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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香港导演王晶和台湾“学者”老板蔡松林相继提出“华语电影将迎来黄金十年”，理由是年
轻观众开始走进电影院，内行老板陆续出来做电影，内地票房连年增长，影院不断新建。
这一观点提出之后，获得业内广泛认同，但也有人表示质疑，导演尔冬升就担心内地影市火爆会让大
量资金涌人，导致明星加价、题材趋同、质量下降等问题，最后重演港片落难史。
转眼三年过去，“黄金十年”确在继续，但隐忧也逐渐暴露，尤其2012年2月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
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美国进口大片数量和分账比例都翻倍增长，这对国内电影制作的
冲击有多大？
尚待观察。
    如何看清纷扰、解决问题？
不妨从头说起，先从华语电影产业格局人手。
    当今华语影坛，市场唯内地马首是瞻，自冯小刚《甲方乙方》打起贺岁片大旗，至张艺谋《英雄》
票房乃以亿计，进而“中影”打造大片系列《投名状》、《赤壁》，“华谊”、“博纳”等民营公司
也相继崛起，引得港台导演及电影公司集体挥师北上，共同铸就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也
是本书所呈现的“势力格局”。
    《华语电影势力探秘：领袖访谈录》其实是新浪网娱乐频道策划部推出的《新航标》专刊合集，
从2009年10月开始，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走访了四十多位电影公司领袖及合作导演，努力尝试勾勒华
语电影势力版图，最终辑录成册。
    本书大体有四个特点。
    1．第一本囊括两岸三地最知名雄厚华人电影公司历史现状及产业模式的电影书。
    2．专访每家电影公司的掌舵人，由大佬亲自现身说法，行文则是集记叙与对话的纪录体。
    3．内容既涉及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现实，又追溯从地域(港台)到年代(十几年前)华语电影势力形成。
    4．按各公司分章节，公司分单纯的制作公司及集投资制作发行的综合公司两大块。
    业内皆知，相比好莱坞，华语电影还未形成真正规范的工业，很多电影和公司的成功也有偶然因素
，所谓总结更有事后诸葛亮的诟病，但经验多了可能就成为模式。
本书罗致的电影公司大多不是昙花一现，起码曾领风骚三五年，产业模式也各有特色，皆可一书。
作为公司的掌舵人，大佬们接受访问的内容或许主观、疏漏、不实；作为作者，我们尽量帮他们梳理
归纳，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倘仍有不如意之处，望读者海涵。
    本书虽是总结，但远不是终结，2012到了，华语电影格局也在微妙变化(比如某些公司的掌舵人和拍
档或分道扬镳或暗中角力)，新势力正悄然崛起(比如万达院线进军上游制片领域)，别急，等我们继续
⋯⋯    魏君子    201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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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业内皆知，相比好莱坞，华语电影还未形成真正规范的工业，很多电影和公司的成功也有偶然因
素，所谓总结更有事后诸葛亮的诟病，但经验多了可能就成为模式。
《培文·电影·华语电影势力探秘：领袖访谈录》罗致的电影公司大多不是昙花一现，起码曾领风骚
三五年，产业模式也各有特色，皆可一书。
作为公司的掌舵人，大佬们接受访问的内容或许主观、疏漏、不实；作为作者，我们尽量帮他们梳理
归纳，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倘仍有不如意之处，望读者海涵。

　　总结，但远不是终结，2012到了，华语电影格局也在微妙变化，新势力正悄然崛起，别急，等我
们继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语电影势力探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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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外史之港片残卷》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语电影势力探秘>>

书籍目录

个人品牌
【不亦乐乎】——马珂负责子弹姜文负责飞
【新画面】——张伟平做张艺谋品牌专卖店
【银河映像】——杜琪峰制作公司生存之道
【我们制作】——陈可辛突围策略一波三折
【影王朝】——王晶多元发展不败秘籍
三地战国
吴敦——【长宏】破浪台湾商业电影三十年
蔡松林——【学者】攻略香港影人的幕后金主
向华胜——【永盛】风云辉煌时代的最后霸主
江志强——【安乐】正传大片时代的大制片家
宋岱——【银都】史记飞跃一甲子只是开始
邹文怀——【嘉禾】四十年奋斗史【橙天】入主新模式
任仲伦、杨受成——【上影】【英皇】超级航母建造蓝图
林建岳、王长田——【寰亚】【光线】合拍大势记
覃宏——【星美】十年产业链格局
于冬——【博纳】如何大笑江湖？

王中磊——【华谊】通天帝国构建报告
韩三平——【中影】“改革”升值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语电影势力探秘>>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作为业内领军人物，张伟平和张艺谋合组的“新画面”打造的产业模式（包括针对
市场的制作、宣传、发行各环节）无不引发争议，并为后来者所总结学习。
但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张艺谋集中精力执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新画面”居然
因此停业三年，业内闻听无不拍案惊奇！
张伟平声称：“新画面只是张艺谋的品牌专卖店，他不拍戏，这个公司只能暂时停业。
”这样一家电影公司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否只适用于张艺谋这样的大师呢？
不妨回首往事，慢慢道来。
 前传·相见欢 二张的相识很偶然。
那是1990年的春节，一次朋友聚会，张艺谋去了，张伟平也去了。
之前二人并不相识，当晚却一见如故，从此结为好友。
如今想起，张伟平不由感叹：“人在一块主要是缘分，他是把所有的话都放在心里的人。
我是一个可能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
我们俩在一块，我是他的心理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可以无话不说。
” 刚认识那几年，二张不经常见面，隔半个月一个月坐一块吃顿饭。
张伟平生性豪爽，从来不让人请客，所以这么多年都是他请张艺谋。
时间长了，张艺谋也不好意思了，也张罗要请，但每回都被张伟平“镇压”，后来也就习惯了。
日子一久，哥俩交情越来越深厚，什么都聊，但是很少聊电影，因为张伟平对电影了解很少。
 在张伟平看来，张艺谋生活能力很弱，很能凑合。
创作《活着》【1】时，张伟平经常去他的住处，基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稿纸，屋角一摞方
便面。
他可以经常几个星期不下楼，就是方便面陪着他，然后不断的写剧本。
张艺谋是张伟平见到最能吃苦的人。
亲自写《活着》剧本，连余华都拿不准哪些东西改了，最后都要看艺谋监视器里的素材【2】。
 张艺谋与巩俐的组合曾经叱咤国际影坛【3】，但二人分手后，张艺谋新片《有话好好说》的投资出
现了问题。
当时观众关注的都是银幕上的明星，没人在意导演是干什么的，更别说制片人了。
对于张艺谋来说，巩俐是其电影的品牌，当品牌失去的时候，投资商对他的信任度就会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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