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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燕平 姜荣文

浅论“四季剧团”品牌建设对
广电品牌转型的借鉴意义

摘要：“四季剧团”是日本音

乐剧界的“龙头老大”。它为我

国当下的文化传媒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

本参照。本文从“四季剧团”品

牌的精神内核、发展基石、核心

竞争等三个角度切入，提出品

牌要坚信市场、苛求业务、创新

内容，希望能借用“四季品牌”，

为广电品牌从“高原”向“高峰”

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四季剧团 精神内

核 发展基石 核心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文艺创

作从“高原”走向“高峰”，从一

座高峰迈向另一座高峰。这要

求文艺作品、事业和产业，不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

既要创作出中国梦主题，关注

和记录伟大时代的作品，也要

协调好是市场效益与社会价值

之间的矛盾。①如何协调精品

作品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三

者的关系？是摆在文艺工作

者、文化事业和产业从业者面

前的一道题。对一个走过半个

多世纪、不靠政府资助，从创办

只有 10名大学生到现在演职员

1200余人，年演出超过3000场、

观众超过 300万人次，年演出营

业额高达 16亿人民币的亚洲最

大音乐剧团——四季剧团的品

牌经营解读、剖析、对照，或许

能找到开启四季剧团“神话”奥

秘的钥匙。本文从“四季剧团”

品牌的精神核心、发展基石、核

心竞争等三个角度切入，把四

季品牌和浙江广电品牌进行粗

浅地对比，来探寻我们广播电

视产业事业在品牌经营方面的

努力方向。

一、坚信市场——四季品牌

精神内核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舞台艺

术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

营舞台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四季剧团的前身“自由剧

场”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

生的。1953年，以浅利庆太为首

的 10 名大学生，满怀着对戏剧

的热情，成立了“四季剧团”，希

望为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

日本国民带来心灵慰藉。初创

的四季剧团生存艰难，整个剧团

甚至“分吃一碗荞麦面”。二十

几岁的浅利庆太给自己确立一

个信念：让剧团的演员们只凭

舞台演出就能维持生活。②

然而，早期的生存状况极为

艰辛，难有改变。创始之初的

一两年里，他们竭尽所能，每年

也只有 10 多场演出。即便这

样，浅利先生依然带领剧团的团

员们坚持自己的戏剧理想。他

们坚持不向影视低头、亲自到企

业去一张一张地推销演出票。

经历过饥饿的体验、上座率低迷

的挫折，浅利先生没有放弃，坚

持“靠演出维持生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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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舞台艺术家不能仅仅

依靠国家或地方政府、经济界等

的援助，而必须建立起一个自强

自立的体系。我们居住在一个

如此富饶的社会里，经济问题

首先就应该通过自己的手来加

以解决，这是有可能的。必须

在这一点上下大功夫。”③

这种“不等、不靠、不媚、不

屈”的精神，让四季剧团在创作

和经营上，有了更坚定的对标

准的坚持和对信念与理想的坚

守。这种“坚信市场，自力更

生”的品牌精神内核，终于让四

季剧团迎来了发展的拐点。

1983 年，浅利先生投入全部身

家建造“猫剧场”，将百老汇音

乐剧《猫》引进日本。四季剧团

的这一举动经过市场的证明，

获得了成功。自力更生让他们

赢得市场的同时，也赢得生存

的尊严和底气。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迅猛发展，微信、微博、各种门

户网站、短视频、快闪等新媒体

凭借着天生的市场基因，在竞

争白热化的市场环境下急剧生

长，在大众生活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对传统传媒行

业造成极大的冲击。电视受众

严重分流、媒体广告大幅下滑，

已经成为各广电媒体单位面临

的严峻挑战和现实困难。

“当时是喝着空气发展起来

的”的四季剧团，依靠着坚信市

场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举步维

艰的困境中蹒跚前行，不改初

衷，终于让四季剧团品牌逐步

做大做强，实现了“让演员们靠

舞台就能维持生活”的诺言。

而经历了从繁华走向沉寂、从

风光走向落寞的广播电视媒

体，能否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

中重新审视自我，找准定位，积

极转型，归零前行，有待时间、

市场和受众的检验。

二、苛求业务——四季品牌

发展基石

“一个音唱不准，就请你离

开！”

“惯了、懒了、散了，请你离

开！”

这是四季剧团排练厅门口

贴着的两句话。四季剧团艺术

总监浅利庆太经常说：“戏剧

应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和生活的美好，舞台艺术工作

者应该创造出这种感动。”④而

这其中，高质量的演出是打动

观众的关键因素。在浅利先生

看来，一个剧团能否活得长久

不仅取决于剧本的质量，演员

的水平更是关键。因此，浅利

先生始终要求演员把“剧本的

表达”放在“个人感情发挥”之

前。“从嘴里说出来的是‘语

言’而不是‘感情’，过度的感

情不利于表达。⑤

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演出水

平，四季剧团形成了一套独特

的演员培训机制。四季剧团规

定：无论是否有演出，全团 600
多名演员每天都要坚持练功，

还进行考核，每年考核成绩最

差的 1/10 将被淘汰。因此，演

员之间的竞争十分残酷。在四

季剧团，每个人都要靠实力说

话。在起用演员、选择角色上，

演员的资历和以往的辉煌历史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更适合

哪一个角色。即使选定了角

色，如果本人不够努力，不继续

保持实力和进取心，就会很快

被后辈赶超并取而代之，即使

最优秀的主角也不例外。这种

严格的制度对演员们提出保持

高水平演技的要求，一切都基

于努力创造出令观众感动的舞

台作品是最终目的。⑥

正是浅利先生对演员近乎

苛刻的要求，成就了四季剧团音

乐剧高品质水准，也夯实了四季

品牌的发展基石。高品质的演

出，让观众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不少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当场加

入会员行列。四季品牌通过“一

切都基于努力创造出令观众感

动的舞台作品这一最终目的”，

将品牌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消费

者。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四季

剧团的会员已超过19万人。

反观广电媒体行业，俯下身

子对接市场的意识和能力还有

待加强，各下属单位中层干部

能上不能下、不合格员工进得

来出不去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

在，这也成为阻碍浙江广电事

业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三、创新剧目——四季品牌

核心竞争

剧目是剧院经营的核心，也

是一个剧团安身立命之本。四

季剧团品牌成功的另外一个秘

诀，在于挑选剧本非常严格。

比起一些高深、艰涩的戏剧来，

四季剧团追求能让观众融入其

中，观后心灵得到净化。“通过

戏剧向观众传递感动。用感动

传递生命的喜悦与力量，感动

改变人生。”这是浅利先生对四

季剧团的剧目标准。⑦

建团 60 多年来，四季剧团

上演过的剧目共有 156部，包括

音乐剧、话剧、儿童剧等多个剧

种，有引进也有原创。无论是

独创还是引进，四季剧团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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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剧目好坏最重要的标准，

就是其能否给观众带来“体会

到人生价值”的感动。如果不

能，再好的剧本都会在慎重考

虑后予以拒绝。

对于引进剧目，四季剧团的

选择侧重那些表现人类共同关

注的博爱主题，如《狮子王》

《猫》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剧目

《妈妈咪呀！》等，而非一些带有

浓郁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的剧

目，因此这些引进剧目具有广

泛的受众群体。

除了规定选剧目标准之外，

还对引进剧目进行创新和本土

化改造。引进的所有剧目都用

日语演出，全部舞台装置都在

日本现场制作；在表现形式上

追求更多更丰富的突破，在服

装、背景布置等环节上增添了

当地的元素和特色；还有角色

口中偶尔蹦出来的俚语方言，

都能让不同地区的观众感到亲

切而有趣。对原创剧目的创新

改造，使其最大限度地融入本

土当中，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

无障碍，在高质量的演出中获

得感动。对原创进行本地化的

改造，创新烙上自己的品牌属

性，是四季品牌的核心竞争。

浅利先生曾说过“对于我们

的职业来说，不赢得观众便没

有未来。但同时好的作品必定

会赢得观众。”基于“尊重观众”

“重视市场”等理念，四季剧团

“吸粉”无数。在其官方网站

上，留言最多的词语就是“感

谢”和“感动”。⑧

和四季剧团一样，“内容为

王”向来是浙江广电人的共识。

无论新闻节目还是综艺节目，

浙江广电始终秉承做精做优的

理念，努力从创意策划、素材搜

选、现场制作、后期加工、产品

呈现等各个环节精心打磨，锻

造出了《今日聚焦》《1818 黄金

眼》《小强热线》《范大姐帮忙》

以及《中国好声音》《奔跑吧》等

一系列精品节目、栏目。在当

下传统媒体发展艰难、广告客

户日益流失、客户要求越来越

高的情况下，如何坚持尊重市

场、留住观众，从内容创新和传

播渠道拓展两方面双管齐下，

不断研发具有强大吸粉功能的

新节目、新栏目、新活动，不断

拓展融媒体传播渠道，有效提

升广电产品的性价比和广电品

牌的竞争力，值得每个广电人

深思和探索。

四、结语

“商业本来就伴随着风险，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

要努力，我们一定会得到天——

就是观众们的支持。”⑨浅利庆

太先生用一句话道出了四季剧

团的成功真谛——坚信市场让

四季剧团获得强大的精神支

柱；苛求业务让观众在高质量

的演出中获得感动；高品质的

演出、人生意义上的收获，让观

众与四季品牌的文化、价值产

生了黏连、互动与共鸣。“要靠

演出养活自己”——四季剧团对

艺术、市场、品牌的坚守，烙上

了其独有的自尊气质。当这样

的品牌文化深深扎根在市场和

观众心中，被市场认可并接受

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市

场价值。

这样的底气和魄力，这样一

份对舞台剧的赤子之心、拼搏

之志，这样一种艺术和经营完

美融合的做法，值得整个戏剧

行业乃至我国整个文化传媒事

业产业从业者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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