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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運作 有人年收百萬 有人月薪僅8000

山寨明星也能賺得缽滿盆滿，有分析認
為這種現象說白了仍是搭便車、佔便宜，
不值得鼓勵。但老徐認為存在即合理，其
中不乏積極的意義，「他們也給明星敲響
了警鐘，你的臉、你的聲音不是獨一無二
的，怎樣保持長紅，提高業務能力，才是
明星真正該做的。」
「很多明星出名也是因為長得好看，那
麼現在出現了和你長得很像的人，這會給
明星帶來一定的警示作用，其實為他們提
升業務能力，對於明星自己還有觀眾，都
是好事情，所以我一直覺得有模仿者的存

在是非常好的。」老徐並表示，一般除非
喜劇需要，影片為了規避法律風險等因
素，很難選用模仿秀明星或者山寨明星來
作為影視角色扮演者，「除非是特型演
員，一個人一生只演一個角色，但一般的
替身也好，模仿秀演員也好，他們其實都
在盡量摒棄自己與明星相像的地方，甚至
改頭換面來演出自己的特色。」
對於號稱擁有百萬粉絲的頂級山寨者，

老徐直言，粉絲數量並不能代表一切，
「有些是真粉絲，有些是路人粉，還有的
可能是水軍，帶貨能力是檢驗人氣的其中

一個方式。」

帶貨賣賬號展示變現能力
記者登錄抖音平台，明星模仿者們幾乎
都開通了帶貨通道，但效果如何呢？以雍
杰倫為例，其抖音粉絲超過166萬，商品
櫥窗有5件商品，記者隨機進入其中某品
牌酸奶的銷售渠道中，該產品顯示正在
「年貨節」活動中，在距離活動結束還有
11天的情況下，該產品通過年貨節活動已
售出2.5萬件。
另外，山寨模仿的變現能力並不只有帶

貨一個渠道。根據此前內地媒體報道，有
山寨模仿明星的短視頻賬號，10萬粉絲的
賬號便可以賣7,000元，甚至還有專門的交
易平台。記者登錄一個名為魚爪新媒的平
台，平台上的高價賬號，是一個號稱優質

達人網紅號的抖音賬號，報價高達3,340萬
元，且是「特價」，並號稱年收益可以接
近1,000萬元。而平台上備註的一個三無等
級號，既並沒有粉絲數據，僅僅是級別達
到了抖音的36級，便報價1,400元。

山寨敲警鐘 明星非獨一無二

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一圈特色短鬍鬚，獨
有韻味的台普，常常來一句「哎喲，不錯

哦」，這位打扮潮流、以模仿周杰倫走紅的抖音網
紅，是山寨明星之中的佼佼者。他甚至還開過演唱
會，得到觀眾的熱情呼應和爭相握手合影的待遇。
當記者打開自稱名叫「雍杰倫」的網紅視頻時，乍
一看還真的以為是周杰倫本人，無論是長相、聲音
還是裝扮都有幾分神似，用網友的話來說，「好像
是周杰倫失散多年的兄弟。」

滿足民眾「追星」心理
在內地的抖音平台上，時不時都會見到這類明星模

仿者，其中有少數人已坐擁逾百萬粉絲，像模像樣地
展開了自己的「演藝生涯」，從開演唱會、拍網絡電
影到直播帶貨，生意好的時候比正主更忙。對於自己
的山寨身份，他們的處理手法各不相同，有人會直接
標注自己是某某明星的模仿者，但更多人並不會主動
作出澄清，而是直接「簡單粗暴」上載各種高度模仿

的視頻和圖片。無論是否有備
註，在他們的作品

下都能看到

大量「你和某某某好像」、「你是某某某的兄弟嗎」
等評論，與原明星相關的話題往往是最多的。
「粉絲數量當然未必是完全真實的，但不可否認

的是，他們有他們的市場。」專業製片人老徐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山寨明星的出現是
因為市場有需求，尤其在一些縣鄉商業活動中，
企業或許難以支付正牌明星的高價邀請費，但模
仿達人或者山寨明星可能只需幾千或者幾萬元，
而普通民眾有時候僅僅遙遙一看也難以分辨，
「其實除了真正的粉絲，普通的觀眾更多的是看
個熱鬧，他們很難見到明星本人，如果有山寨明星
或者模仿達人來，對於他們來說一樣滿足了所謂
『追星』心理。」

縣鄉成商演活動金礦
模仿者的收入有多高？或許超乎一般人想像，此前

有綜藝節目爆料梅艷芳的模仿者張麗僅靠模仿可以年
入百萬，張麗未有直接回應是否屬實，但稱「我只要
努力這一百萬還是做得到的。」湖南衛視當家主持人
汪涵的模仿者張強，亦被傳一年可接百場主持活動，
即使一場一萬元，不包括代言費，收入已超百萬元。
對於媒體報道的林俊傑模仿者兩年收入達到160萬
元，老徐直言，「首先這應該不是個人收入，山寨明
星就算要開演唱會，參加商業活動，都是有團體運作
的，他們也是東奔西走，其實也是很辛苦，更何
況，只有真的有了很多名氣的模仿達人，例如能
夠在電視台等平台上模仿露臉的，收入會高
一些，普通的模仿者，他們沒有看起來那
麼光鮮亮麗。」
事實上，多數模仿者收入平平，有
些雖然接到了拍電影的邀約，但片
酬卻不盡人意。據老徐介紹，
「我們製作一部影片，收入分配
是非常不均勻的，假設給演員
的片酬一共2,000萬元，可能
一大半以上都給了有流量的
男女主角，其次是男二女
二，如果是業內比較有名
氣的替身，價格會稍微高
一點，可能一部片子給到
幾萬塊，普通替身可能就
是給月薪，一部戲一
個月也許給8,000
元月薪。」

●●雍杰倫的抖音平台雍杰倫的抖音平台。。

●●乍看之下，周杰倫與
梅艷芳的模仿者，與真
人無論是長相、聲音還
是裝扮都有幾分神似。

●●雍杰倫和周華健的模仿雍杰倫和周華健的模仿
者孟華建者孟華建。。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雍杰倫和梅艷芳模仿雍杰倫和梅艷芳模仿
者張麗者張麗。。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內地
模仿者

胡亂山寨有風險
踩界或被訴訟

對於有人模仿自己，明星本人大多冷處
理，但近年來山寨者被正主起訴的案例亦時
有發生。內地著名音樂人汪峰曾經將模仿者
丁勇告上法庭，稱其侵犯了姓名權、肖像權
等權利，且給自己造成一定損失；謝霆鋒經
紀人霍汶希亦曾發文稱，內地多個「謝霆鋒
（秀）歌迷見面會」或「謝霆鋒（模仿秀）
歌迷見面會」誤導消費者，並對謝霆鋒的聲
譽造成不良影響。

不能侵犯正主聲譽
北京煒衡（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鞠秦

儀律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明星、名人
進行模仿以及所謂「山寨」的行為一直存
在，「縱觀世界各國都很普遍，法律上其實

也沒有『一刀切』的限制。」
不過，無論是舉辦「模仿秀」還是有意
「山寨」明星、名人，仍有法律邊界，比如
不能侵犯被模仿或被山寨的人的著作權、不
能通過模仿或者「山寨」活動而貶損被模仿
人的名譽及社會評價、不能故意隱瞞自己與
被模仿者的區別而使大眾產生混淆。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明星或者名人對於

自己被模仿、被山寨也還是報以包容、接受
的心態，部分起訴的都是因為模仿者踏出了
上述的法律邊界，嚴重侵害了被模仿者的合
法權益。而從行業健康的角度出發，不僅僅
靠被模仿者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更要靠全
行業尤其是模仿者提高遵守法律規範、尊重
被模仿者合法權益的意識。」鞠秦儀說。

●●小小DD直言直言，，模仿者模仿者
能否闖出頭還是要能否闖出頭還是要
靠作品說話靠作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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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靠
模
仿
難
出
頭

終
需
用
實
力
說
話

多數經紀人對山寨明星深惡
痛絕，因為培養一個明星需要
大量的成本投入，感覺「像是
辛苦經營的品牌出現了高仿
貨，影響口碑和品牌形象。」

不過也有經紀人對此持寬容心態，稱「其實現在很
多當紅明星，也是靠着叫小林青霞，小劉亦菲出道
的，當然後來他們擺脫了這個人設，從這個角度
看，模仿、長得像對於明星來說是雙贏的事情，只
要沒有觸及到核心利益，其實是不會鬧得太難看
的。」
小D從事經紀人行業已有數年，她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有的明星被蹭熱度，其實
未必是壞事，「最怕的是你默默無聞，沒有人認
識。明星被人山寨的時候，雖然公關團隊會出新
聞稿澄清，但也可以藉着這個趨勢自己也去做一
下營銷，這都是通常用的手法。」
對於模仿、替身能否真正闖出自己的天地，小D

直言，「那還是要靠作品說話，模仿、長得像，確
實能夠比別人快一步出名，但也很容易陷入困局，
觀眾看到這個模仿秀，就想到了正主，那麼以後模
仿者再想出頭就難了。」
以模仿湖南衛視主持人汪涵的張強為例，他原本

就有多年的主持功底，所以很受市場歡迎；而李小
龍模仿者仝冰冰則被爆出曾開闢自己的武館。「不
管怎麼說，無論是山寨、替身還是模仿秀，真的模
仿到極致了，肯定還是有市場可以接受的，是持續
模仿還是做自己，這就要看個人的選擇了。」

經紀人

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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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模仿秀活動日趨興

旺，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從早期

的山寨「四大天王」，到如今在抖音等平台

上擁有百萬粉絲的「民間趙麗穎」，模仿明星儼

然成為一種職業，部分人收入不菲，此前有模仿林俊

傑的山寨明星被媒體爆出兩年收入約160萬元（人民

幣，下同），令不少貨真價實的二三線藝人也瞠乎其

後。隨着人氣高漲，一些山寨明星甚至有自己的包裝團

隊和經紀人，有板有眼地開始各種演藝事業，忙得不

亦樂乎。不過有業內人士坦言，這些模仿者的收入

未必穩定，長遠前景和真正的明星依然天差地

別，「他們其中的大部分人，可能遠沒有

表面那樣的光鮮亮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周杰倫周杰倫

●●梅艷芳梅艷芳

周杰倫模仿者周杰倫模仿者

雍杰倫雍杰倫

梅艷芳模仿者梅艷芳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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