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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 >

我在今日头条的工作是服务于创作者群体的，

其间被问到最多、也最令人头痛的有两个问题。其

中 ， 第个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帮我推一推这篇文章？

这时 ， 我通常会解释很抱歉， 做不到 ， 这里

的内容会由算法自动推荐。

接下来，对方几乎无 例外地会对“算法”这

个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提出第二个问题 那你

给我讲讲，内容推荐是怎么回事儿？

大哉问。我的天 ， 这可不是几旬话能说清楚的

事儿。

为了给出足够可靠的答案，我曾专门请教推荐

公司算洼的总负责人 ， 他笑眯眯地反问我 “先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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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理解。 ” 在昕完我幼稚可笑的解释后，他把双手一摊 “你看 ， 从

字面意义上 ， 我和你懂的也差不多啊·

这当然是旬玩笑话，真实的情况是推荐算法实在太过复杂、精

密 ， 以至于熟捻此道的专业人士也难以向普通人言传 ， 更别提做到简

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了。

这正是闰泽华和他这本书的至为可贵之处。有句北京话叫“门

儿清’1 ，泽华对内容推荐就“门儿清”。他沉稳多思，出身于百度工程

师 ， 中途遵从内心做了产品经理 ， 随时沉淀记录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

后来又在顶级自媒体 “凯叔讲故事” 和算法分发的首倡者今日头条工

作过。多种职业经历形成的多重视角使他能看得透彻 ， 将准确的认知

置于立体的坐标系之中 ， 这才是超过一般从业者的地方。我相信， 这

些经历和特质不仅我自己不可比附，也是很多人无力效仿的。

今天 ， 至少有 4 亿中国人通过算法获取内容 ， 国内创作者群体

半数以上流量来自内容推荐系统。但根据我的亲身体会 ， 不仅多数读

者和作者对这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 ， 甚至一些名头响亮的新闻学院教

授、互联网评论家聊起这个话题，也十有八九是浮皮潦草，停留在大

而化之的浅层次。泽华的这本书，技术出色而且界面友好 1 正适合对

内容推荐有兴趣的各界人士拿来了解其机理。

一个事实是 。 高阶人群对内容推荐常持批判态度。以前 ， 我和泽

华讨论过原因 ， 粗浅而言 ， 一方面是由于算法目前仍明显有其不足和

局限 ， 另一方面是由于公众不知其运作逻辑。人这种动物 ， 对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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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的东西总是J仨存恐惧。

我们共同达成的结论是作为 个读者，只要你的感受有代表

性，我们就该做出改变，就该做得更好。可是如何实现呢？除了在日

常工作中力求卓越，如今他写了这样一本小书，或多或少，也会帮助

你洗脱成见。

作为一份迟来的答案，如果以后再次被人问到“内容推荐是怎么

回事儿”的问题时，那么我会非常荣幸地推荐这本书给他。希望泽华

累积了 6 年的经验和更久见识的认知能够广为人知。

吴达

今日头条前高级运营总监

IX > 



〈自序〉

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产品经理，我 路在互联

网领域兜兜转转 ， 却始终在与内容信息打交道从

信息搜索到内容创作 ， 从内容推荐到知识付费，做

过平台也做过自媒体 ， 做过图文和音频 ， 也做过视

频 ， 甚至触碰过VR （虚拟现实 ）。

创作的繁荣、载体的多元、分发的进化 ， 内容

信息消费在快速的发展中。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

亲历这个发展历程，与信患时代共同前行。

一方面 ， 我们同信息的联系变得无比紧密。

作为消费者 ，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 甚

至有人断言，人类将不需要太多的记忆，只要依赖

外脑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信息的有效处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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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者，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创造信息。从博客到微博，再

歪lj公众号 ， 我们不仅获得了平等发声的权利 ， 也获得了以内容获取关

注的机会 ， 自媒体真正成为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行业。

另 方面 ， 海量的信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问题。

作为消费者，既要坚守本心，经得住八卦娱乐信息的诱惑，让自

己的注意力不在Kill Time （消磨时间）中虚度 1 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能够从营销信息、标题党和虚假信息里识别真伪 ， 不被虚假信息蒙蔽

了双眼。

作为生产者，似乎更难选择。究竟是要追逐 10 万次以上的点击

率、蹭热点，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本心？就算保证了内容上的坚持 ， 又

该如何处理运营和变现的问题？如何面对林林总总的渠道 ， 是赚媒体

广告费 ， 还是做自营电商或知识付费，赚直营的钱…

凡有痛点，必有机会。

因为有信息查找的痛点 ， 所以有了搜索引擎 ， 让你可以一键直

达 ， 找到所需。

因为有信息发布的痛点，所以有了形形色色的创作工具和大大小

小的创作平台 ， 让你可以更酣畅地表达。

因为有信息阅览的痛点， 所以有了推荐引擎，让人找信息变成了

信息技人，被动消费诉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因为有信息筛选的痛点 1 所以有了知识付费，让你花钱买时间，

让达人帮你筛选和过滤无效信息。

因为有信息消费的痛点 ， 所以有了音频的繁荣 ， 让你在无暇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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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查看、用手翻阅的时候 ， 亦能消费信息。

因为有信息表意的痛点，所以有了视频的繁荣，让你能以更丰富

的方式消费和理解信息。

凡有机会，必有进化。

从信息搜索到内窑推荐，是种进化。

从免费内容到知识付费，是 种进化。

从图文自媒体到音频自媒体，再到视频自媒体，也是一种进化。

每次进化， 都会引发群人的自问跟得上吗？会掉队吗？

处于焦虑中的，不光有创作者 ， 亦有平台。

载体迭代，比快更快。

分发迭代，比快更快。

与其焦虑，不如逐浪。

但是 ， 在快速的迭代过程中，我相信一定有可以让我们慢下来的

东西 那是内容的核。敬畏内容的价值，尊重它给受众带来的价值。

我带着这份敬畏 ， 写下此书。希望在内容推荐百家争鸣的喧嚣

里，给你带来一份关于内容推荐时代的参考。

它可能是锚的，但－定是干的，一定是真的。

感谢你的阅读。

祝好｜

闰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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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的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在上下

班拥挤的地铁中打开资讯应用查看新闻或逸事，午

休时间拿出手机登录淘宝想要剁手买买买 ， 坐在家

中在大众点评上搜寻周末的美食聚餐去处。…· ·这一

个个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其实都早已处在推

荐系统的掌控中

·内容推荐，将用户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呈

现在用户的眼前，你看到的是明星逸事，我看

到的是影片，点坪。

·购物推荐，根据用户的风格和偏好进行商

品推介，你看到的是潮流高跟鞋，我看到的是

复古马丁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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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推荐，结合用户的口味和住址推荐食肆去处，你看到

的是日式寿喜锅，我看到的是重庆九宫格。

我们在同一时间打开了同 个应用，选择了同样的频道，甚至输

入了同样的搜索词，但投其所好的结果让我们与自己更感兴趣的信息

相遇。

这 ， 就是推荐的力量｜

科技赋予的神力让个体价值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 个性化的推

荐让人们不再被热点围绕、不再被排行榜左右，而是享受足够定制化

的信息集合一一资讯新闻、服饰妆窑、饮食偏好，以及一个个让自己

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理由。

推荐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 ， 推荐是特定场景下人和信息更有效率的连接。

本书试图介绍的内容推荐系统 ， 就是个性化推荐技术在内容消费

场景里的 种应用 ， 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消费型内容来满足人们打发时

间的需求。当你身边大量的信息获取途径，如今日头条、微博、网易

新闻、手机百度，甚至Wi-Fi （无线网）万能钥匙都涌上这条内容推

荐赛道的时候 ， 我们或许有必要对内窑的个性化推荐了解一二。

对用户而言 ， 这些纷繁复杂却又可｜人入胜的内容 ， 究竟是怎么来

到自己眼前的？内容推荐系统缘何如此了解自己的偏好 ， 又是否会如

评论家警示的那般让自己深陷信息茧房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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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媒体而言 ， 与订阅分发、编辑分发不同，推荐分发会给分发

模型带来怎样的变数？在这个全平台分发的 “战国时代” ，自媒体又

该如何在多平台间左右逢源，给自己的内容曝光量和品牌影响力带来

大的提到－？

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这本写给小白和自媒体的内容推荐分发手

册，一起走进内容推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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