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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评人分类

●类型：一般爱好
详细说明：喜欢电影，愿意将自

己的观影感受发表在博客、BBS上供
人浏览，无论长短无法通过写影评获
得任何经济利益，与片方无关

人群：所有观众

●类型：枪手
详细说明：需要在电影上映时进

行舆论造势，按照电影宣传意图撰写
“枪文”，虽受雇于片方，但属于廉价劳
动力，每篇稿件的酬劳最多数百元

人群：部分网友

●类型：娱评人
详细说明：经常在媒体上发表专栏

文章，有一定知名度或公信力，擅长制
造噱头，经常参与电影宣传策划、明星
炒作，与片方为合作关系，收入多则数
万，少则几千

人群：部分专栏作者、媒体人

●类型：学者
详细说明：对影片和电影产业有独

到的认识或贡献，虽不隶属电影公司，但
被公认为圈内专家，著有相关电影专著，
与片方无直接关系

人群：焦雄屏、舒琪、周传基等

●类型：业内人
详细说明：影视导演、演员、编剧及其

他电影从业者，与片方多有“人情”关系，影
评恐有水分

人群：宁财神等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影评人，并没有明确界
限。业界认为，笼统说来，只要对某部影片公开发
表过看法的就算影评人；而严格说来，则只有那些
以写影评为生的人才算影评人。

如果采用前一种划分标准，可以说所有观众
都是影评人，因为当前网络发达，要发表一下对某
部影片的看法是件太容易的事。而如果采用后一
种划分标准，中国则一个影评人也没有，因为目前

业内还没有纯粹靠以写影评为生的人。
综合之下，本报将“影评人”的标准划为：不依

附于任何利益团体、能独立表达观点、具备一定的
专业性、经常写影评并公开发表、能从中获得收入
的人——并不一定以此为生。按照这种划分标
准，像《山楂树之恋》的编剧顾小白、《中国日报》专
栏作家周黎明、北京大学教师毕成功等都可以称
为“影评人”，但这类影评人数量不过百人。

对于详细的收入状况，上述各知名影评人在
记者采访时均不愿透露，不过据记者了解，单从
写影评的角度，这个群体的收入非常有限。

以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毕成功为例，他从2002
年开始写影评，很快被新浪网发现并“收编”为专
栏作者。从2005年开始，他每周为新浪撰写北美
票房综述，后来又撰写奥斯卡获奖影片预测，引
起强烈关注。

“我每个周一的早晨 1点拿到票房数据，然
后一夜不睡，赶在 9点左右发稿。”这样的生活
毕成功坚持了 5年。“写北美票房综述这对我来
说就是纯粹的乐趣，新浪给我的稿费是每千字
150块钱，还不够我将来补肝用呢。”毕成功半开
玩笑地说。

毕成功已经是圈内成名较早、很有资历的影
评人，他的稿酬标准才每千字150元，其他影评人

的稿酬待遇也就不言而喻。
《中国日报》专栏作家，曾出版过电影专著

《好莱坞启示录》的周黎明也表示，自己只是个
“兼职影评人”，靠影评挣得很少：“写影评只能算
是我的一个爱好，因为影评人的微薄收入并不能
养家糊口。如果能够10倍于我现在的工资，我想
我会专心做个专业影评人。”

另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片人告诉记者，
目前各影片在上映前，一般都会邀请业界比较知
名的影评人来看片，有时候会给大伙儿“红包”，
但一般都在500～1000元：“主要看片方的宣传费
用，如果比较吃紧，就只能少给点或者不给。”

如此算来，一个影评人每周写一次影评（以
每千字150元的高标准计算），再加上片方给的红
包（有时给了红包就没有稿酬），一个月单靠写影
评获得的收入也就两三千元。

别说影评人拿了片方的红包，就算没拿，为
了在这个圈里混，写影评时也需要照顾“人情”，
因此常被人牵着鼻子走。

自己拥有一家通讯公司的资深影评人麻绳
透露说，目前电影公司采取的手段，一般都是和
影评人有方向性地约稿，然后再到网络进行推
广。有时候碍于朋友情面，他也会写点“命题作
文”，但如果电影太差，就会推脱：“我不评论已算
是对朋友的交代了。”即便答应写，他也不会吝啬
批评，最多在措辞上温和些，保证说真话。麻绳
认为，和“高薪养廉”的道理一样，只有解决了经
济问题，才能保证影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

正是在这种现状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影评
人，因为做不到客观。《山楂树之恋》编剧顾小白

表示，现在 99%所谓的影评人都只能算娱评人，
只会卖弄文字，说两句俏皮话，发泄两句，然后等
着第二天媒体引用。他们不存在任何专业性，任
何娱乐公司和娱乐明星都可以与他们合作，大家
挣钱双赢。“这些人的功利行为实在令人反感。”
顾小白说。和宁财神一样，由于在这个圈子里
混，顾小白偶尔也需要帮朋友吆喝两句。

“毕成功也认为，中国没有影评人这个观点，
就是建立在中国这些评论者很难说出真心话这
个基础上的。”毕成功坦言，事实上一开始大家都
是有什么说什么，但慢慢就知道了，有二的时候
只说一：“年初我因为说不喜欢《让子弹飞》，不
知惹来多少骂，纯属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喜欢
的一定会说出来，但讨厌的可能就不说了。”

片方说法
不求“交口”

发红包改攒饭局
多部影片的片方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现在制片方的心态已经逐渐放开，不
再要求影评人“交口称赞”。

“几年前，只要是看到了不好的评论，好像
天都快塌下来了；经过这些年摸爬滚打，现在大
家的心态还是放开了，只要是客观地评论，不是
无故漫骂，你说它好还是坏都没有关系。”《武林
外传》片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

至于给影评人的报酬，业内人士给出
的答案大同小异——即“千儿八百的车马
费”。一位片方人士透露：“现在最流行的
做法，就是把大伙儿（指影评人）召集到一
块儿，看个片，吃个饭，聊一聊，大家回家爱
写什么写什么，只要不是故意抹黑就行。”

无论红包有多少，饭局有多大，终究是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至少电影片方摸透
了影评人的这种心理。

日前，《武林外传》编剧宁财神
在微博上爆料，称：“当我夸一个国
产电影好，你可以不用信，因为十有
八九是人情。当我夸一部电影牛，
你可以信一半，因为它可能仅仅是
不难看。当我劝你掏钱买票进场
时，你可以试着相信，因为‘不直接
骗票房’是我最后的底线……”

在该微博数千网友的热烈评
论中，国内影评人成为众矢之的。
有网友指出，现在一些所谓专业人
士或评论者给出的意见，和观众实
际观影感觉明显不符，而“交口称
赞”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从而对影
评人这个群体大失所望。

影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宁
财神所说的“人情”，真能换来影
评人的卖力吆喝吗？记者调查采
访发现，其实目前中国的影评人
普遍缺乏行业规范和行为底线，
因此长久以来被电影宣传方“牵
着鼻子走”，处境尴尬。

总体情况 中国“影评人”数量不过百

尴尬处境 人在江湖 难避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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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本职工作

不上网随便乱写
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的成员，美国知名

杂志《娱乐周刊》撰稿人凯莉·里奇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影评人的工资是中
等偏上的中产阶级的工资水平，养家糊口并
不成问题。知名影评人往往会担任编剧或
者电影节评委的“兼职”工作。

杰拉尔德·皮尔里参加过很多电影节，
也当过很多电影节的影评人评委，他向记者
表示：“与电影记者不同，影评人必须更专
业，更全面。影评人是大多数协会成员的本
职工作，绝不是在网上不负责任地随便乱写
那么简单。” 法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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