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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纠客”成产业专业“纠客”成产业 热播剧都被“找碴儿”热播剧都被“找碴儿”

“纠客”，揪你没商量“纠客”，揪你没商量
他们就像“报社里的校对”，专把质量关他们就像“报社里的校对”，专把质量关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上映短短一周，就有网友找出了10处有趣的穿帮镜
头，其实这还不算惊人，上网一搜，发现时下寻找影视作品里的穿帮镜头简直成了
很多人的追求——高希希版《三国》已被揪出48处穿帮镜头，《武林外传》100余
处、《杨贵妃秘史》18处、新版《倚天屠龙记》穿帮19处，《媳妇的美好时代》、《佳期
如梦》、《人在囧途》、新版《红楼梦》……几乎所有热播的影视剧都被“找碴儿”。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寻找穿帮镜头竟然发展出了一个在网络上叫做“纠客”的
特殊群体。纠客们甚至成立了专业的网站，把寻找穿帮镜头发展成了一项事业，
其中的佼佼者还要向商业化方向前进。记者采访了“纠客”李玫，纠客们有句名
言：完美是相对的，BUG(穿帮的英文单词)是绝对的，人生本不完美……

《丑女无敌》中的电话竟会“变色”《丑女无敌》中的电话竟会“变色”

“纠客”特性：我们像“报社里的校对”
记者：有纠客称自己就像“报社里的校对”，但是校对是为了报纸不出现错误，是很严肃的职业，

而纠客去寻找影视剧作品里的BUG却有些找碴儿甚至看别人笑话的娱乐性。
李玫：网友去找影视剧的BUG，是娱乐性质的，既不是工作，也不会得到经济回报。但我们就是

把这作为一项工作，说得大言不惭一点，这是我们的事业。当领导把一部作品交到某个人手里的时
候，他必须要从头到尾、认真系统地挑错儿……这是任务，不是兴趣爱好。

记者：据你了解纠客有多少人？
李玫：这个很难统计，但是经常给我们提供素材的，全国有上千人，都比较专业。
记者：纠客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征？
李玫：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不过纠客还是有些共同点的，比如他们时间比较充裕，知识丰

富，注意细节……挑剔源于热爱，很多网友给我们提供穿帮线索，都是因为对影视剧本身的热爱。
记者：职业纠客遵守什么样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
李玫：纠客的职业道德就是拿“事实”说话。说什么电影什么地方穿帮了，要拿出证据——截屏

的图片，然后再用文字进行说明。

“纠客”职业：导演演员主动上门
记者：有网友“以找影视BUG为职业追求”，找BUG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有盈利能力的产业？
李玫：可能有吧，我们认为，这种职业是有价值的，既有社会价值，也有经济价值，至于说能不

能形成产业来发展，这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要看投资商们是否也认同我们的运营模式。不过现
在已经有很多影视剧制作公司或者导演演员主动来找我们帮他们挑错。或是为了改进作品，或是
为了宣传炒作，总之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价值。

记者：总结一下穿帮镜头最可能的几种方式吧。
李玫：影视剧的穿帮镜头大体可以分三种形式：一种是道具穿帮。如《奋斗》里陆涛衣服的变

化，上楼前是黑衬衫，上楼后就变成粉衬衫了。
二是镜头的连续性。上一个镜头餐盘里的食物快吃没了，下一个镜头又变多了。 举个例子：

《武林外传》里有很多吃饭的镜头，刚开始吃时盘子里是三个馒头，吃着吃着就变成四个了。
三是剧组人员或设备等被拍在画面里的穿帮。

要当“纠客”就得脑力体力并用
要在影视剧里找出所有穿帮镜头，除了要有一双雪亮的眼睛之外，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也不可

避免。“穿帮”镜头形成于拍摄现场，完成于剪辑台上，通常源于道具、场记、剪辑人员的马虎大意，
但能够找出那么多大家无法看出的穿帮镜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介绍，纠客们为此分工非常明确，有专门找穿帮镜头的，有专门搜集、整理已有线索的。其
实当纠客并不神秘，也不难，与普通人相比，只是多了一个反复观看的过程。比如看一部电影，先
正常观看一遍，主要是熟悉情节，然后通过DVD或者在奇艺网等专业视频网站反复看或者慢放
看，有些穿帮镜头只有一遍遍看才能发现，然后把穿帮的“证据”通过技术手段截屏。 赵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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