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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也恰逢是華鼎獎創辦12周年的日子。12年，一顆幼小的樹苗足以長成參天大樹，開花結果，華鼎獎亦是如此，從
一個看似並不起眼的獎項，成長為今日中國民間的「奧斯卡」，甚至幾
度走出國門，把中國文化和形象傳播到世界各地。今天，就讓我們走進
王海歌，聊聊這位山西老鄉的奮鬥故事。
華鼎獎是一座橋，一座搭建明星和公眾之間平等對話的橋，也是一座
將中國文化引入世界，把中國品牌和文化自信豎立在世界的橋。

12載風雲歲月 打造一個不同於奧斯卡的榮譽
創辦華鼎獎那年，王海歌34歲。12年過去了，他帶領華鼎獎發展成
為擁有華德獎、華樂獎9個獎項、5個論壇、兩本高檔期刊，業務涵蓋評
級咨詢、會展運營、期刊編輯、圖書策劃、娛樂營銷、公共關係、數據
整合、節目製作等多項領域的跨媒體融合平台的國際傳媒集團。那麼，
華鼎獎是如何誕生的呢？
「2007年6月13日，我在北京飛往巴塞羅那的飛機看到一則新聞，一
位曾經很紅的歌手因為吸毒被拘留。我瞬間被觸動，就想着公眾會如何
看待這類事件？他們眼中的演藝名人到底是怎樣的？公眾人物應該如何
學會自律？」在12,000米高空，長期從事新聞管理、對事務極其敏銳的
王海歌，當即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要舉辦一個由老百姓自己評選的獎
項，「評獎依據就是大眾口碑！」那時的王海歌，是那麼篤定，誰也想
不到這個創意對後來的影視圈影響竟然是那麼深遠。這也從此改變了王
海歌的人生軌跡。
很難想像，華鼎獎最初從創意到啟動執行僅用了13天時間。6月26
日，北京紫玉山莊俱樂部，2007中國演藝名人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宣佈
啟動，旨在引導公眾人物珍惜公眾形象，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並徵集
《中國演藝人社會責任自律宣言》簽名。當時虛假代言、緋聞炒作、表
演假唱等惡俗充斥娛樂圈，所以，王海歌打出口碑這張牌，一時間就攪
熱了娛樂圈。可惜在華鼎獎起步道路上並沒有那麼樂觀，王海歌要做一
個正能量滿滿的獎項，起初很少有人支持，大家都知道這是一次「勇士
的冒險」，但王海歌卻不曾放棄，並堅定「口碑」為王的定位，讓獎項
實至名歸。在其堅持不懈的努力下，華鼎獎，大眾也給予了它全新的定
位——全球觀眾口碑大獎。這在中國品牌史上，大概絕無僅有。
多年來，屬於華鼎獎的輝煌成就有很多：從北京到太原，從深圳到上
海，華鼎獎將一個個文化內涵豐富的城市與頒獎盛典相聯繫，衍生出大
眾對於祖國美好河川的期待和熱愛，講述的不僅僅是明星的故事，更是
每個城市美好夢想的縮影。多年後，王海歌通過法律形式將華鼎獎亞洲
運營總部落戶在了香港，中國運營總部落戶澳門，並以此走向更宏大的
世界。砥礪前行12載的華鼎獎，早已成為老百姓和明星心中的那桿
「秤」，成為被廣大明星和觀眾認可的權威獎項。
值得一提的是，在華鼎獎整個體系中，其獨立的評選方式幾乎顛覆
了使用近百年來的世界傳統評選模式，是唯一通過民調形式產生的榮
譽，代表了全球的時尚潮流指標。王海歌表示，「這個評價體系就是
華鼎獎最珍貴的地方，是華鼎獎的基礎，甚至說是華鼎獎的核心競爭
力。」著名電影劇作家趙葆華對華鼎獎所創建的評價體系非常推崇，
他認為該獎項的成功之處在於兼有百花獎和金雞獎的雙重品格，以觀
眾歡迎度為主、專家辨識度為輔，是群眾基礎與專家辨識的權威結合
成果，兩者缺一不可。

從山西出發 打造中國文化話語權
2012年，華鼎獎迎來了5 歲生日，在這個關鍵時刻，王海歌做了個重
大決定，精簡公司業務，專心做好華鼎獎國際化這一件事。如今，用業

績創造神話的王海歌，成了圈裡圈外大家最想結交的人物，在美國舉辦
華鼎獎期間，更是有不少名人政要向他發出了邀請和讚歎，而王海歌則
認為，人們關注華鼎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獎的公信力，更是因為
背後有強大的中國公眾作為力量的源泉。「中國文化的話語權正在逐步
建立，甚至成為主導。」王海歌說。
在世界舞台上爭奪中國文化的話語權，這一直以來都是王海歌成長歲
月中夢想。1987年，還不滿15歲的王海歌第一次離開家鄉山西，這個
從太行山深處一個小山村走來的少年，開始了在陌生的北京長達30多年
的求學、工作及創業生涯。大學期間，他偶然關注到了國家話語權建立
的課題。話語權背後隱含著國與國之間地位、實力的角逐，記錄了國家
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競技。無疑，當時國際話語權被西方壟斷，中國地位
亟待提高。這個課題深深觸痛了王海歌的神經，他便通過查看大量的專
業書籍，樂此不疲地奔赴各地找國際問題方面的專家請教、學習、探
討。在學生宿舍裡，幾十本研究國際傳播和話語權的書，都被他寫得密
密麻麻，做了各種標記。
1993年，王海歌將省吃儉用攢下的近兩萬元稿費捐獻出來，通過山西

的多家媒體，發起、設立了「全國青少年散文大賽」，他嘗試建立一種
簡單、有效的評價體系；後來，他創辦了中國本土第一本專門報道成功
人物的期刊《華夏英才》雜誌，每年都有不同領域人物評選。他堅持用
評選和各種排行榜來建立雜誌的權威性，打造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到了華鼎獎，依然不例外。「當時我的想法就有一個，把華鼎獎辦到
好萊塢去！」王海歌坦言，這種近似於不可實現的夢想遭到了很多人的
白眼，大家都覺得他有點癡人說夢，認為中國給好萊塢大腕頒獎，這事
靠譜嗎？
頂着壓力，王海歌還在繼續為「引進來和走出去」想辦法，就在第10

屆華鼎獎在澳門舉辦的時候，他通過唐米歇爾製作團隊向好萊塢發出了
華鼎獎的第一次邀請，包括尼古．拉斯凱奇、妮可．基德曼、昆汀塔倫
蒂諾、艾薇兒等在內的，24位好萊塢明星、導演出於對華鼎獎的好奇不
遠萬里來到澳門，齊聚2013年度第10屆華鼎獎盛典，並借助唐．米歇
爾大卡司團隊的全新特效、舞台指導、舞美、音樂以及其他先進技術，
上演一場美輪美奐的試聽盛宴。這在中國絕無前例。
第二年6月1日，中國頒獎禮在好萊塢首次舉辦，會場就在好萊塢星
光大道邊上的蒙特班劇院。在中國文化自信的精神指引下，華鼎獎正成
為中國民間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盛事之一。中國頒獎禮跨越太平洋登上
好萊塢的舞台，美聯社將當時的華鼎獎頒獎禮視為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
大電影市場聯繫愈發緊密的信號。美國主流電影雜誌《好萊塢報道者》
則寫道：「這是一個集奧斯卡、格萊美、艾美於一體的東方獎項，它來
自13億多中國人的選擇。」
在商界和演藝圈，王海歌三個字一直很醒目，英雄之所以不同於凡
人，最重要的是能夠坦然面對人生的大起大落，時時保持一顆逐夢的
初心。

不忘初心 爭做世界和平文化大使
作為一名蜚聲國際的電影節製作人和社會文化活動家，王海歌曾榮獲
世界卓越華人大獎、世界和平文化大使、國際菁英領袖獎、中美文化年
度人物、中國汽車年度人物、中國汽車特別貢獻獎等幾十項榮譽。在這
些獎項的背後，有王海歌無數次夜不能眠、家不能回，還有無數次歡笑
與淚水。
當被問到所獲眾多榮譽中他最喜歡哪個，王海歌幽默地回答：「我最

喜歡世界和平文化大使，它最能反映我所從事的事業，因為我20年來一
直在做文化交流。」他說起1998年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訪華，王海歌和

《華夏英才》雜誌策劃了「中美關係特刊」，還舉
辦了歡迎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酒會。那時，他作為
主編專訪了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前國務卿基辛格、
奧爾布萊特、克里斯托弗、萬斯和政治、商業、文
化領域幾十位美國名人。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
次活動竟然成了他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尤其中美文
化交流的起點。在此後20年當中，他為中美文化交
流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數不勝數。
很多人評價說：王海歌工作起來是拚命三郎，壓

力越大，反彈力就越大。2016年底，在美國舉辦的
華德獎和華鼎獎，外加首屆中美文化產業峰會和第
二屆華德全球論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
很少有人知道，這場活動由於臨時發生意外，真正
的籌備時間不到兩周時間，赴美的工作人員只有五
個人。那些天王海歌和團隊成員每天加班加點，雖

然每天僅僅睡兩個小時，可是人像打了雞血似的，時刻都精神飽滿。然
而壓力、勞累，身體過度透支，終於擊垮了這個小個子強人，不久他在
上海出差的途中，半夜突發心臟病，在重症監護室ICU度過了生命中最
受考驗的22天。
在美國療養期間，王海歌依然閒不住，只要一有時間就參加各種中美
文化交流活動，還親自推動了中美文化旅遊節和中美文化產業峰會。用
他自己的話來說：「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
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
的能力。」
2018年，也是華鼎獎騰飛的一年，在王海歌的版圖中，他不僅要把
中國文化推廣出去，更是要提升中國文化的產業鏈發展。「我們與澳
門國際菁英會共同設立菁英華鼎影視基金，首期投入20億美金，用於
華鼎獎大娛樂數據和娛樂產業全產業鏈價值打造。適遇中國改革開放
的又一個 10 年
開始，我們希
望通過這種嶄
新的互動機制
探索，繼續專
注於華鼎獎，
讓它的生命力
能實現不斷的
延續和再造，
在中國迎來新
時代歷史性發
展機遇。」王
海歌表示。
精益求精，堅

持做一個「匠
人」。大道至
簡，王海歌和他
的團隊所遵循的
正是簡單易懂易
踐行的規律和道
理，而這也正是
浮躁喧囂的商業
世界所欠缺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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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國香港多家主流媒體主辦的1978卓越大獎在澳門悅榕莊酒店舉行。「100名

改革開放文化產業領軍人物」稱號獲得者在大會上受到表彰。在這份榮耀名單中，既有大眾熟

知的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科技人才；也有大眾熟悉的演藝名人謝晉、張藝謀、劉德華、鞏

俐等，還有社會名人饒宗頤、金庸、王朔、李可染、王西京等，他們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的

進程。值得一提的是，咱山西老鄉，有「中國奧斯卡」美譽的華鼎獎創始人、著名社會文化活

動家王海歌也獲此殊榮，成為中國文化對外交流、展示行列中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華鼎獎亞洲運營總部在香港成立

■華鼎獎創始人王海歌為希拉蕊．斯萬克頒獎

■華鼎獎創始人王海歌給著名演員葛優頒獎 ■妮可．吉德曼

■華鼎獎創始人王
海歌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夫婦

■華鼎獎創始人王海
歌榮獲「改革開放100
位文化產業領軍人
物」。圖為著名演員
馬元為王海歌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