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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电影中所说：“出来混，谁没遇到过几个人渣。 ”在影视圈，几乎
每个人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骗子。随着影视行业的红火，骗子的手段也
越来越复杂，受骗人群也是有增无减。 前不久，在微博上广为传播的骗
子影视公司总结，再度激起了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

其实仔细分辨，不难发现骗子的手段尽管花样频出，但万变不离

其宗，都是利用了受害人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贪心，再加上
影视行业法律监管不得力，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这才让很多人钻了
空子。

针对影视圈的这一“毒瘤”，小编通过走访了业内人士现身说法，用
自己“血泪”经历，总结了六大骗术。

曾执导《娜娜》、《恋爱三万英尺》的新锐导演
杨子表示，自己在刚出道的时候剧本被拍成电影，

虽然有署名， 却没有任何酬劳，“刚出道时候对电
影有很多激情，也没有心眼，当时在一个剧组，制
片人说给机会让我写来看看， 我就把剧本写出来
了，甚至取代了原来的编剧。 但后来，他们把我完
整的剧本拍成电影，虽然有署名，但没有酬劳。 ”但
杨子也坦率认为，对于新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委

屈，但也是愿打愿挨，“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被骗，

我当时有拐弯抹角问过是否有劳务费， 他们也拐
弯抹角说之后会有劳务费， 但最后其实什么都没
有。 这是一种委屈，但也是愿打愿挨，感谢那种经
历，让我成熟。 ”

《午夜火车》的导演张江南也表示，新人确实
是比较容易受骗的群体，“新人一般都有这样的经
历，写了的东西被改改就拍，或者用了不给酬劳，

这种事情很多。 侵犯著作权的案例蛮多，还有就是
给钱你让你不署名或者署名在谁的后面等。 ”

骗术一：趁火打劫

轲然是歌手也是演员， 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就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拍影视剧。 上学的时候就因为
唱歌好小有名气，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自称

J

总的老板。

轲然大学毕业后着手筹备自己的歌舞电影
《让我给你唱首歌》，他为了获得投资，花了很多时
间和金钱，请

J

总吃喝玩乐，对方也煞有介事地对
剧本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折腾了半年多。 电影原

定于
2011

年
8

月初开机， 可是开机前半个月，

J

总消失了。电话不接或者关机。而轲然最后一次见
到他就是开机前半月，在一家洗浴中心里面。

当时，轲然到了
J

总所在的套间，发现
3

张床
上坐着三个女孩，

J

总正拿着自己电影项目招商筹
备的

PPT

文件忽悠那些女孩。 轲然跟他聊了很多
关于电影的情况， 恰恰印证了

J

总手里文件的真
实性，让那些女孩深信不疑，觉得

J

总是投资拍电
影的老板， 制片人……直到后来打

J

总电话再也
打不通，他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对方骗色的工具。

骗术二：笑里藏刀

某部以唐朝故事为背景的电影剧组就曾遭
遇过冒充其发布招聘信息的骗子“李鬼”。 据出
品方运营总监赵先生介绍，

2011

年， 这部电影正在
筹备中，但那时他在网上发现有骗子公司打着这部影
片剧组的名义在招聘演员， 还有不少上当受骗的演
员甚至打电话到公司讨还公道。

为了查明真相，赵先生多方了解后发现，这
个骗子公司当时在北京天通苑租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应聘的演员每人要交近千元钱培训费。 骗

子公司许诺应聘者一定给他们安排角色， 但收
了钱后没几天，骗子就跑路了，数十位应聘演员
也蒙受了经济损失。

“等我们赶到天通苑，骗子早都跑了。 ”赵先
生表示， 这样的骗局在娱乐圈非常常见。 他说
道， 一般剧组正规招聘都会将招聘信息发布在
出品方公司官网或剧组官方微博上， 不太会在
一些小中介网站发布。 最重要的是，正规剧组招
聘不会收钱。 像他们之前为电影《工体爱情故
事》招聘演员，不仅不收钱，自己公司为招聘活
动还搭了很多钱。

骗术三：上屋抽梯

去年曹曦文曾爆料了一起娱乐圈骗局，一
名香港籍男子“

O

先生”骗了她亲戚数百万元。

该男子自称是制片人，夸下海口说台湾很多经
纪公司都是他的，并一直以各种名义想签下曹
曦文的经纪约，但都被拒绝了。

没想到的是，这个骗子联系到了曹曦文的
家人，瞒着她拉拢她的家人一起投资拍戏。 付
定金时，双方只有一纸借据，连合同、协议都没

有。 后来再给这个香港人打电话根本打不通。

导演原雅轩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年
前，曾有

X

先生找他投资拍电视剧，希望他
能出

40%

的资金。 此外
X

先生还出示了他
和中央电视台方面签署的预购合同， 表示
这部电视剧拍出来完全不愁卖。 原雅轩表
示，当时他留了个心眼，给中央电视台的朋
友打电话核实， 但发现根本就没和此人没
签过什么合同，

X

先生当初给他看的合同
自然也是假的。

骗术四：无中生有

骗培训费只是骗小钱， 这个圈子更多的是
骗大钱。 近几年电影节、电视节经常会看到有
不知名小公司摆出“逆天”阵容的海报。 一
看片名就是大制作， 再一看海报上的明星
阵容，章子怡、巩俐、周润发、李冰冰……恨
不得把国内一线大腕儿全都拼上去。 但有意

思的是，这些明星根本没接到片方的邀请。 再
仔细看一下海报就会发现， 往往海报的角
落会有小小的字样标注：拟请。

不少行业内人士表示， 这样的行为根本
就是在骗投资。 用这些一线大腕博投资人的眼
球，实际到拍摄时根本请不来这些大腕。而这种
骗术对于圈内人一目了然， 但不少煤老板有钱
没处投，又不了解业内情况，就会上当。

骗术五：偷梁换柱

�

圈子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资深人士骗钱跑路的例子， 此人是湖南人
名叫王远锋，当年他曾经借成立基金为名大行融资之道，包括众多国企和
电视台都曾经给他钱作为融资。 结果是他卷了几亿人民币跑路，虽然公安
部有立案，但到现在也人还是没有抓到。

在这个圈子里，吹嘘自己和谁谁谁熟知的人数不胜数，比如某个年轻
的女制片人，她跟谁谁谁特别熟，其实这样的熟知可能只是某次饭局的擦
身而过而已。 汪海林还提醒，如果你看到一个投资人或者制片人去哪里都
带着一本相册，里面都是名人合影，那他十有八九是骗子。

(

据新浪网）

骗术六：走为上

骗子出没

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