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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傲立潮头
——— 武 汉 剧 院 观 察— 武 汉 剧 院 观 察

蔡 萌

年关将至，演出市场也迎来贺岁档。然而，看似热闹喧哗的背后，剧场演出赔多赚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在二、三线城
市。如何演活剧团、激活剧场？在武汉，我们看到一个生动鲜活、可供参照的样本——武汉剧院。近年来，该剧院在完全自给自足
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次华丽的“变身”，稳稳立足于市场激流。值此岁末之际，走进武汉剧院，挖掘其背后的经营之道，以飨读者，
并特邀武汉剧院总经理王斌分享其营销创新的“秘籍”，希冀能借此为国内演出市场带来更多有益的探索。

二 、三 线 城 市 的 演 出 市 场 如 何 盘

活？这是困扰国内演出公司的一个难

题。然而带着这个疑问走进武汉剧院，

却每每备受鼓舞。

从 2005 年同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

公司恳谈，将百老汇剧目引入武汉，到

2007 年 11 月第一部原汁原味的百老汇

音乐剧《42 街》在武汉剧院上演，接着第

二部《阿依达》、第三部《猫》接连上演；

随后又是百老汇中文版的《妈妈咪呀！》

两次上演，而百老汇中文版《猫》令江城

武汉又热闹了一回。再到 2012 年底，原

创喜剧《海底捞月》，以连 演 100 余 场 、

票 房 收 入 1500 余 万 元 的 佳 绩 打 响 了

“汉派百老汇”第一炮；接着第二季《信

不信由你》、第三季《恭喜发财》以及第

四季《喜从天降》，都收获了爆棚口碑；

连续 3 年举办的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艺

术节让“武汉戏码头”得以复苏；直至今

年湖北武汉首届歌剧艺术节气势磅礴

地登场……10 年间，武汉剧院在武汉这

片热土上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足迹，并

不轻松却足够坚定。“双零模式”“3.0 创

新模式”“复合型剧院”“互联网+‘占领’

演出市场”，这些大胆创新的尝试恰恰

契合了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

市精神，不仅打开了武汉演出市场的新

格局，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国内演出市

场的更多想象和期待。

在没有财政拨款、市场并不景气的

情况下，武汉剧院的每一次创新都显得

格外艰难，那么，创新的勇气和动力从

何而来？

谈 起 这 个 问 题 时 ，作 为“ 始 作 俑

者”，武汉剧院总经理王斌总会说：“中

国演出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我相信，

未 来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演 出 市 场 就 在 中

国。”19 年前的除夕夜，头顶鹅毛大雪、

肩扛大包小箱，随同中央民族乐团一路

小跑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目睹中国民

族音乐在世界舞台上成功演出的经历，

让王斌对国内演出市场始终抱有极强

的信心，而武汉剧院则为他提供了将理

想照进现实的绝佳舞台。

是待着、闲着，还是迎难而上？摆

在 武 汉 剧 院 面 前 的 首 要 问 题 就 是 生

存。从“双零模式”到“3.0创新模式”，在

构筑新的演艺产业链条的道路上，武汉

剧院不断探索新路子，其所开创的剧

团、剧场（演出公司）、媒体三方合作模

式，不仅为武汉乃至全国演出市场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剧目的社

会化生产和营销提供了新的模式。特

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体作为一种生产

要素，正在作为演艺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因此，武汉剧院“零

演出费、零场租、零宣传费”的营销创新

模式也为国内其他城市的演出市场积

累了极具推广价值的经验。今年他们

还将“3.0 创新模式”再升级，运用“互联

网+”占领演出市场。观众通过互联网

进入武汉剧院官方微店购买“汉派百老

汇”第四季《喜从天降》首场演出票，全

场 66 元，微店当日销售额一再突破纪

录，不到 3 天全部售罄，同时微店还链接

着许多电子商铺的优惠打折券，“互联

网+”实现了观众购票便捷化、福利多元

化，这些电子优惠券让观众的手机容量

爆满，实惠多多，欢乐开怀。

具有 50 多年历史的武汉剧院是很

多武汉人心中的“人民大会堂”，当地重

要会议和大型活动都会选择在这里举

行。而在王斌心中，武汉剧院更应该是

人民的家园、花园和乐园，为此，他提出

了“复合型剧院”的概念。今天的武汉

剧院不仅保留着上世纪中叶的古朴风

貌和庭院式的建筑风格，还精心修葺了

楼台亭阁、小桥流水的景观，以及咖啡

厅、茶艺馆等休闲体验场所，让来到这

里的人们仿若置身城市花园。

看上去与演出营销本身并无直接

关联的这些改变，实际上却悄然给观众

带去了别样的体验——观众不止是在

观看一场演出，更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

式，体验一次文化旅程。在强调创意经

济、体验消费的今天，武汉剧院的这一创

新之举无疑非常切合市场需求，大至一台

一景，小至一杯咖啡、一个福袋……从步

入到离开，体验贯穿每一个细节，这些伴

随演出的增值服务正是传统剧院、剧场所

缺乏的，无怪乎“坐地铁，看演出，武汉剧

院独一家”会深入武汉观众的心。

10 年来，武汉剧院的每一步创新卓

然可见，“汉派百老汇”“中华优秀戏曲

文化艺术节”“湖北武汉歌剧艺术节”等

品 牌 则 是 不 断 创 新 之 下 所 产 生 的 成

果。不走进武汉剧院，你很难想象《海

底捞月》、《信不信由你》、《恭喜发财》、

《喜从天降》等汉派喜剧是多么受武汉

观众的喜爱，几季连演下来，这一品牌

不仅成功地为武汉剧院积累下人气，还

活跃了当地的演出市场。

“汉派百老汇，快乐每一天”——这

是王斌打出的一个既朴素又有感召力

的口号，他坚信汉派传统文化的魅力本

身是巨大的，需要的只是一个爆发的平

台。在他的构想中，不仅仅是汉派喜

剧，将来还有汉剧、楚剧、杂技等以汉派

文化为依托的剧目，这些汉派文化精品

将不仅仅是在武汉生长，它还要走向全

国、走出国门，成为武汉的一张城市文

化名片。而从他的构想中，我们已然可

见这样一个以“汉派百老汇”等品牌为

支撑，通过小投入、大产出模式，搭建的

全天候、低成本的演出平台。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汉

派百老汇”已被观众（包括中三角——武

汉、长沙、南昌）接纳和认知，岁末年初，

到剧场观看汉派喜剧正在成为武汉老

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观众观演

和口口相传，不仅剧院的这些文化品牌

的创意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汉派戏剧文化得以

传播，实现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今

年，武汉剧院打造的又一文化品牌——

湖北武汉首届歌剧艺术节则再次印证

了“3.0 创新模式”的价值和可操作性，

也再次让人看到了二、三线城市演出市

场的广阔发展空间。

还是那句老话：市场经济不相信眼

泪。武汉剧院在演出市场创新的道路

上，一直摸索前进。依托剧院平台和不

断地创新探索，“演活剧团，激活剧场”

在武汉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变成实

实在在可以触摸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

艺术院团的艺术生产，也有力地激发了

地方演出市场的生命活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戏剧人和

演出经营者以一种开放胸襟传承中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积 极 姿 态 和 内 心 追

求。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仅是

一种担当和使命的表达，也是面对市场

困境，通过创新驱动，寻求突破的一种

自我拯救和自我超越。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带着疑问走进武汉剧院，却每每备

受鼓舞。相信，在“高铁时代”和“长江

经济带”背景下，武汉剧院敢为人先的

创新探索将为武汉文化发展注入新的

内涵，也将进一步凸显武汉在全国演出

市场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

武汉剧院有 50 多年历史，80 多名

员 工 。 没 有 财 政 拨 款 ，完 全 自 收 自

支。之前由于市场不景气，时常入不

敷出。但是剧院全体员工没有气馁，

虽 然 剧 院 未 来 发 展 道 路 可 谓 布 满 荆

棘，但是未来的文化市场令我们充满

信心。

首创“双零模式”

为什么剧场演出赔多赚少，不如

关灯熄火？为什么剧团走向市场无比

艰难，不如养着闲着？

近年来，武汉剧院一直在寻找演

活剧团、激活剧场的灵丹妙药。2010

年，在武汉举行的“中三角”演艺联盟

成立会上，武汉剧院大胆提出了“双零

模式”——零演出费、零场租，这就是

我们找到的演活剧团、激活剧场最好

的灵丹妙药。

正在剧院已经为“双零模式”做好

准备的时候，武汉说唱团排演了一台

贺岁喜剧。该说唱团原来没有走过市

场，就靠包场进行演出。由于对这台

贺岁喜剧很看好，武汉剧院买下了首

演 权 ，在 武 汉 剧 院 连 续 演 出 20 场 之

后，该演出仍订单不断。于是剧院再

接再厉，第一次用“双零模式”将该演

出推广到全国的 24 个城市，又演出了

36场。

因 为 没 有 演 出 费 的 项 目 落 地 分

成，这种“双零模式”得到了各地剧场

的热烈欢迎。不过，尝试推广的结果

是武汉剧院没有分到多少演出费，还

赔了几十万元。但是，在失败面前，我

们感到“双零模式”不仅要走下去，还

要做升级版，即“3.0模式”。

开启“3.0创新模式”

在“双零模式”的运作过程中，我

们 发 现 了 一 个 问 题 ，即 宣 传 费 的 问

题。演出宣传很有必要，因为不宣传

没人知晓，就不会有人买票。可是宣

传费由谁来承担？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几个喜剧小

品演员，成立了一家民营剧团，也想做贺

岁剧演出。这和武汉剧院的演出方向不

谋而合，由此我们又大胆提出了“3.0 模

式”——零演出费、零场租、零宣传费，剧

团、剧场和媒体三家共同参与票房分

成。我们找到了武汉晚报社，邀请他们

参与“3.0 模式”的合作（票房分成比例：

剧团33.3%，剧场33.3%，媒体33.3%）。

同时，我们把贺岁喜剧改成了“汉

派百老汇”，希望由此打造一张剧院的

文 化 名 片 ，并 打 造 复 合 型 剧 场 新 概

念。媒体参与进来之后，宣传工作迅

速铺展开。之后，这场以“3.0 模式”打

造的剧目在武汉剧院连续演出了 30 多

场，票房火爆，三家皆大欢喜。

这时，我们又开始思考要做“3.0模

式 ”的 升 级 版—— 复 合 剧 场 、艺 术 庭

院、生活方式。

打造复合型剧院新概念

我们希望将武汉剧院打造成中国

独家花园式剧院。于是，楼台亭阁、小

桥流水、植物、鲜花魔术般地融入了剧

院。同时，我们引进了一家咖啡厅、一

家茶艺馆。我们还找了一些武汉当地

品牌赞助，如“周黑鸭”“稻花香”，以及

超市购物劵和手机话费等赞助，让观众

购买一张票有多重的回报，一票多值。

上午，观众来到花园剧院，呼吸新

鲜空气，喝一杯咖啡；中午吃一点创意

美食；下午喝着下午茶，伴着夕阳西

下；晚上又可以继续欣赏“汉派百老

汇”的演出；在离开的时候，每个人还

可以获得一个福袋礼包。

有人形容，当观众走进武汉剧院

的时候，看到的是小桥流水，闻到的是

花香鸟语，听到的是“汉派百老汇”给

我们带来的欢歌笑语。当观众离开武

汉剧院的时候，提着“周黑鸭”，闻着

“稻花香”，笑到肚子疼，大有“不知今

夕是何年”之感。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用“汉派百老

汇”概念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和百老汇

PK。百老汇给观众带来的是一个晚上

的愉悦，而“汉派百老汇”给观众带来

的是每一天的快乐。

打造剧院文化品牌就是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从“双零模式”到“3.0 模式”，再到

复合型剧场概念，我们觉得一个剧院

还应该有自己的剧团，自己的剧目和

自己的品牌文化活动。因此，我们成

立了武演剧团，演员全部是剧院各部

门的员工，排练了多部儿童剧，每年演

出近百场。

4 年前，武汉剧院开始打造一年一

度的“汉派百老汇”剧目，今天，这已经

成为武汉剧院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也

成了武汉的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3 年前，武汉剧院举办了首届中华

优秀戏曲文化艺术节。此后的每年春

天，全国各地的戏曲剧团都会来到武

汉，参加这一戏曲盛会。首届中华优

秀戏曲文化艺术节上，武汉剧院推出

了“百场汉剧青春行”活动，带领汉剧

走进了多所大学，我们希望在校学生

每个学期都能看一场戏曲，发现戏剧

之美，从此爱上戏曲。

如今，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艺术节已

经举办了三届，虽然年年赔本赚吆喝，

但是艺术节年年如期而至，也已经成为

武汉剧院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成为了

武汉的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今年，我们又打造了一张剧院文化

名片——湖北武汉首届歌剧艺术节。

湖北的三大歌剧《洪湖赤卫队》、《八月

桂花遍地开》、《高山流水》，还有省歌

市歌的四台“歌剧片段”和一台澳大利

亚的《费加罗的婚礼》，共九场歌剧在

武汉剧院演出。

我们还组织了“歌剧进地铁”“歌

剧进社区”“歌剧进大学”等活动，在武

汉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打造湖北武汉首届歌剧艺术节，

武汉剧院仍旧运用“3.0 模式”与剧团、

剧场和媒体合作，只是剧团的分成比

例 提 高 到 50% ，剧 场 占 30% ，媒 体 占

20%。虽然欣赏歌剧的观众不及看戏

曲的观众多，但是在媒体大力度宣传

的影响下，这一歌剧节在武汉已经家

喻户晓了。正如中国著名乐评人蒋力

先生所评价的，武汉正在成为中国第

一座有歌剧节的城市。

武汉剧院在文化市场创新的道路

上，一直摸索前进。从“双零模式”到

“3.0 模式”，从复合型剧场新概念到打

造剧院文化品牌。下一步，武汉剧院

还将尝试与互联网的结合，探索“互联

网+”更多创新商业模式。

艺术产品与剧院营销的创新模式
王 斌

武汉剧院简介

上世纪 50年代末建成的武汉剧院，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歌剧院之一。作为

“最年轻”的文物，它是目前少有的仍保持其原有功能并正常使用的建筑。

武汉剧院 1959年 10月建成正式使用，土地面积 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480

平方米，建筑占地 5000 平方米。剧院坐落在解放大道 1012 号，隶属武汉市文化

局下属单位武汉市演出公司，属于自收自支的性质，作为武汉优秀文化标志性

建筑，紧靠武汉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是全市党政大型会议和文化艺术交流、群

众集会的主要会议、演出场所。

1965 年 4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剧院观看

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88年5月，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剧院观赏文艺演

出。建院以来，剧院曾接待过许多国内外著名艺术表演团体，如原苏联国家芭蕾

舞团、德国莱茵歌剧院芭蕾舞团、瑞士罗曼德交响乐团、美国保罗·泰勒舞蹈团、维

也纳施特劳斯圆舞曲乐团。东方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中国京剧

院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京剧院（团），浙江、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越

剧院（团），以及省、市歌舞、交响乐、京、汉、楚、杂、人艺、说唱等艺术表演团体。

武汉剧院历来是武汉市重要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是武汉市接待国内外著

名表演团体进行文艺交流演出的重要剧场，更是每年武汉市人大、政协会议的举

办地，因此也被称为武汉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窗口和“武汉人民大会堂”。至

今仍保持着它在武汉市这个对外开放城市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50 多年来，武汉剧院每年引进百场精品文化演出，成功打造了“汉派百老

汇”“武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艺术节”“湖北武汉歌剧艺术

节”等多个品牌文化活动。在大浪淘沙的大时代背景下，武汉剧院率先改革。用

零宣传费、零场租费的“双零”模式打破了演出“三高”（高演出费、高场租费和高

票价）的局面。“双零”模式不仅演活了剧团，更激活了剧场。同时，武汉剧院对内

部环境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武汉剧院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引人入胜，成为全国

首屈一指的花园式剧院，内设“百老汇咖啡吧”方便观众饮食，外设“武汉剧院生活

馆”“武汉剧院·1012咖啡馆”实现吃喝玩乐一体化。

武汉剧院是武汉人心中的“人民大会堂”

美国百老汇音乐剧《42街》剧照 “汉派百老汇”第二季《信不信由你》剧照

“汉派百老汇”快乐每一天

花园式剧院

剧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