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红包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影评人圈子看似热闹，但在繁荣

的表面下，难掩中国电影评论界养分

贫瘠的实质。

影评人收红包已是公开的秘密。

几乎包揽南方系报刊影评的著名影评

人T先生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是不

会给影评人红包的，国产影片给的红

包数额从早期一次300元、500元，到现

在1000元一份，也有一次给2000元或

5000元的，不过这种片子不多，一年能

遇到一两次不错了。”

另一位业内人士W小姐透露，“2010

年电影《孔子》宣传时，非常在意收买影评

人，请了十个人左右吧，给出了高达6000元

一份的红包，杨子出品的《白蛇传说》给影

评人的红包是5000元一份。”

从媒体人转行成为资深电影宣

传的F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次国产片

宣传，片商都要求我们请影评人来助

阵，并且他们心中有一个必请的名

单。以北京为例，有影响力的影评人

最多不超过 2 0 位，就算请 2 0 位影评

人，每位都是 1000元的费用，也就是

两万。”

不独立

你看到的影评被“审”过

在片商观念中，影评人的大力推荐

是获取好票房的途径之一，但一些成为

片商宠儿的影评人却认为，通过电影宣

传公司纽带实现“交易”的方式，并不能

让自己获得最大化利益。

于是，在这行摸爬滚打的部分影

评人干脆直接承担起外包影片发评

论的活儿。和片商谈好一笔钱，召集

一批写手开写。T先生不忌讳地说：

“目前尚未下档的某一线导演的影片

在豆瓣网的2000多篇长影评，几乎都

是我约写的，在网站发布之前，这些

影评电影宣传方都过‘审’了，包括导

演也‘审’。自《关云长》水军事件后没

人再犯傻了，不能全都说好，我们写

批评影评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批评

影评和大部分表扬影评放在一起作

用会大得多。”

曾经被冠以“中国独立影评人”的G

先生称：“在中国，影评人不能成为一个

终身职业，需要一个平台给你营造一种

书写的权利，搞独立是行不通的，只要进

入了北京影评人的圈子，和电影大本营

太近了，很难不被同化。”

坏品位

碍于人情谁能不应付

影评人圈子很小，单纯做职业影评

人的并不多，在北京很多影评人都在

大学或者新闻出版机构工作。当下很

多电影宣传人员是媒体出身，又是和

某些导演一块成长起来的。人情债，让

多数不方便公开身份评论的影评人只

能以变换马甲的方式当枪手“还债”，还有

部分影评人不想砸了多年经营的好口碑，

也选择换马甲来满足“工作需求”。

影评人R先生无奈地说：“比如《画

皮2》，我看完了不能说它好还是不好，

主要就围绕一句针对15-25岁女观众，

这部片会很卖座。”正因为如此，中国

影评界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痛不痒、无

法一针见血却也无法真正妥协的人情

稿。
T先生承认，一篇千字的应景影评

只需耗时15分钟左右：“写得多了，都

有既定的路数和用语。”另外，还有一

些影评人因为眼界或者个人喜好，常

在网上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比

如大量称赞某些烂片等。凡此种种，不

仅电影评论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原创

力，还坏了影评人自己和观众的品位。

当跳板

写影评是为了进入电影圈

几乎所有受访的影评人都必提这

么一句：“中国稿费标准太低，如果影

评人不收红包，必定饿死。”

转行做更赚钱的事，是目前多

数尚活跃在影评界的影评人的心

声。看看拿高额红包的影评人的发

展轨迹，可以发现影评人这个词对

这类人而言，已经成为其向编剧进

发的跳板。经过两三年的打拼，在

北京买了房子，实现了温饱并掌

握了一些电影资源后，影评人成

为电影编剧并不是太难的事。于

是，一个奇妙的怪圈形成了，影

评人参与编剧、制作的电影，在

依靠影评人的人际关系网进行

口碑营销时，不论片子好坏，

“交口称赞”成了电影评论界

无法规避的问题。

对以影评人为跳板进入

电影圈的现象，G先生称：“你

看现在上某些节目的人，几

乎都挂着影评人的头衔，影

评人能怎么办？转行吧，转

行干吗？不如当编剧吧。”

中国影评人公信力陷入低谷

可以这么说，影评人的公信力现在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人人号称影评人的时代，谁再说自己是影评人，别人

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收红包的。为什么曾经担负电影解读与介绍角色的影评人会沦落至此？记者采访了多位影评人，或或许

他们的姓名不便透露，但他们所说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也为将来者警示。

说到影评人的作用，很多人会想起法国新浪潮和美国的那些牛逼的影评人，那些法国影评人能对电影史产生影响；在美国，影评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票房，而中国影评人呢，无论是对导演来说还是对观众来说，他们的影响都微乎其微，你看中国的影评，有几篇是真正的影评？与谁交流？
有这么一个段子，据说当年张艺谋在拍《红高粱》时，拿给老艺术家郑

洞天、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倪震
两位老师看，结果被臭骂一顿，
骂得张艺谋都不敢抬头说话，没
想到《红高粱》送到国外电影节
上，遍地开花，两位前辈傻眼了。
段子归段子，中国影评人不论是
学术派还是民间派，都没能成为
影响导演制作方向的旗帜或者
是中国电影节奖项的风向标。尽管所有除了投资方以外的从
业者都知道中国式影评人的存在可
能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影评人依
旧拿着红包活得很好，多数受访者
并不心虚。

投资方在乎架势，导演在乎
气势，影评人善于利用形势，每
个人都在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
的角色，却没有思考观众究竟会
不会因影评人的评论而为电影
埋单。

记者在广州和北京4家具有
代表性的影院抽样调查发现，完
全无视影评人的观众分别为67%、
63%、60%和44%，占据了绝大多数，
而影评能左右他们看片选择的，
只有零星几个人。要想通过影评
来影响观众的电影品位，基本是
一件微乎其微的事情。

影响力微乎其微
提到影评人，不得不说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起源。上

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特吕

弗、戈达尔均是当时法国

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手册》

的影评人，这些年轻人没

有经过科班的电影知识学

习，作为电影的狂热爱好

者，他们经常为一些激进

的杂志撰稿，肆无忌惮地

攻击一些保守的电影导

演，推翻电影史上已成定

式的理论和技法，主张将摄

像机的镜头带入现实生活

中，而不是去进行庞大的叙

事或者拍摄一些似是而非

的无病呻吟之作。

在美国，影评人和电影

研究这门学科挂钩可以从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追溯，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高校，都为美国电影工业

和电影评论行业输送人才，

奥斯卡奖评奖制度就与美

国的影评人密不可分，在美

国有多项影评人协会设置

的奖项。

中国电影产业与欧美

国家相比，本身就有技术

上的落后与理论上的先天

不足。目前活跃在评论界

的影评人大多数是上世纪

7 0年代出生的电影发烧

友，他们从书写对电影的

观后感开始，逐渐发展为

电影评论群体。这个群体

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具备

行业性，更无从提及影响

中国电影。

据《南都娱乐周刊》

中国影评人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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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越收越多 评论越写越假

谁还信任影评人

枪稿、红包

稿、人情稿，你

是否觉得中国

的影评“交口”

到泛滥的地步？

坏 品 位 、做 宣

传、博口碑，你

是否认为中国

的影评人已经

处于变质的地

步？从超级影迷

到电影论坛活

跃分子，从为自

己热爱的影片

泼墨到拿片商

的红包码字，从

笔名的唯一性

到同时拥有几

个马甲，影评人

这三个字，在业

内已经接近贬

义词。中国电影

到底需不需要

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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