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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强的“心债”，“任性”的《梅艳芳》

■文/林莉丽

因为梅艳芳，《子猫物语》很卖座

江志强和梅艳芳的缘分源于 1987年

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子猫物语》。当时，江

志强是初入发行行业的“无名之辈”，梅艳

芳早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初次

见面，江志强试探地问梅艳芳能否为《子

猫物语》的宣传“站台”，没想到梅艳芳一

口答应下来。

今天回忆起来，江志强还记得《子猫

物语》首映的情景，周末的商场几千人都

是来看梅艳芳的。“因为她，很多人知道了

这部电影，也很卖座。”江志强说，“后来，

梅姐又帮过我几次，她很仗义。”

梅艳芳电影创作的高峰期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在《胭脂扣》、《半生缘》等影

片中饰演了如花、顾曼璐等经典的银幕形

象。彼时正值安乐影业的发展期，双方一

直没有机会合作。

2003 年 5 月，梅艳芳约江志强见面，

临别时希望能跟安乐合作一部可以传世

的电影。当时江志强已经完成了《卧虎藏

龙》和《英雄》，正在筹拍电影《十面埋

伏》。还不知道梅艳芳已经罹患癌症的江

志强和导演张艺谋商量，在《十面埋伏》中

为梅艳芳亲自设计了角色。遗憾的是，电

影开拍后等来的却是梅艳芳因病无法出

演的消息，江志强和梅艳芳合作的愿望也

最终定格为《十面埋伏》片尾那句“仅以此

电影缅怀梅艳芳小姐”。

“还梅艳芳一部电影”

还梅艳芳一部电影，成了江志强

的“心债”。 2009 年江志强曾两次启

动电影创作，却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编

剧而告终。江志强拍过很多电影，快

的 只 需 要 一 年 甚 至 几 个 月 ，但 他 给

《梅艳芳》的时间预算是五到七年。

“找不到编剧！”江志强说。困难

首先源于剧本，江志强希望找最好的

香港编剧、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专注

完成剧本创作。“不是好编剧，是最好

的编剧！”江志强说。实际情况是，最

好的编剧手上大多同时握有多部片

约，即便是江志强也很难找到愿意专

注这个项目的人。

2015 年，手握“寒战”、“捉妖记”

等强 IP 的江志强准备再次启动电影

《梅艳芳》。相比《寒战 3》、《捉妖记

3》，传记电影《梅艳芳》显然不是市场

最亟需的产品。江志强也不是没想过

再晚一点推进这个项目，但他同时深

谙这个项目可能的困难重重。

“我知道拍这部电影不简单，因为

牵扯的事情太多了，再过几年我还有

没有能力推进这个项目都很难讲。”

江志强希望用最好的状态创作《梅艳

芳》，“我的心愿是有一天能回报梅

姐，再不开始，我怕这个心愿就完成

不了。”

找到梁乐民那天刚好是12月30日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2015 年 12
月 30 日，江志强向导演梁乐民描述了他

对电影《梅艳芳》的设想：故事从梅艳芳的

告别演唱会开始，她走上舞台，结尾梅艳

芳回到舞台跟观众挥手告别……

梁乐民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问江志

强：“老板，你是不是特地选 12月 30日梅

姐去世的日子跟我讲这个项目？”

得知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后，梁乐民向

江志强提了两个要求：

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创作故事大纲，如

果创作方向一致，继续用半年的时间完成

剧本。如果剧本有默契、大家有共同的创

作方向，再正式签约启动创作。

三个月后，梁乐民拿出了江志强想要

的故事大纲。2016年第一次看到梁乐民

的剧本，江志强哭了。“剧本好的不得了”，

江志强说，“我喜欢他做事情的精神，每一

部戏都100%投入。”

运气好，上天给了一个王丹妮

拍梅艳芳的传记片离不开一个让观

众信服的演员。

“运气好，上天给了一个王丹妮！”在

江志强心里，梅艳芳的选角不是找一个像

她、能复制她的人，而是找一个能诠释她

精神的人。选角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要

让观众相信，不能有太多既定的印象。于

是，新人王丹妮走进了剧组的视线。经过

半年多的海选、比较，王丹妮最终被确定

为梅艳芳的扮演者。

“梅艳芳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是提拔新

人，给新人机会有很大的风险、是一个非

常不符合商业规律的决定，但是这恰恰体

现了梅姐的精神。”江志强说。

确定由王丹妮出演后，剧组为她专门

请来资深演员廖启智，殿堂级音乐总监赵

增熹，排舞师麦秋成为她定制训练计划，

并进行了半年多的特别训练。

古天乐就像现在的梅艳芳

《梅艳芳》的剧本发出去两周后，古天

乐约江志强见面。

江志强问了古天乐两个问题：你愿不

愿意出演刘培基？这部电影要还原 1960
年代的香港，很贵、投资风险很大，你愿不

愿意投资？

古天乐的回答很简单，“好，我两个都

答应！”

“人们习惯看古天乐演喜剧、警匪类

型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也能演文艺片。”

江志强看重古天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

梅艳芳内里的接近，“古天乐看到了我的

动机，所以会义无反顾地帮我。他做了很

多事，就像今天的梅艳芳。”

除了古天乐，林家栋、杨千嬅等香

港资深演员的加盟也为影片营造了浓

郁的时代氛围。接到江志强的邀约，

林家栋首先是感谢，“感谢你找我，阿

姐（梅艳芳）的事情不用说了，你说什

么时候开始拍……”

每一个音符都要钱

1982 年，梅艳芳凭借“第一届新秀

歌唱大赛”冠军身份出道，同年推出首

张个人专辑《心债》。电影中，完整重现

了梅艳芳第一次进录音棚录音的情

景。值得一提的是，剧组辗转找到了当

年梅艳芳录音的原声。此外，片中多处

音乐都涉及珍贵的影音版权，为了精准

还原、剧组不计成本地完成了相关段落

资料的寻找和版权确认。如为了准确

还原上世纪 60 年代的香港，影片开头使

用了披头士《Please Mr. Postman》的片

段，“不到一分钟花了 100 万，你说贵不

贵？”江志强说。

除了版权相关的支出外，电影匠心还

原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一些地标性建筑，如

梅艳芳唱歌的荔园、妙丽，除了重建梅艳

芳参加新秀歌手大赛的利舞台外，还将其

所在的整条街重建。用江志强的话说，这

是一部每一个音符都要钱的电影，而他也

只能任性这一回。

是不是消费，最亲的人告诉你

从四岁开始唱歌的小女孩到 40岁离

开舞台，梅艳芳的一生有太多故事，以往

也曾有电影、电视剧加以呈现。听说江志

强要拍梅艳芳的传记片，有朋友相信他的

认真、人品，小心地提醒他这个项目的艰

难；也有人直接质疑他的初衷——是不是

要消费梅艳芳？

在江志强看来，他要拍的是一部不说

教、不煽情的电影，他试图呈现和传递的

是梅艳芳“越简单越强大的爱”。电影终

于拍摄完成后，江志强一一邀请曾经给他

提供帮助的梅艳芳生前好友来观影，他要

用电影来证明他的用心。

“消费不消费，我也不知道；真假在哪

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拍一部博观

众眼球的商业片，我的出发点就是讲述梅

艳芳爱的一面。”江志强说。

梅艳芳朋友的感谢肯定了江志强的

付出。从来不看任何梅艳芳相关影视作

品的刘培基告诉江志强：“感谢你拍了这

部电影，宣传方面有任何需要，你打电话

给我，我都配合。”

难就难在要对得起很多人

“老板，这件事情需要您打一个电话。”

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常常这样说，《梅艳

芳》也是让江志强打电话最多的一部电

影。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一道难题。

江志强的电影生涯从不乏艰难，所幸

“孤注一掷”和“功不唐捐”完整地构筑了

他职业生命的两极。

1998 年，李安尝试改编王度庐的武

侠小说《卧虎藏龙》。影片投资预算 1500
万美金，谁知开拍前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投

资方临时撤资、徐立功突发中风，项目面

临搁置。关键时刻，江志强努力游说银

行，最终通过银行贷款的方法解决了资金

缺口，由此成就了首部北美票房过亿的中

国电影，也让安乐跻身一线电影公司行

列。事后江志强说，“《卧虎藏龙》不是我

厉害，是李安厉害。”

2001 年张艺谋筹拍《英雄》，为了保

证影片的质量，江志强多次追加投资，最

终以2.5亿票房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

片时代。

2014年电影《捉妖记》制作完成后因

演员问题一度面临巨大的上映风险，江志

强权衡之后果断追加 7000 万补拍，影片

上映后以 24.36亿票房打破《速度与激情

7》的票房纪录成为当时的中国市场票房

冠军。

尽管如此，江志强仍将《梅艳芳》列为

其电影生涯中最难的一部作品。所谓的

难，难在要对得起很多人。

“以前的难是有资金的风险，垮了大

不了我再找工作。这次的难是朋友的压

力，不是票房、是人情债。”江志强边说边

拍拍胸口，“是心债”。《梅艳芳》虽然不是

商业片、有巨大的投资风险，但赔了就赔

了。江志强更在乎的是“这次找了很多好

朋友帮忙，欠了很多人情、人情是有借有

还的。”

下一次，不会这么任性

过去的十几年中，江志强曾经多次这

样描述自己的电影生涯：拍好电影，赚到

钱再拍下一部，如此往复，直到赌上最后

一笔钱，输了就退休。

“拍电影不为赚钱，赚钱只为拍更好

的电影”，这样的投资逻辑，从江志强口中

说出格外令人信服，进而升格为一个优秀

制片人的自我修养。

江志强也有困扰。2020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为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按下了暂停

键，“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创作生产应该瞄

准哪些题材类型布局是很多制片人关心

的问题。对此，江志强坦言，“我也会困扰

不知道拍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找

到！”

《梅艳芳》之后，江志强会回归一个

制片人的日常。“下一次，我不会这么任

性、乱花钱，我会更小心，我相信能拍出

更好的中国电影，把观众请回电影院。”

江志强说。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新文科背景下实

验教学新模式，探索人才培养新路径，开

拓艺术与科技融合新领域，北京师范大学

传媒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日

前举办了“艺术·科技：新文科背景下的实

验教学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会议采取

“线上外部会议+B 站直播”的方式，邀请

专家对新文科背景下艺术与科技融合创

新模式、实验教学和人才培养方法提出可

实施性意见，对艺术教育等重要命题进行

研讨。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教育部高

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周星主持。

研讨会开始前，北京师范大学传媒

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内部会议的形式，做了工作

成果汇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科技融合创新中心主任肖向荣

对各位专家表示欢迎，并希望专家们不

吝赐教，促进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把实验

教学走在学科的前沿，推动中心的更好

的发展，实现新的飞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

长张璐，从中心介绍、2021 年工作情况两

个方面，对中心的教学与实践成果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从“看中国”影像展到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心教学和实践

两手抓，为“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

大学建设做出贡献。

在后续的研讨会环节，中国艺术科

技研究所文化标准研究中心主任、传媒

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闫

贤良，从新文科实验室的新平台以及新

文科实验室的新观念两个方面讨论了新

文科实验室的新探索。“新平台体现在信

息时代实验室平台的理念和概念上，新

观念体现在文化计算上，文化计算主要

依据力度计算、方案分析两种算法，未来

的任何一个程序都是一个作品，在文化

计算未来专网的传输过程和创作生产过

程中会有全新的变化。”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书记、传

媒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

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授

丁刚毅与大家分享了智能表演的发展、

核心创意技术以及个人的心得体会。他

强调了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化过程，“认

知问题的本质是解决认知的虚实转化，

在仿真系统里，能产生出真实的可信赖

的过程，能够把认知的障碍打通，就可以

快速实施，实施的结果是可转播、可评

估、可保障安全性的。”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部

副部长、传媒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授石民勇，结合自身的实践和思考，

探讨了技术如何服务于艺术创作，新技术

如何赋能艺术教育。“在元宇宙的语境下，

数字、技术、艺术融合的更深，如何让传统

艺术跟科技进行更好的融合，达到深层次

的沉浸感和交互，实现技术与艺术的有机

结合，是艺术教育需要考虑的事情。”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传媒与艺术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王志敏提出，“新文

科的新就在于它的学科交叉，是一种新

的精神实质，贯彻新文科理念，要从加强

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研究入手，关注艺术

和美学的关系，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环境下，探寻艺术与美学的本质，搭建新

平台，提出新观念，真正去推动新文科的

建设与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处长、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传媒学科组组长、教授刘杰锋结合

实验室和仪器的运行管理，实践教学的一

体化建设，探讨了实践育人的方式和意

义，主张让更多学生能够轻松学、愿意学，

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兴趣，推动创新。

浙江传媒学院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

副主任、教授级高工、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实验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胡

一梁，从智能媒体技术助力传媒教学、媒

体化教学的开创、传媒教学系统变革的

方向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交流了浙江传

媒学院电视编剧与导播国家级实验示范

教学中心利用媒体智慧技术，推动传媒

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做法，以及未来的发

展和思考。

研讨会最后，肖向荣表示，作为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如何能够实验引

领学科创新，如何将实验与产业需求对

接，与行业需求、国家需求对接，如何在

学术上作出反馈，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

思维模式的人才，是未来实验教学中心

需要思考的问题。 （木夕）

感谢所有人为电影《梅艳芳》的付出，感谢大家相信我，更相信梅艳芳。

——江志强

梅艳芳离开18年后，监制江志强完成了他最

“任性”的一部电影、也是他的“心债”。自从《十面

埋伏》与梅艳芳失之交臂后，江志强心里就一直希

望能正式地还梅艳芳一部电影。

“梅姐，我说话算数，你交代给我做的事情，我

完全按照你做事情的精神一一把它做出来了！”成

片在手，坐在采访间的电影海报前，江志强十指交

叉、对着海报中身穿白色婚纱的梅艳芳说。

这部由梁乐民执导、王丹妮主演的传记电影

《梅艳芳》片长2小时17分钟，讲述了香港女儿梅

艳芳从寻找爱、追求爱到给予爱、传递爱的传奇一

生。监制江志强参考《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的

发行经验很努力地安排了影片11月12日在中国、

东南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同步上映。江志

强希望，借由这部电影，纪念那个硬朗、坚强、善良、

仗义的朋友，让认识她的人缅怀她的光辉，让不认

识她的人有机会认识她，也让全世界所有怀念梅艳

芳的同路人从这个“可叫座、不再饿、戏衫不破”的

“歌之女”身上汲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