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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马中骏，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

制片委员会副会长，慈文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裁。迄今共计制作出品了百余部题材多样、

影响广泛的优秀中国影视作品，曾荣获中国创意产
业领军人物奖、中国电视剧产业二十年突出贡献出
品人、网络影视行业杰出贡献奖等，是中国当代文坛
颇有影响力的“常青树”。

慈文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

“引笔”成佳作 艺术驻我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李彦宏的错觉从何而来
孟 飞

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白如冰：

拼业绩不能靠“吃大锅饭”
本报记者 刘 畅

行业介绍：
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城市配送的新型

服务商，已累计为天猫、京东、德邦、顺丰、海尔日日顺等数千家
知名企业提供过货运服务。

同城货运行业被称为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在整个供应链
环节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承接作用。得益于“互联网+物流”的
不断推进及共享经济理念的普及，从2013年开始，大量资本涌
入同城货运行业。在经历了市场竞争、企业倒闭潮的洗礼后，相
关企业已逐步摸索出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市场正在进入高速
发展阶段。

创业心得:

好的商业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优化。例如，
为了验证哪种商业模式更高效，在创业初期我将公司的所

有车辆分为两组，第一组完全由公司管理，给驾驶员发工资；
第二组将车租给驾驶员收租金，收益全部归驾驶员。一年以
后，我自己管理的车辆，每个月都在亏钱。而租出去的车，出
车率和配送率都很高，我赚到了租金，司机也赚到了钱，这也
是后来驹马以带货租车方式切入城市配送市场的原因。

对于创业公司而言，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要保证一
个公司的快速发展，人才梯队的搭建尤为重要，对内要发

现和培育高潜质的员工，对外不断吸纳优秀人才加入，保持组织
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投资是创业公司发展过程中避不开的
核心问题。在寻找投资的过程中，创业者要深入了解市场、准确
定位需求、构建清晰的商业模式。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转变
思想，创客们应该多走出去学习新思想和新技术。例如，

在2014年，为了使公司能够更快发展，我和我的团队一同来到
城市配送相对比较发达的上海“取经”3个月，与物流业同行、资
本市场从业者做了很多接触和交流，特别是“互联网+同城货
运”的理念让我们茅塞顿开，回来后我们立刻着手运用互联网思
维推动业务的互联网化。

这个时代发展非常快，创业者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变
革。当前，大家都在谈论AI和无人驾驶，尽管短时间内难

以普及，但我认为从新能源到无人驾驶、再到整个车辆的数字
化，时间不会太久。因此，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尝试，努力为
物流新技术提供一种新的应用场景，把车辆和物流场景用新科
技、新技术连接起来。

当前，国家一直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我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创业方向。驹马已与国际物流

仓储知名企业普洛斯共同出资18亿元成立了合资公司，进军新
能源汽车产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最大的新能源城配
卡车运营体系。目前，我们的第一批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投放
使用了。

大部分年轻观众对马中骏这个名
字熟悉起来，是在2015年电视剧《花
千骨》播出后。2014年，马中骏领衔
的慈文传媒集团将网络作家fresh果果
的小说 《花千骨》 改编为同名电视
剧。从未从事过制片工作的唐丽君操
盘了这个投资高达 1.05 亿元的项目，
其时尚未大红大紫的赵丽颖与急需拓
开内地市场的台湾演员霍建华悄然进
组拍摄。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
这个本身体量、数据皆非顶级的小
说。2015 年暑假，《花千骨》 在湖南
卫视的十点档周播剧场开播。缺乏黄
金档的天然优势、缺少流量明星，也
没有知名编剧导演保驾护航，迎来的
却是“播放量突破 200 亿次，创中国
电视剧之最”“周播剧场收视冠军”

“掀起周播剧场红利”“同名游戏月入
两亿”等消息。马中骏的名字，再次
进入了大众视野。

从读书郎到剧作家

马中骏1957年出生于普通工人家
庭，家里排行最小，也最淘气。小学
三年级时，从事文学工作的表哥带回
家两箱世界名著，放于家中阁楼。正
是这些书，带给马中骏一个崭新的世
界，滋养了他的文学天分。

少年时期的马中骏不仅自己读这
些世界名著，还跟小伙伴们换着看。
为了一本书能在手里留得久些，马中
骏学会了耍赖，“没书可看的时候，就
扣着人家的书，一直到人家把新书拿
来，才把旧书还给人家，反正用尽各
种手段”。马中骏说，“印象最深的，
是跟大嫂邻居家的儿子换书看。两家
离得很远，刚好是公交车的两个终点
站，过去一趟一个半小时。当时有这
样的书源很难得，尽管距离远，也持
续交换了八九年”。

中学时，马中骏来到上海探望
大哥，偶然遇到了做话剧美工工作
的朋友孙吴。“他给了我一张话剧
票。这部剧排练时叫 《沉默》，公演
改名 《于无声处》，是那个年代火遍
全国的四幕剧。”这台话剧带给马中

骏极大震撼。他下决心走上文学
创作之路，并从孙吴家借来许
多话剧剧本自学。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马中
骏报名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
海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编剧研修

班，遇到了 《于无声处》 作者宗
福先的老师、中国话剧奠基人熊

佛西的亲授弟子曲信先。在曲信先
老师指导下，马中骏学到了许多戏剧
写作技巧和经验。由此，马中骏正式
踏上了编剧之路。

1980年，马中骏与贾鸿源、瞿新
华一起，创作出颇具先锋意识的独幕
话剧《屋外有热流》，发表于当时中国
文学刊物中最好的剧本类月刊 《剧
本》，在国内引起极大轰动，并获得
1980年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马中骏
也被誉为“中国实验话剧的先锋”。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马中骏开始
涉足影视制作领域。之前，他一直奋
进在纯粹的艺术道路上，总感觉编剧
话语权不够，导演和出品人对作品的
决定权更大。于是乎，他开始改变角
色，从编剧向影视制作人转变。2000
年，他创办了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 （后改名为慈文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在影视制作领域，马中骏始终秉
持一个宗旨，即制作“流行的经典”。
创业之初，港台武侠剧正风靡内地。
马中骏发现，内地为什么不能有属于
自己的武侠剧呢？有此想法后，他立
即着手开干，从金庸、古龙、梁羽生
等武侠小说作家手中购买了一批武侠
小说版权，开启了最早的“IP 改编”
之路。

马中骏投入制作的第一部武侠
剧，是《射雕英雄传》。而此前，已有
4次翻拍经历。马中骏认为，要做就要
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在当
时看来很前卫的决定：实景实拍。

很快，“射雕”剧组选看外景，
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草原，到浙江舟
山的桃花岛，经过两个月奔波，剧组
于 2001 年 8 月 在 乌 兰 察 布 草 原 开
机。时任制片人的张纪中一声“下
水”，数百匹骏马奔踏进入草原的水
塘，此情此景，正是金庸笔下“尘土

闭天，万马奔驰而至”画面的完美再
现。这个镜头，最后被用到 《射雕英
雄传》 的片头曲中：几声马头琴，
拉出一片广袤的草原风光，紧接着
是万马奔腾的壮美，配上歌词“千
秋霸业，百战成功，边声四起唱大
风；一马奔腾，射雕引弓，天地都
在我心中”，诠释出金庸独有的武林
豪侠之气。

在马中骏的创作理念里，剧本的
好坏在电视剧创作中的作用要大于

“运作”。一直以来，他都将该理念运
用于实际操作中。

2005年，马中骏出品了改编自古
龙小说 《绝代双骄》 的电视剧 《小鱼
儿与花无缺》。这部剧改编时，并未遵
从原著，不仅反派角色性别有转换，
还将原著中的两个角色合二为一。这
种改编手法，放至当下几乎是“大
忌”，当时却未引来观众“讨伐”，反
倒成了津津乐道的话题。类似这样大
胆的改编，之所以能被观众接受，在
马中骏看来并非幸运，“故事变了，一
些人物变了，原著传递的精神内核不
但没有变还加深了，这才是改编的要
旨”。马中骏说。

改编时不按套路出牌，出品时也
没有循规蹈矩。2005年5月，《南方读
书报》 率先报道了电视剧 《小鱼儿与
花无缺》 将于“优度宽频”网站首播
的消息。此举立即引发了广州、哈尔
滨、武汉等多家电视台的不满，认为

“网络首播”会影响电视观众流失，其
中独家买断广州地区首播权的广州电
视台反应更强烈，严正抗议片方的

“网络首播”。当时，“网络首播”尚属
全国首例。当时，广州台节目交流中
心的相关负责人也无奈地表示，在签
合同时并没有想到网络首播这类新现
象。尽管如此，马中骏依旧顶住压
力，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7年，马中骏参加由“新浪读
书频道”主办的“第四届新浪原创文
学大赛”，他买下获得推理文学类金
奖的作品 《天眼》 的版权，同年推出
了由 《天眼》 改编的国内首部与盗墓
有关的电视剧 《国家宝藏之觐天宝
匣》。马中骏的“网改之路”由此
开启。

创新也是门手艺活儿

马中骏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当前
的影视业正处于‘乱拳打死老师傅的
时代’”。面对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技术突进、受众更迭的现状，观众观
剧方式的改变、审美喜好的颠覆，影
视行业的水变得更加难“蹚”，大多数

影视公司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正谋
求转型。

针对庞大复杂的影视剧市场，马中
骏逐渐产生了市场细分理念。2016
年，他带领团队先后细分出以男性向、
女性向题材等以受众细分的内容布局，
同时更注重年轻化业务团队建设，打造
多类型业务团队，广纳优秀人才，打造
年轻化、海归化、专业化团队。

在选人用人方面，马中骏是位伯
乐。制作 《花千骨》 时，大胆启用唐
丽君作为制片人，证明了他的独具慧
眼。“我们要永远追求创新的思想，要
将创新变成自己根深蒂固的基因。我
们要在传统文学、新文学中汲取营
养，在生活里汲取灵感。鼓励创作者
创新、试错，这样的能力很重要。”马
中骏无疑是慈文传媒的中流砥柱。他
一直秉持着“匠人精神”，在“中国故
事、东方审美、世界传播”理念的引
导下，扶持了一大批当代中国兼具创
新理念和发展精神的青年文艺创作和
产业运营的新生力量。

马中骏常说自己其实是个“手艺
人”，他也叮嘱团队里的年轻人，“身
为一个内容制作者，所有创作都要尊
重最基本的艺术规律，其实我们的活
儿跟非遗传承人近似，都是手艺活
儿。加强手艺，才能创新”。

现年已61岁的马中骏，常常将喜
怒哀乐挂在脸上。开心与不开心，他
很少装。他的员工会参与他的每一场
公开活动，拍照记录，有时员工会调
侃他，问他在台上能不能稍微笑一
笑，这样看起来会比较高兴。他却坦
然说自己很少假装，台上没什么好开
心的时候，就不笑。只是难得讲到他
感兴趣的某个话题时，他的眼睛会笑
得眯成一条线，摄影师把这一幕用相
机记录下来，公司里年轻的职员做成
了“满脸都是高兴”的表情包发在公
司群，用来调侃这位市值 200 亿元的
文化企业老板。有记者问他，这样被
开玩笑会不会不高兴，马中骏再次笑
得眯起了眼，“我都不知道他们给我做
了表情包，忽然有一天看到群里出现
了这个”。他佯装瞪了下眼，“嗯？小
朋友呢就是爱玩一点”，旋即又恢复了
笑容。

员工们喜欢称马中骏为“马爷”，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掌舵人身份，更多
是源自他那种果敢的探索精神、勇于
创新的魄力、超前的商业智慧带来的
个人魅力。“2018 年，我会带着团
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坚定夯实产
品质量基础、勇于突破创新，以更扎
实的作品、更出色的技术，为观众呈
现出更多更出色的作品。”马中骏说。

“种树站长”建起
绿色银行

在河北承德围场县，几代塞罕坝人用心血、汗水
和生命凝结出了动人的塞罕坝精神。距离塞罕坝 100
多公里的隆化县郭家屯镇，也有一位塞罕坝精神的践
行者，他就是葛库。

葛库是隆化县林业局郭家屯区域站站长。在河北
承德市隆化县郭家屯镇小梁村瓦房前梁上，他和队员
们走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油松林里，时而弯腰看看根，
时而低下身像轻抚孩子一样抚摸小树苗，眼中满是欣
喜。面前这片面积 500 多亩的油松茁壮挺拔，将冬日
的山谷装点得生机盎然。

20多年前，郭家屯镇曾有31家木材加工厂，当地
百姓一味“靠山吃山”。几年下来，钱挣了，山秃

了。郭家屯镇多了很多荒山，生态环境已呈恶化之
势，一下大雨，村民们就担心来山洪。

为了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葛库带领村
民开始了退耕还林、人工造林的工作，几年后山上的
树多了，山洪再也不见了。2013 年，葛库因势利导，
通过动员县域内的林业能人，在隆化县组建了森茂林
业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的成立，实现了“有钱出钱、有地出地、
有力出力”，各种资源一下子整合了起来。合作社成
立不到 4 年，已发展社员 1088 人，累计造林 3 万亩，
预计经济效益近亿元。其中，集中连片的千亩以上工
程区达到8处。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左图 葛库

（左一）向林农宣

传林业知识。
上图 葛库（右一）和林业站防火队员们在自然林中巡视。

左图 葛库

（右一）在畜牧大

户家检查围栏，以

防牲畜上山破坏

林木。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个论坛上，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说出了一段令人错愕的话。他的大意是：中国人对隐私问题
没有那么敏感，如果用户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 （很多情况
下用户是愿意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但我
们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数据能让用户受益，用户也愿
意，我们就会去做，这是我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基本
原则。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广泛争论。不少人发出质问：用户真
的愿意用隐私换取所谓的便捷吗？这到底是心甘情愿，不在乎
隐私，还是出于无奈，不得不换？除此之外，数据能让用户受
益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谁来制定？谁又来监督这一标准是
否得到了遵循？

有人说，李彦宏说了句大实话，只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场
合和错误的时机。也有人认为，用户所谓的“愿意”，只是李
彦宏的错觉，或者说是有关企业对用户利益习惯性无视的心态
在作祟。

敝帚自珍是一个普遍心理，更何况是涉及自身隐私的数据
和信息？可实际情况是，用户在手机上下载个小说APP，却被
提示要获取地理位置；下载个音乐APP，被提示要访问通讯
录；下载个视频APP，被提示要访问相册。这些与自身业务八
竿子打不着的要求，不是收集个人隐私又是什么？如果安装时
选择不接受，很可能一些功能就会受限，甚至干脆装不上。于
是乎，在有些人眼里，用户选择了“愿意”。

当然，为了防止个人数据泄露，用户完全可以不安
装一些不常使用的应用。但是，一些使用频率很高的应
用，甚至是“离不了”的应用，用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
地。此外，用户在使用相关应用时，往往也抱着这样的
心理：大公司至少比小公司要靠谱，个人隐私不会被轻
易泄露。

不能排除，用户里面也有极少数愿意用隐私来交换便捷
的人。但平心而论，这些不重视隐私保护的人，只是没有意
识到其中的风险而已，或者说是相关企业并没有给出足够的
风险提示。如果真正了解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和后患，相信很
多人都会选择“不愿意”。

如果有人抱着奇怪的错觉不放，不重新审视用户隐私政
策，不保障用户对数据使用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不承担公司
本应承担的责任与成本。相信他们丢失的将不只是用户，还有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