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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青蛙确实有点多。”杭州

人郑女士说，她上周末一天就遇到了

三个，这些青蛙的长相呆萌，脖子上系

着个领结，还特别会跟孩子互动、撒娇

卖萌，惹得小朋友们纷纷驻足，根本走

不动道。

郑女士也买了一个小青蛙，9.9

元，青蛙的两只眼睛还会发光，“孩子

喜欢得不得了，我感觉被孩子碰上了

就没有不买的。”

这款“卖崽青蛙”的设计灵感，来

源于动画片《葫芦娃》中给蝎子精看门

的两只蛤蟆精。

其实，青蛙的人偶服早就有生产，

那时它还叫“孤寡青蛙”，因为青蛙的

叫声“咕呱”谐音“孤寡”，因此在情人

节、七夕这样成双成对的节日里，单身

的年轻人穿上街自嘲。去年夏天，有

人穿着青蛙服售卖小青蛙、气球等小

玩具，被路人拍摄发到短视频平台后

意外走红，引来许许多多模仿者。

最终，在网友的狂欢造梗下，为

“卖崽青蛙”赋予了“生活不易、人艰不

拆”的形象：毕竟如果不是为生活所

迫，谁会忍心卖儿卖女？

离谱又有趣，搞钱还不用跟人交

流，门槛也低，于是，无数年轻人着了

魔似的，跟风加入了“卖崽”大军。

周末一天就遇到三只卖崽青蛙：孩子喜欢得不得了

本报记者 王静本报记者 王静

“生活不易，含泪卖崽，私生海龟 8 元一只，小儿子泳蛙

12元一只，大儿子蹲蛙15元一只。”

不知从何时开始，杭州的夜市、公园常常出没一只只绿色

的人偶大青蛙，他们脖子上挂着个二维码，挑着根杆子，上面挂

着十几只充气小青蛙走街串巷贩卖。

最近，“卖崽青蛙”频频登上热搜，蠢萌的形象背后藏着外摊经济

的创新商机，也为许多打工人“体面”地遮挡着生活的辛酸不易，还有许多

年轻人在这些又悲惨又好笑的青蛙形象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和解压的方式。

“卖崽青蛙”火爆背后
只有义乌老板赚到了钱

90 后湖南妹子土土是 4 月底加

入到“卖崽”行列的，那时外摊经济正

如火如荼，她也琢磨着搞点副业。刷

到卖崽青蛙的短视频后，她火速下单

了一套青蛙服和百来只小青蛙。往家

里的晾衣杆上一挂，背上个二维码就

出门了。

出摊 6 次以后，土土发现，钱没怎

么赚到，但开心是真的。“戴上头套以

后，就能放得开了，跟小朋友互动、玩

耍，真的很治愈很解压。”土土说，印象

深刻的是有个三四岁的小朋友跑过来

“表白”说：“姐姐，我真的好喜欢你

啊。你明天再来好吗？”

杭州妹子 lulu 摆摊 5 天后，在小

红书上分享自己的出摊经验，引来了

上万人围观，她说：“真的很有趣，感觉

自己成为了小朋友心里的偶像，一下

子回到了童年。”

“有没有伙伴一起搞套青蛙服，卖

崽赚钱的？”在广州，一起“卖崽”俨然

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组织者在

网上发布活动称：重点不是赚钱，而是

建立一个独特的朋友圈社区，敞开心

胸多认识几个朋友，下班有搭子，分享

有人听，活动一起玩，赚钱有人一起

看，不仅能结识新的朋友，还能分享彼

此的兴趣，放松身心。

“其实，被人围观也是一种乐趣。”

组织者说。

一边搞笑一边搞钱 带上青蛙面具“社恐”们放开了

对于网红经济，义乌商家总是能早早地捕捉到商机。

义乌商家老席是专门卖充气青蛙的，毕竟对于“蛙服”来说，小

青蛙才是消耗品，“4 月底 5 月初是高峰期，那时一天能批发蛙崽四

五万只，批得少三四块钱一只，批得多就 2 块多一只，订购的人遍布

全国各地。”

有些人穿上玩偶服是为了有趣、体验生活，而更多的人是为了

生活，赚点钱糊口。然而，记者采访下来发现，除非“职业兜售”，要

想靠“卖青蛙崽”赚到钱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土土 6 天卖青蛙收入 1072 元，成本是青蛙服 251 元、130 只青蛙

420元、打气筒、喇叭、鼓风机等合计759元，日均收入仅52元，“赚的

钱还不够喝奶茶，对不起我流的汗和打气打酸的手，主要还是为了

玩。”土土说，卖崽青蛙的成本低，比卖烤肠可方便多了，因此可复制

性也极强，从她卖崽开始，“已经偶遇了至少 7 只同款卖崽蛙，竞争

相当激烈”。

网友桃子也有类似的感受，“想靠卖青蛙赚钱的还是不要来了，

赚不到钱的，毕竟热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觉得有意思可以来玩

下。”

天气渐渐变热，越多越多人感觉到再扮青蛙已经不适合了，“虽

然青蛙的肚子里有鼓风机，但扛不住夏日炎炎。”

义乌老席的蛙崽生意，本周已经锐减到每天出货千把只。在二

手交易平台闲鱼上，记者发现了许多挂上青蛙服的卖家，其中一位

叫泡泡的表示：“这种网红模式差不多该到头了，现在满大街都是青

蛙，真的有点审美疲劳了。趁还有点热度，把外套挂在闲鱼上还能

回点本。”

从“听取蛙声一片”到慢慢走下“神坛”，“卖崽青蛙”的走红虽然

短暂，但是留给人们无数惊喜和思考。比如它带给消费者和用户的

情绪价值，比如它展现出经济不景气时老百姓的乐观与韧

劲，还有“城市烟火气”和民间商业的多样性，以及城市管

理者如何柔性执法、灵活应对的管理智慧。

姑娘劝退：想搞钱真的不容易
“网红”最终归宿是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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