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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电影市场不良舆情

今 年 国 庆 档 电 影 市 场 的 高 开 低 走 ，
票房与去年同期相比不增反降，在不久
前引发社会和业界的热议。本来国庆节
前夕，国家接连推出众多利好政策，释
放出大力发展经济、提振社会发展的积
极 信 号 ， 股 市 大 涨 ， 人 们 消 费 信 心 大
增。各大片方和影院更是做足功课，迎
接这一黄金周。

在此背景下，进入国庆黄金周电影
市场的新片达 10 部，且题材多样，类型
丰富。国庆长假首日，全国影院排映场
次多达近50万场，共吸引1200余万观众走
进影院，产出票房近5亿元。其中，反映抗
美援朝的战争题材影片 《志愿军：存亡之
战》和国产科幻电影《749局》领跑，携手
产出3亿元票房。业界普遍预测，今年国庆
档有望一扫暑期档颓势，为电影行业发展注
入一针强心剂。但没想到，一股暗流从网络
上蔓延开来，并很快影响到整个大银幕，到
长假第三天，全国票房已经回落到3亿元左
右，相比首日几近腰斩。

这股暗流就是网络上对电影不负责
任的随意恶评和谩骂。一些不明身份的
ID 涌到票务平台和热映影片的官方账号
上，为影片打出极低的分数，甚至用极
其 恶 毒 的 词 语 攻 击 这 些 影 片 的 主 创 人
员，进而上升到对这些主创人员的人身
攻击，并把个别主创的个人信息放到网
络上肆意传播。一些社交平台账号也趁
机跟风蹭流量，以情绪化带节奏，对国
庆档期上映的多部影片进行围攻。

尤其是 《749 局》，这部由 6000 多名
工作人员历时 8 年完成的科幻巨制，在创
作和制作方面进行了多方尝试和大胆探
索，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和产业化
进程中一部难得的影片。即便这样，依
旧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网络 ID 到影片导演
陆川的微博账号进行谩骂，一路上升到
对国产科幻电影的整体否定。

又如 《浴火之路》 中的赵丽颖，她
饰 演 一 位 被 前 夫 卖 掉 女 儿 的 母 亲 李 红
樱 ， 在 苦 苦 寻 找 女 儿 的 过 程 中 受 尽 磨
难。为找回女儿，她不择手段，几乎疯
魔。赵丽颖的表演与角色融为一体，将
角色的痛苦、绝望，以及愤怒呈现得淋
漓尽致。但一些人抓住片中赵丽颖与肖
央的某些片段污蔑演员，甚至进行人身
攻击。这完全偏离了对影片或片中角色
的评价，而是不良情绪的发泄。

再看刘江江执导的 《出入平安》，这
部电影讲述在天灾之下一群重刑犯人经
历心灵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成为救灾
英雄的故事，其中古力娜扎的表演可圈
可点。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演员从演
技到身材再到长相进行口诛笔伐，甚至
上升到对整个演艺界的攻击和谩骂，其
心可诛。

在种种乱象下，不明真相的人们好
像一下失去了看电影的兴趣，电影市场
在这个国庆档很快哑火。《出入平安》 在
正式公映第四天宣布撤档，而《749局》上
映第三天的票房只有上映首日的三分之一。
一部电影凝聚着数千人的心血，是众多工作
人员的劳动成果，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
性，有优点自然就有不足，有人喜欢，有人
不喜欢，这都很正常。既然买票看了，当然
有评判的自由和权利。但不能因为不喜欢就
信口开河，恶语相向，甚至上升到对主创的
谩骂和攻击，为黑而黑，宣泄个人情绪，这
样的评论就变了味道。我们需要客观理性的
电影评论，需要建设性的意见，需要与人为
善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其实，“网络黑水”并不是今年才出
现，只是到今年暑期档，网络上出现的
大量负面舆论，在误导观众、影响电影
口碑方面引起全业界的高度重视。前不
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影评论是推动电
影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良舆情
对电影产业的影响非常严重。他认为，
任由舆情野蛮生长对电影行业具有致命
威胁，电影行业不能向不良舆情让步，
不能被不良舆情“绑架”，要对抗不良舆
情的“情绪化”。

为此，建议梳理过去不良舆情对电
影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清单，以
更清晰地认识不良舆情对电影行业、电
影创作、电影创作者的伤害、危害。致
力于保护创作者、制片人、投资者及整
个电影行业，营造积极健康、风清气朗
的舆论环境。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产业评论
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聚影汇创始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电影评论？
□朱玉卿

聚光灯

“一部电影必须要批评，没有
批评怎么有成长？怎么有进步？但
是批评是基于电影的分析理解，还
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这两者要分
开对待。”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挺伟强调，人的认知和良
知都要有，认知是对事情的看法，
良知是对一件事情的态度。

“团队尊重每一位看过电影的
观众对于影片的真实评价，也尊
重任何声音，因为没有作品是完
美的，但我们拒绝人为操纵的网
络舆论，有组织地抹黑影片、抹
黑创作者的行为。当下，一些网
络舆情对于电影创作和电影市场
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把一批电
影企业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谷雨说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
卫防谈道，前些年 《唐人街探案
2》《我本是高山》等影片虽也遇到
过不良舆情问题，但原来一年也就
遇到一两次，而现在似乎成为常
态，这样的趋势蔓延下去肯定会对
中国电影发展带来十分严重的影
响。“不良舆情问题导致票房失
利，进而资本投资意愿减弱，这反
映了市场变化的严峻性。”

其实，不良舆情的滋生并非无
迹可循，其背后涉及观众心态的变
化和信息环境的剧变。在过去，观

众可能更倾向于主动搜索电影信
息，对影片的好奇和期待驱使他们
走进电影院。然而，随着社交媒体
和网络评论的兴起，观众越来越多
地被动接受来自他人的评价和观
点。这种心态上的转变，也使得负
面评价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
并迅速影响公众对电影的看法。

《749 局》 监制朱腾表示，电影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产物，其本身的
质量好与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不符合口味的人可以选择不看
或者给出差评，但是没必要把影片
骂得什么也不是，要尊重每一个主
创的参与和辛苦付出。“如果每部
电影都被骂成这样，那以后谁会去
拍电影呢？谁还会走进电影院呢？
如果拍电影的人越来越少，看电影
的人也越来越少，那我们中国电影
市场这个行业的产业链怎么办？”

“在我看来，大家输得起，也
经得起批评。”《光明日报》文艺部
编务统筹、高级编辑李春利认为，
任何一部作品都很难说是一部完美
的作品，但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创
作的进步，而不是一味地贬低。相
信导演和主创大都能接受一切认真
看完影片后的质疑和意见，并在下
一部作品中尽量完善。

“一部电影从前期筹备、开始
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多年，成千上

万人投入其中，如果被几句不负责
任的话抹黑并严重影响票房及传播
力，真是太可气了。”焦宏奋认
为，坚持向善、传递正能量是中国
电影能够经受风雨考验，依然坚韧
不拔的根本原因。拍电影不仅仅是
为了票房，更重要的是传递文化和
精神。因此，要以敬畏之心、热爱
之情，去对待每一个创作者。

采访中，被访者均提及了批评
与良性舆论的关系，认为批评的底
线应当是建设性的、非恶意的。饶
曙光表示，早在2017年，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就发布了 《网络影评人七
大公约》。其中包括：坚持说真
话、讲道理，营造开展网络影评的
良好氛围；坚持实事求是的批评，
不庸俗吹捧、不阿谀奉承，不用简
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尊重
每一位观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
利；尊重观众对电影多样化、差异
化、个性化的需求；坚持以专业的
精神，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电影
做专业分析，以理服人，增强公信
力；无论优劣，认真对待每一部电
影，在没有看完全片的情况下，不
正式发表影评；坚决反对网络语言
暴力，不用侮辱性语言谩骂、攻击
电影作品、创作者和与自己观点不
同的人。“约定的这些内容现在仍
然适用。”饶曙光说。

怀抱敬畏之心、热爱之情……
影评的目的在于促进创作进步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成功与否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接受度和市场的反馈。然
而，随着不良舆情的泛滥，已经在不少案例中显
示出对电影票房的直接打击。不久前，阿里影业
总裁李捷在朋友圈发文：“这两年的电影投资最
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内容质量、题材故事、演员
演技，而是各种角度出现的舆情，这是一种不可
名状的恐怖力量……”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众多
业者共鸣，以及行业热议。

其实，舆情并非新鲜话题，近年来一直在或
多或少地影响着电影市场，只是今年来势尤为
凶猛。事实上，从《雄狮少年》到《唐人街探案
2》，从《无名》《满江红》到《独行月球》《流浪地球
2》，从《抓娃娃》《解密》到《749局》《逆行人生》，
许多影片都曾被卷入不良舆情的旋涡之中，受
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饶曙光所言，“今年以来的重要档期未达票
房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不良舆情而导
致很多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不再走进电影院。”

饶曙光告诉记者，现在各种原因导致很多
影片不能正常上映，上映以后也常遇到非正常
的舆情干扰，导致资源内耗，令投资者对电影业
望而生畏，甚至造成有些投资者不敢投资电影，
这些都在深深地刺痛着行业。他以《解密》举例
道，很多评论并不是针对影片本身进行的专业、
深入讨论，而是对导演个人进行炒作。“不客观
的舆情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是极为负面的，
不仅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也很大。一旦被不良舆
情绑架，就会割裂行业内的同行信任，挫伤创作
者的热情。毕竟，不论我们的影片有多么优秀的
品质、多么强大的阵容、多么正向的主题，似乎
这些在不良舆情面前瞬间都变得毫无意义，影
片直接被观众打入‘冷宫’。”

最近受到网络不良舆情影响最大的无疑是
《749局》，为此，记者在采访《749局》制片人谷
雨时，她也坦言，尽管电影在国庆档首日取得了
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很快就受到了“水军”攻击。
这些攻击不仅使用了统一的话术破坏影片口
碑，更有海外IP参与其中，引导网络舆论，令没
有看过影片的观众失去走进电影院的欲望，导
致票房急剧下降。“水军”不仅仅给电影带来了
污名，而且还攻击敢于在观看电影后正常发声
的普通观众，如果看到有观众在网络平台发声
支持《749 局》，便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网络
账号用极度肮脏的语言对其谩骂羞辱，这也使
得很多支持《749局》的观众不敢为电影发声。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今年国庆档首日票房
超去年同期6000万元，但对《749局》的网暴不
仅直接使《749 局》的票房走低，也打掉了今年
国庆档的热度，导致今年国庆档大盘同比下滑
21.07%。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主创的努力和电
影本身的艺术价值被忽视，也让《749 局》这部
此前预估票房有望达30亿元的影片至今才取
得3亿多元的票房。

在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焦宏奋看
来，尽管中国电影与电影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仍
有差距，但我们依然要自信地肯定中国电影整
体质量的提升，包括我们的管理团队、导演团
队、演员团队、制作团队等的能力都在提升。因
此，业者有责任呼吁更多人看过电影后再理性、
客观地说良心话。

“从30亿元到3亿元的票房差距，足以说明
不良舆情对电影市场的冲击之大。观众去看一
部电影前，如果先看到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虽
然也会认为这些舆论不一定都是对的，但走进
电影院的冲动一定会被削弱。”曾参与“流浪地
球”系列科技项目的北京大学艺术资本协会会
长、清华科幻季执行主席林天强就讲道，《流浪
地球》上映之初，他便在不同的群里发现有人煽
动观众不要去影院看，说中国拍不了科幻电影。
好在那时有一群人站出来直接驳斥“黑粉”，告
诉人们中国人拍的科幻电影一定要去看。后来
的事实证明，2019年被誉为“中国科幻元年”，

《流浪地球》也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
里程碑式作品。

针对个人炒作、“水军”攻击……
舆情干扰深深刺痛着行业

“没有任何依据，甚至不看影
片就进行攻击，这样的现象绝不仅
仅是个例。”在交流中，李春利分
享亲身经历时说道，“此前遇到一
篇稿子，文中充满了恶意的攻击，
我便去询问作者是否看过此片，因
为当时该片并未公映，也没有渠道
流出。作者回答没看过。我也搞创
作，特别理解主创的心境、困境。
也正因此，建立一个健康、正向、
积极的舆论环境太重要了。”

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
好的舆论环境，而这一环境的建设
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采访中，
被访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影产业促进法》和 《“十四五”中
国电影发展规划》为电影行业的法
治建设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
仍需要建立起更加专业的评价话语
体系和行业标准，使电影的发展不
再受制于无端的舆情，而能在规则
和法律的框架内健康成长。

“我们要依法治电影、依规治
电影，而不是以舆情治电影。法不
能向不法让步，电影也不能唯舆情
独尊、被舆情牵着鼻子走，而应该
有行业规则、行业标准，尤其是专
业的评价话语体系。”饶曙光表
示，现在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
期，电影研究界、评论界应该努力
地发声，齐心协力为整个电影行
业、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风清
气正的舆论环境。其实，不仅是电
影业，其他行业也都面临舆情问
题。对于舆论环境建设，电影人乃
至全社会人人有责，万万不可掉以
轻心。

治理不良舆情要了解其背后的
内在逻辑。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网信处处长王纯举例道，比如“水
军”的存在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

“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够与这些
影片产生利益关系的基本是同行，
所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只

有电影大河有水，小河才会满，大
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业者要心中有
数。大家唯有共同把电影这块蛋糕
做大，业者才有饭吃。”

同时，王纯也提醒，应对不良
舆情，还要从情感上对观众进行疏
导。电影从业者应与观众进行坦诚
的交流，通过情感的力量来缓解负
面情绪，从而为电影创造一个更加
健康和积极的舆论氛围。

结束采访时，焦宏奋告诉记
者，尽管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和舆
论挑战，但中国电影人仍然保持着
对高质量创作的追求。他们的努
力，以及观众对于优质影片的期
待，正共同构筑着中国电影产业未
来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有理由相
信，只要我们能够持续提升创作水
平，坚守专业精神，中国电影不仅
能够克服现有的困难，还能在全球
电影舞台上发光发热，为世界电影
带来独特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

同行携手共进、与观众坦诚交流……
建立健康正向的舆论环境

《749局》《解密》《逆行人生》多部影片受舆情影响，票房不达预期——

不良舆情正成为电影市场“隐形杀手”
□本报记者 李雪昆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电影产业已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也正悄然影响着电

影业的生态健康——不良舆情。观察今年的暑期档、国庆档不难发现，两个档期票房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超96亿元，不免让

业界感到“寒意”。在业界、学界反思影片自身的内容、品质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了不良舆情这只“隐形的手”对行业健康

发展的深远影响。

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市场的扩大，不良舆情一直存在，也一直对中国电影产生着影响。不良舆情往往是一种

负面的炒作，是一种非专业的、非善意的现象，因为很多批评完全与电影内容无关，更多的是对影片的一种偏见，并且滋长了

社会的一些负面情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采访行业人士的过程中，被访者纷纷表现出了忧虑，认为这种不良舆情

野蛮生长的趋势若不加以控制，将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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