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6 日，《异形》
系列电影《异形：夺命舰》在中国

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这让影迷们直
呼过瘾。该片票房也迅速攀上 2024 年

第 33 周中国大陆票房榜首位。然而，在该
片首映当天就有家长投诉，带 8 岁小孩看影
片引来不适，家长要求影院退票并赔偿。该
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一度登顶微博热
搜榜。

那么，我市是否有类似事件？市
民们对此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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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下午，记者来到我市某

影院。正值暑期，影院内有不少家长和

学生正在等待入场观影。影院里摆放

着不少正在热映的电影的海报，但记者

并未在其中发现《异形：夺命舰》的海

报。

“暑期档还是儿童向的动画电影

上座率更高。《异形：夺命舰》虽然排片

量也不少，但上座率比较低，很多场都

只有一两位观众。”该影城工作人员胡

斯铖说。

在美国，《异形：夺命舰》属于 R 级

片，即限制级，17 周岁以下必须由父母

或者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虽然在我

国并未实行电影分级制，但这一信息也

可以帮我们衡量该片是否适合未成年

人观看。

当记者问及是否有小孩或者有家

长带小孩来观看《异形：夺命舰》，胡斯

铖表示：“有，但很少。如果是在我们

前台买票的话，我们会提醒观众这部

电影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如果是线

上购票，工作人员也会在检票时做出

提醒。”目前，该影院并未收到孩子被

吓到这类投诉。

至于此次在网上引起热议的事件，

胡斯铖认为该名家长的诉求并不合

理。“《异形：夺命舰》的海报上明确写有

‘未成年人谨慎观影’，家长购票过程中

应该是能看见的。而这名家长无视了

提醒却在孩子受到惊吓后向影院索赔，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他说。

影院：尽到提醒义务 决定权在顾客

就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浙江三星

律师事务所。该所律师程琦勋认为，单

纯从法律角度来说，观众和电影院之间

属于服务合同关系，电影院通过《异形：

夺命舰》宣传海报向不特定的观众发出

要约，并在海报上标注“建议未成年观

众，谨慎选择观看”。在观众购买电影

票后合同成立，电影院按照约定的时

间、地点完成了影片放映义务，合同已

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违约行为。

至于电影本身内容是否适合不同

年龄段的受众观看，律师认为，这涉及

到电影分级制度的问题，不再是观众和

电影院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但

在我国并未实行电影分级制度且《异

形：夺命舰》已经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

核的情况下，其上架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程序规定。

而此次事件中，父母身为未成年子

女的法定代理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与电影院进行服务合同的订

立过程中，对放映内容有清晰的预见能

力，《异形》系列电影本身就是恐怖题材

性质，符合大众的一般认知。

根据民法典 496 条、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26 条的相关规定，电影院的海

报内容不属于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其

已经履行了合理告知提示义务，因此

不存在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即使电影

放映内容与儿童哭的结果、日后的心

理问题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也不构

成民法典意义上的侵权，亦不构成违

约，父母无权要求电影院承担违约责

任要求退还合同价款即电影票费用，

也无权主张其看病费用，以及要求其

他赔偿。

律师：影院不存在违约行为 家长无权索赔

记者在影城内随机选取了几位市

民询问他们对此事的意见，他们大多认

为，此次事件中，该家长的诉求是不合

理的，家长应该为孩子受到惊吓负主要

责任。

市民陈双爱还没有小孩，她说：“既

然电影已经上映了，说明它是符合我们

国家的审查要求的。家长决定了带孩

子来看电影，那家长就应该对小孩负

责。即便家长要索赔，也不应该向影院

提，而应该向更高层级提，比如说片

方。”

市民蒋女士带着 17 周岁的儿子

来看电影。她认为这名家长应当在带

孩子去看电影前多做“功课”：“这名家

长带孩子去看电影前应该先了解电影

的大致内容，来判断适不适合孩子观

看。”

今年12岁的柳沐语和她的朋友小

俞一起来看电影。她们说平时家长也

会带她们来看电影，但没有和家长一起

看过恐怖类型的电影。小俞说，自己看

了恐怖电影会很害怕，所以她会避免看

这类电影。而柳沐语则表示，自己虽然

没有看过《异形》系列电影，但也曾经在

网上观看过《午夜凶铃》系列电影，并不

觉得特别可怕。

而今年15岁的王梓睿则很开心地

进电影院观看《异形：夺命舰》。他是该

系列电影的影迷，已经看过系列中的其

他作品。“小学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

《异形》系列的电影解说视频，对影片中

的新生物感觉很好奇，就在网上找了电

影原片来看。”王梓睿说，他并不认为

《异形》很吓人或是觉得恐怖，他认为该

系列电影属于科幻片。

市民：孩子“胆量”各不同 家长需尽监管责任

在对电影行业了解更深的影迷群

体看来，此次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出了目前院线对未成年人购票管理的

漏洞。

市民许先生是一位资深影迷，他

曾经就在影院遇到过孩子被吓哭的情

况：“有一年，我在春节期间去看《红海

行动》。题材比较正面，又是在春节档

上映，所以很多观众是全家人一起来

看的。没想到电影对战争场景还原得

特别真实，可以说是血肉横飞。我看

的那场就有一个大约 5 岁的小朋友被

吓哭了，后来家长赶紧把他带出了影

厅。”

在许先生看来，此次事件里，虽然

海报上有明确提示，但是在线上购票

的过程中并没有弹出相关提醒。同

时，平台也没有限制未成年人不能买

票，在管理上还有可以优化的空间。

“就像现在的视频网站，一点开就会弹

出‘开启青少年模式’的弹窗，在青少

年模式下就只会展示适合他们看的内

容。电影购票软件是否可以借鉴这种

做法，从而避免类似的情况产生呢？”

许先生说。

但另一位影迷陈先生表达了不同

意见：“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观影的监

管，需要在电影分级制度的基础上，否

则购票平台和院线是没有依据限制未

成年人观影。”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内地实行

的是电影审查制，只要电影通过了有

关部门的审查，就会面向所有观众放

映；香港、台湾两地实行电影分级制，

电影分级后面向不同年龄的观众。

“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不同年龄

的群体不应该共用一根准绳。如今，

我国的网络实名制、院线监督系统都

已经逐渐完备，希望未来能尝试实行

电影分级制度。这既是对青少年的保

护，也能让成年人看到更多样化的影

片。”陈先生说。

融媒记者 俞舒梦

影迷：加强购票管理 呼吁电影分级制度

《异形》吓哭8岁小孩,谁之过
律师认为，影院不存在侵权责任中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