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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
一个目标坚守五年

“钱挣了一些，却总觉得身边的人都比我
强，我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于是，我就想着
必须出国，至于国外是什么样，能学到什么，都
不知道。”而立之年的王中军，依然很“冲动”。

1989年，29岁的王中军奔赴美国，“自己
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拿到一个学位，二是要在
1993年12月前，攒足10万美金。”

“我平均一天要打工十五六个小时，而且做
的都是蓝领工作，累得回到家，连洗澡的力气都
没有。”但王中军有一个好太太，“我很感谢我的
太太。她在美国的五年时间，打工支持我上学。”

“那时，虽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但我从未觉
得坚持不下去。我唯一强烈的愿望，就是赚
钱。”王中军回忆留学生活。

五年过去了，1993年12月底来到了，王中
军学位拿到了，10万美金也存够了。“时间之
准确，金钱之准确！”王中军说，“我达到了来之
前的所有目标，准备回国。”

综合《广州日报》《京华时报》

现在不是“几乎”，而是“确实”在中国娱乐市场的每
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华谊兄弟的身影。近几年票房口碑
俱佳的《集结号》《非诚勿扰》等国产大片；《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热播剧集；黄晓明、周迅等一线演
员；冯小刚这位国宝级导演……统统归属在华谊兄弟的
旗下。这也就难怪公司上市后受到投资者如此的追捧：
首日上市股价上涨147.8%收于70.81元，按此计算，持股
4390.8万股的董事长王中军身家31.09亿元。

从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夜大出身的“准知识青
年”，到如今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大亨，这一切恐怕连王中
军自己都没有想到。然而，传奇的诞生其实并不复杂。

1989年，29岁的王中军趁着当时的“出国留学潮”
赴美留学。尽管他自己评价在美国“是去混的”，但每天
工作学习十五六个小时的他在五年后回国创业时不但
已经是一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毕业的传媒学硕士，兜里
还揣着五年辛苦打工挣来的第一桶金——10万美元。
正是这10万美元的“种子”，在15年后成长为我国目前
最大的民营娱乐集团、全国 500 强之一、总市值 118.96
亿元(按首日收盘价计算)的华谊兄弟。

公司建立伊始，王中军还以广告为公司的主营业
务，并且从中赚取了几千万，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1998年，在得知拍电视剧很赚钱之后他抱着尝试的心态
和英达合作拍摄《心理诊所》，并成功盈利100%。尽管
此后在冯小刚的《没完没了》、姜文的《鬼子来了》和陈凯
歌的《荆轲刺秦王》三部戏上他并没赚到钱，却收获了不
小的名声。他也真正将自己事业的重心从广告业转到
电影业，从此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如今。

拥有全国最优秀的演员、导演、制作团队；占据全国
著名的娱乐品牌、强势的发行渠道；背靠创业板这个流
动性充裕的融资渠道，王中军的“野心”也许真会有实现
的那天。到那时，人们大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去见证这
一切，也许是作为一个影迷，也许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电
视观众。

当然，现在人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
择，那就是作为公司的流通股股东，在付
钱享受公司的娱乐产品之余，还能享受公
司的“返点”——股票的账面盈利和公司
的分红。

王中军：娱乐大亨的传奇

你可以不知道王中军这个名字，也可以不知道华谊兄弟影视公司
这个名字，但你应该知道这些电影：《一声叹息》《没完没了》《寻枪》《功
夫》《手机》《天下无贼》《可可西里》……在中国，如果说哪位老板的知名
度不如自己的员工高，估计非王中军莫属，他一手创办的华谊兄弟是专
门“生产”明星的“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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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一念之间请缨“下乡”

1960年，王中军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
人家庭。父亲属于野战部队，经常调防，王
中军上学之前，全家已在张家口、河北易县
和保定各地来回搬迁多次，最后回到北京
南口。

这种动荡不定的生活，使王中军很小便
有自己的主见。小学毕业，王中军进了外馆
中学，他很快便开始反感这个新环境：“学生
爱打架斗殴，爱欺负人，抢劫低年级学生粮
票、零花钱。”第一学期还没结束，王中军向
父亲提出：“我想回农村老家读书。”父亲一
口就答应了。

没多久，刚刚 14岁的王中军就回到了
东北农村。“我从城市来，看到和接触过很
多农村孩子未接触过的东西。爸爸每月还
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分给他们一些，好多
人都围着我转噢！”在这里，王中军找到了
感觉。

然而，割草、放牛和捡柴火，很快让这个
城里孩子晒得又黑又瘦。几个月后来探亲
的父亲一见，非常心疼，偷偷把王中军拉到
山后：“你要愿意，现在就带你回去！”

“中途回去太没面子了。”王中军想，起
码得入了团再走人，入团在当时可算件大
事。一年后，王中军如愿以偿地带着团员证
回到北京，进入石油部子弟学校。

作为班级唯一的团员，王中军顺理成章
地成为班长。王中军的自信心进一步被树
立：“我各方面技能都展现出来了。校运会
我一个人能包揽 400米、800米和 1500米的
冠军，绘画也非常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成绩
也挺好，数学总能得100分。打架时，我也冲
在最前面。”

更令王中军得意的是，他“领导”的这个
40多人的班级，后来竟有 30多人考上清华、
北大、北广这样的名牌大学。至今，王中军
这个老班长还是大家的“核心”。

眼看再过一学期就初中毕业，16岁的王中
军却又一次自导自演新剧情。

“大概也在这个季节，期末考刚结束。”王
中军已记不住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个具体日子。

他突然问父亲：“能让我去当兵吗？”当时，
当兵是时代热潮，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当天晚上8点钟，父亲从总政大院回来说，
“明天早上，你史叔叔要回部队。你要愿意，就
跟他一起走。”就这样，王中军连夜找出一套军

装，第二天就出发到了保定某部。一夜之间，
王中军放弃学业，开始自己4年多的军营生活，
临走前他甚至没来得及上缴班级教室的钥匙。

说到部队，王中军显得非常兴奋：“我的军
事技术非常好，从当兵第二年开始，我的军事
技术考核就全军第一了。18岁时就入了党。”

国家恢复高考后，很多中学同学考入名牌
大学，20岁的王中军很受刺激，于是决定转业
回京上大学。

回京后，王中军在父亲的帮助下，如愿进入
国家物资总局，“在保卫处，和看大门的含义是
一样的。”王中军解释说。几个月后，王中军调
到文书处，不久又顺利考上夜大。

随后几年，王中军一边上学，一边“坐机
关”，日子过得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从小
喜欢美术，王中军后来进入局办刊物《物资管
理》，这个懂画画又懂设计的“美术编辑”的到
来，使原本单调的杂志一下子焕然一新，王中军
的名字很快在局里传开，大家都知道局里有这
么一位“准大学生”。

夜大刚毕业，王中军便开始在外面“不务正
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

南》，并出任主编。杂志出了一期，效果不错，但
下期却接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只是兼职的。

于是某一天，七八个人碰头开会研究，结论
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最优
秀的产品类杂志’”。上世纪80年代初，辞职就
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那我辞职吧！”
王中军打破沉默。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秒钟后，大家才反
应过来，开始给予我鼓励和支持。”王中军回忆
当时的情景。大家纷纷拍着胸脯安慰 25岁的
王中军。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时口快，给自己招
来多么大的人生“玩笑”。

第三幕
一时口快辞职下海

辞职的事情很顺利。王中军回家找女
友——现在的太太商量，得到的回答是“辞就
辞，最多上街卖菜”。

朋友们觉得对不住这个小伙子，于是纷
纷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画图书封面等。

“好封面能达到 20元，插图达到 15～20元，最
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 1000多，一个月就

能画一本，比工资收入高多了。”王中军回忆那
段打零工的经历。

不久，王中军开始“拍明星挂历”、“拉广
告”，日子很快便宽裕起来了。“辞职两年后，
我拥有了第一部汽车。一年能挣到 30 万。”
几年之间，王中军成为当时北京先富起来的
人！

第四幕
因祸得福先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