章《九寨沟
会消失吗？》，但这篇文章并不是赶在第一时间推送，而是地震
后 4 天才发出，因为耿华军认为文章质量比追逐热点更重要，
太着急制作的内容在质量上无法达标。

文章远溯 4 亿年前，大自然如何一点一点造就今天的九
寨沟，浅海换做高山，冰川凿刻海子，有的景色历经 20 万年依
然长存，有的景色止于 2017 年 8 月 8 日 21时 19 分，读来令
人唏嘘又令人感叹大自然的沧海桑田。

因为内容深刻，选用的图片美得惊心动魄，《九寨沟会消
失吗？》阅读量至今已经突破 200 万。

所以，好多网友的留言都是这样的画风：
“不要更新太快，精品和极品的打造需要时间。我们等得

起。我们愿意等。”
“更新的这么慢，我却如此耐心地等着，可能只有‘星球研

究所’了。”
“虽然你们经常一周多才更新一次，可仍然是我的置顶订阅号。”
“不按时更新，没取关的只有你了。”
……
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印证了“星球研究所”在粉丝心中的分量。
虽然，粉丝的增长和支持，是对“星球研究所”内容的肯

定，但是耿华军会常常否定自己的文章，甚至在不断删除以前
写过的一些推送。

“星球研究所”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会把之前稿件不断删
除，再重新整合新的内容，改写成“2 . 0”版本的公号。

耿华军说：“以前写的现在回头看觉得不好，所以就删除
了，自己也是在成长。当你的认识变得更深的时候，你会用另
一个可能更新的视角去解读它，也许再过半年，看现在这些文
章我也会觉得质量不高删掉重写。”

正是这样对内容品质的苛求，面对如今有类似公号做的
内容同质化问题，耿华军笑笑说不在意却又很认真地说，“不
怕他们来竞争，我对我们所做的内容有信心，我们也从未满足
于现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改进。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因为
有了我们，吸引更多人更多公号来关注地理这个领域，这其实
是一件好事。”

当被问到“最希望在其中获得什么”时，耿华军说，“可以
影响到更多的人。过去做出版时，销量最好的也就是十几万
册，现在微信公众号已经积累了好几十万粉丝。希望将来有更
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公号爱上地理，爱上我们的国家，爱上我
们生活的地球。”

在写“珠峰”那篇文章时提到，珠峰上现在还有很多遇难
的登山者遗体。就有企业家找到他们，说愿意出钱把遇难者遗
体运下来，几千万都没问题。

他们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咨询了一圈才懂得它的复杂。“比
如搬运的安全问题；是否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如何一一确认？遗
体下来后又如何处理……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想象。”

这让耿华军和“星球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感触很深，要做
成一件事不能想当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智力、时间和金钱。

而他们，也是一直这么做的。接下来，耿华军和“星球研究
所”的研究员们还想做视频类内容，也想做些线下互动活动，
想做的还有很多。

当然，眼下他们最急迫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保证每周
能有一次更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虽然，好难做到，但
我们会努力。”

扫描二维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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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别了，卡西尼
左下：登上珠峰，你

会看到什么？
右上：什么是中国？
右下：什么是河南？

青青岛岛胶胶州州湾湾跨跨海海大大桥桥。。孟孟涛涛摄摄
（（选选自自““星星球球研研究究所所””公公号号））

福福建建省省泰泰宁宁县县古古街街。。林林大大佺佺摄摄
((选选自自““星星球球研研究究所所””公公号号))

西西藏藏班班公公错错附附近近的的 GG221199 国国道道。。许许先先强强摄摄
（（选选自自““星星球球研研究究所所””微微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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