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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购购票票时时代代，，更更需需警警惕惕票票房房假假象象
今年五一小长假，内地电影票房高达9 . 33亿元，同比增幅约19%，又刷新了历史成绩。其中票房大户《后来的我们》三天票房6

亿多。但今年五一档期，却因《后来的我们》的“大规模退票事件”，引起了电影行业的震动，至今有关该片票房“造造假”的质疑仍在
发酵。梳理《后来的我们》退票罗生门的线索和疑点,可以发现互联网时代影视行业面临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倪自放

此次的“大规模退票”风波，被许多
业内人士认为是电影票房造假的新花
招：先期大面积买场次，造成影片“供不
应求”的假象，引导影院大面积排片之
后，再通过“退票”退出先期购买场次的
费用，以此提高某部影片在影院的场
次，从而“引导”观众买票观看此片。

在“退票事件”爆发后，网络售票平
台猫眼声称，截至4月28日23点，该平台
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票房约1300万，
占影片当日总票房的4 . 6%。另一网络售
票平台淘票票称，从退票率和改签率来
看，《后来的我们》的售票数据的确存在
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经调查，国家电
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来的我们》退
票情况确有异常，已约谈影片出品方、
发行方等相关人士，具体问题尚待研
判。导演刘若英对“退票事件”也声明

称，强烈呼吁相关部门彻查真相。此次
“退票事件”的调查目前虽然尚无最新
进展，但同时作为《后来的我们》出品方
和发行方的猫眼，因是利益方而被各方
怀疑。

电影局相关负责人就《后来的我
们》退票事件接受采访时称，无论哪一
部影片，都应该以其影片质量去赢得观
众喜爱。这说明在电影市场里，包括出
品方、发行方、影院、网络售票平台、观
众这几大因素，作为消费者的观众才是
影片最终的唯一主角。但令人遗憾的
是，最近几年，除了观众，影市其他几个
因素“戏精”附体，频频抢戏。

首先是出品方，为了抢占排片比
例，大面积投入“票补”购买场次，自导
自演排片火爆场景，《叶问3》片方就因
偷票房被罚。其次是发行方，作为“票
补”的施行者，强势的发行方也被业界
诟病。5月2日，《英雄本色2018》导演丁晟
发表公开信，指责影片发行方光线无法
说出2700万宣发费和1000万元票补款的
去向。

第三是强势的第三方售票平台。据
统计，目前影市八成以上的售票由网上
售票平台把控，其中猫眼、淘票票占据

主导地位，这些售票平台还参与电影的
发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含
混不清的定位隐藏诸多危机，此次《后
来的我们》退票事件就是一例。第四是
尴尬的影院。在过去数年，部分影院是
虚报瞒报票房的始作俑者，现在，影院
的售票渠道被网上售票平台把控，影院

危机重重，此次退票事件中，排了场次
又被退票的影院，成了受害者。

这些年，在经过了“偷票房”“废票
利用”“捆绑套餐”“双系统”“幽灵场”等
等五花八门的票房造假手段后，不仅伤
害了观众，而且作为观众我们看到诸多
电影票房与质量脱节的案例，口碑电影
不见得有好票房，烂电影却屡屡赚得盆
满钵满，这种怪现状屡见不鲜，对中国
电影产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恶劣影响。

“大规模退票”事件发生后，再次引发了
关于电影行业规范的大讨论，著名导演
何平微博发文呼吁，电影环境是电影人
的家园，需要电影的制作、宣传、营销、
院线、影评、理论研究等所有共生者自
律，有基本的道德。

《电影产业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一
系列票房造假行为得到法律的严惩，市
场得到规范，但在第三方售票平台方
面，法律层面的规定还有待完善。此次

“退票”风波得到整治固然重要，但如何
尽快将在线票务平台纳入《电影产业促
进法》的管理体系，将新型购票渠道造
假列为违法行为，从根本的法律制度上
保证观众的利益，影市的健康发展才会
更有保障。

丹丹凤凤丽丽人人““燕燕南南飞飞””，，人人间间永永留留““桃桃花花扇扇””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逝世

从影四十载
被封“沪港四大女星”

在去年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
幕式的舞台上，阔别观众20余载的王丹
凤，坐着轮椅领取了组委会颁发给她的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
成就奖。对于一个从影40余年、奉献了
纵贯古今50多个银幕形象、曾让电影之
花绽放于浦江和香江的表演艺术家而
言，获此殊荣可谓实至名归。

王丹凤何以让人难忘怀？首当其
冲是美丽。关于她的美，在近年出版
的 张 爱 玲 书 信 集 中 有 段 相 关 文
字———“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
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种学关系”。王丹
凤并非出生在什么演艺世家，只是小
时候爸爸喜欢看地方戏，因此受到艺
术熏陶。她在自己闺房里贴满画报上
剪下来的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
玉、陈云裳等人的剧照，天真地发梦，
幻想自己有天能够变成她们，后来美
梦成真。

有张在大银幕上放光的脸，她很快
做到主角。《新渔光曲》翻拍自王人美的
经典之作，虽然已有珠玉在前，观众依
然被王丹凤的演出打动。王丹凤的名字
也随着《新渔光曲》的歌声传开了，她被
影界称为“小周璇”。她相继拍摄了《终
身大事》《青青河边草》《月黑风高》等9
部著名的影片，并因此享有“高产女星”
之称誉。

与当时沪上大部分女星不同，勤于
工作的王丹凤身上并不盛产小报喜欢
的花边新闻，王丹凤说自己特别不爱交
际，这辈子连男朋友都只有一个，这个

“男朋友”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柳和清。王
丹凤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柳和清，大家
公认穿衣精致的王丹凤很多衣服都是
柳和清买的。

1948年，王丹凤赴香港主演了《无
语问苍天》《琼楼恨》《锦绣天堂》等影
片，事业再上高峰。在《锦绣天堂》中，她
和自己崇拜的偶像“电影皇后”胡蝶配
戏，这也让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几十
年。1949年，香港推出备受欢迎的“沪港
四大女星”，王丹凤榜上有名，其他3位
是李丽华、周璇、白光。

为塑造新时代女性
下基层体验生活

王丹凤本可以在香港继续做一个
风光的女明星，但新中国成立后，抱着
对新时代的向往，以及为与人在上海
的未婚夫柳和清完婚，王丹凤放下香
港的一切，回了上海。成为红旗下的演
员，王丹凤焕发出另一种风采。1957年
王丹凤接演了《护士日记》，首次塑造
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女性形象，导演
更是指定由她来演唱片中主题曲《小
燕子》，让这首童谣传唱至今。在这时
期的新电影里，王丹凤的表演天真、自
然，为了演好那些和她生活很远的工
农兵人物，她屡下基层体验，在电影圈
传为佳话。

1961年，王丹凤与赵丹、白杨、张瑞
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等22人被评
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
电影明星”。

王丹凤1981年在拍摄完电影《玉色
蝴蝶》后，淡出影坛，后随丈夫迁居香
港。在香港，王丹凤又为两地电影文化
界的交流继续发光发热多年。近年终于
叶落归根，王丹凤回到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家乡上海，过起隐居生活。从周璇、白
光的时代穿越而来的王丹凤留给世人
的不只是一个女明星的风光故事，更是
一位伟大女性，一步一脚印的来时路，
一个自尊自强的魅力身影。

（宗禾）

天天娱评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1941年从影的王丹凤
因出演《新渔光曲》一举成名，其代表作有《护士日记》《女理发师》《桃花扇》《家》等。
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王丹凤塑造了50多个银幕形象，她在《护士日记》中演唱的
主题曲《小燕子》让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传唱千家万户。其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引
发了中国电影界和大量影迷的缅怀追忆，她是“永远的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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