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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讯 2018年7月14日，投资7.5亿，号称“中国阿凡
达”的奇幻大片《阿修罗》轰轰烈烈上市，可三天后该影片就突然宣布撤档，这引
起了人们一片热议。

撤档后的《阿修罗》再也没有宣布何时重新上映。“从2018年到现在，这部国内投
资额最大的奇幻片一直尘封，7.5亿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清楚明晰
的说法。”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围绕《阿修罗》巨额费用的质疑声频
频出现。来自安徽的一名借款人将《阿修罗》制片人——真鉴影业董事长杨晓涛（
杨真鉴）以及宁夏电影集团董事长杨洪涛告上了法庭。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获悉，近期，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裁定，被告真鉴影业董事长杨晓涛（杨真鉴）民间借贷欠款一千余万元，宁夏电影
集团董事长杨洪涛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估计揭开了《阿修罗》费用的‘
冰山一角’。”知情人士表示。

回顾：巨额投资影片突然撤档震惊影迷

“吴磊、梁家辉、刘嘉玲……，2017年，当时看到电影《阿修罗》的演员阵容这么
强大，我想着网络上说它是‘中国的阿凡达’，这应该不会错吧。”一直无法相信
《阿修罗》撤档的合肥奇幻片影迷陈先生回忆说。

根据公开资料，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看到，《阿修罗》由宁夏电影
集团和真鉴影业联合出品的奇幻动作大片。2014 年，总投资 7.5 亿的《阿修罗》
立项启动，2016年9月，该影片在青海湖沙岛景区举行了开机仪式，制作人为杨洪
涛与杨真鉴，出品人为杨洪涛。据悉，杨洪涛是宁夏电影集团董事长、宁夏文化艺
术联合会主席 、宁夏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理事。而杨真鉴原名杨晓涛，是真鉴影业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据了解，该片
投资巨大，所以在拍摄过程中也是“大手笔”，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为了打造完
整的《阿修罗》世界，剧组挑选了西北高原宁夏、青藏高原青海两地外景群，如宁
夏西吉火石寨、贵德地质公园、坎布拉森林公园等。此外，剧组还在河北香河、大
厂的影棚内搭建了花露森林、医师实验室等总计八万平米共30多个棚景，还制作了
大到亭台楼阁、因“欲望”生长出服装，小到一本写满字的书等上万种道具。很多
特效都由国外团队制作。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7月14日，该片以1343万元收官，两天累计票房4123
万元，7月15日22点《阿修罗》宣布撤档停映，累积票房不足5000万。

案件：欠款1000多万如未按期归还将加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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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投资额是全国之最，说下架就下架，这么多钱难道就随着影片‘沉寂’
了？”知情人士透露说，近期，一名安徽人士与《阿修罗》的借贷纠纷案件引起了
业界的广泛关注。

采访中，安徽的原告王某起诉称，2018年3月18日，被告杨晓涛（杨真鉴）因急需
资金周转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借款期限为10个月，自2
018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19日止，并约定月利率1.5%。 2018年3月19日，杨
晓涛向王某出具借条，王某于当日将借款转至杨晓涛指定的银行账户。此后，杨晓
涛共偿还借款本息1200万元，截至2019年6月10日，尚欠王某借款本金10825210.
3元和利息714463. 88元，共计11539674. 18 元。另根据借款协议，被告杨洪涛
自愿为杨晓涛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法院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杨晓涛、担保人杨洪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借条、转款凭证、担保人在借款协
议上的签名、四方协议为证。同时判决书显示，杨晓涛在协议中明确愿用其本人持
有的华影东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55%的股权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并同意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无充分依据表明其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并非出于
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借款协议，依法成立有效。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偿
还该笔借款，担保人按约定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法院判决显示，杨晓涛剩余欠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完毕，被告杨洪涛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杨晓涛、杨洪涛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5000
0元， 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记者获悉，2020年11月份，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采访：大片“尘封”数年，诉讼纷争不断

阜阳中院二审判决的消息传出后，越来越多围绕《阿修罗》的案件，浮出了水面。
根据裁判文书网显示，记者看到，围绕电影《阿修罗》的官司纠纷，在网络上可查
的已有数起。除去文章开头所述的民间借贷案件尚在执行阶段，还有与宁夏某地产
公司借款纠纷共600万元，与大地院线的合同纠纷4500余万元。

2020年6月24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真鉴影业有限公司等与大地时创电影
发行（北京）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民事裁定书”显示：驳回申请人宁夏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真鉴影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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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执行裁定书责显示，申请执行人为北京网易传媒有
限公司，被执行人真鉴影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晓涛。“本院在执行北京网
易传媒有限公司与真鉴影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通过法院财产调查系统对被
执行人真鉴影业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股权及其他财产进行调查。现
未发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亦不能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
行的财产线索。”根据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2020年11月25日，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宁夏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与北
京华人时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 一审法院所作裁定结论正
确，应予维持。宁夏电影公司、真鉴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最终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当事人：希望《阿修罗》能公开财务明细

在采访中，安徽的王某表示，当时借钱给《阿修罗》制片人，是因为非常相信对方
的实力与名气。可是，自从《阿修罗》立项启动到放映， 7.5亿的投资，创中国单
片投入之最，然而在上映三天便私自撤档，酿成中国电影史上罕见之惨剧，也给众
投资方带来巨大的损失。

王某表示，《阿修罗》撤档后，借出2000万的她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时常都要面对
亲戚朋友的质疑。在压力之中，她经常关注各方对于《阿修罗》的反应，发现面对
“撤档”风波，投资方之一的大地院线某董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电影是
撤档，作为产品其本身资产还在，所以投资方无法起诉追讨损失。电影共7.5亿的投
资花在哪了，具体账目任何一个外部投资方也无从查看了解，众投资方只有出资义
务，却实际没有财务监督审计之权，如此大败血亏之后，却全无办法维权。该名董
事同时也提出，希望《阿修罗》的投资方能够团结起来，行使作为投资人的权利，
调查电影剧组账目情况。

王某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发觉得《阿修罗》剧组能公开账目情况，非常有
必要。王某搜集了公开的新闻报道和电影《阿修罗》的相关纪实文章，从这些资料
来看，电影从筹备到拍摄一直处于缺钱的状态。而另一边，杨晓涛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阿修罗》花了2亿多用于特效制作，同时搭建了规模宏大的场景，拍摄
时经常删戏、减景，那些没有戏剧关系的展示性内容被全部拿掉，很多耗资甚巨的
场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搭好就拆。“这些对外宣称的花费确实令人咋舌，然而却
没有人能说清楚是否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大量启用国外团队，从国外购买和租用设
备，白花花的银子流向海外，可账目的明细呢？剧组的账务呢？即使对投资者也从
未公开过。为什么耗巨资搭建的场景拍了就拆，有些甚至没拍就拆？”一位知情人
士说道，他们呼吁账目等很多事情，能够全面查清。“查清了，能让影视行业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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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信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让法制可以落在实处，而不是一纸空空判决。”该
知情人士说。

在宁夏电影集团网络公开信息中可以看到，杨洪涛因欠款、合同纠纷等官司，共有
四个限制高消费令、四个限制被执行人，具体情形均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在采访中记者获悉，2020年6月11日，杨真鉴所在的真鉴影
业有限公司已经被列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限制消费令名单中。

近期，记者数次联系杨洪涛、杨真鉴，对方均没有接电话。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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