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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岛演艺中心源起于 1993 年创办的琴
岛歌厅， 在文化演艺行业 10 多年摸爬滚打
中缔造了颇具影响的 " 琴岛模式 "， 即采取
歌厅经营与剧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观众购
票入场，类似于到剧场看演出，却可享受比
剧场更活跃、更高雅的氛围。

2000 年，全国娱乐场所现场会在长沙召
开，琴岛歌厅作为典型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高
度评价，与会代表分批到琴岛歌厅观摩。 此
后，到琴岛参观考察的还有 10 多个省、数十
个城市的文化部门的代表和娱乐场所的经
营者。 然而， 余德华却再三告诫他的团队："
很多同行都来学习和观摩琴岛，站在前端的
琴岛就更不能停滞，更要不断创新，带动全
国都市演艺文化产业的发展。

2009年 4月 29日， 投资 5800 万元的琴
岛演艺中心正式亮相长沙贺龙体育馆。 焕然
一新的琴岛演艺中心总面积达 5000 余平方
米，可容纳 3000 名观众，是中南地区规模较
大、格调高雅的演艺中心。 新琴岛亮出了”中
国·琴岛之夜“的名片，在演出形式上大胆突破
全国演艺市场的现有模式，既保留舞台传统歌
舞剧的精华，又融合现代大型演唱会高科技的
表现手段，推动文化娱乐产业的升级换代。 开
业以来，平均每场接待观众 2000人次以上。

然而，在贺龙体育馆启幕前，琴岛演艺中
心却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瓶颈，走过了一
条鲜为人知的曲折道路。

1993 年，琴岛歌厅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宾
馆二楼开业。 时任总经理的余德华高薪聘请
专业人才，并重金邀请全国各地的优秀表演
团体，高质量的演出使琴岛很快在业内树立
起品牌。 1997 年，琴岛搬迁至长沙市青少年
宫，场地比原来扩大一倍，票价也有所提升。

2002 年至 2005 年，琴岛歌厅受酒吧、足
浴按摩等行业的影响，上座率急剧下滑。 余
德华始终认为演艺和娱乐自古就是人们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个产业不存在生命
力是否长久的问题，而在于其经营者是否坚
持按照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满足观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 凭借这样的信念，
他坚持了下来。

2007 年，由于所在的长沙市青少年宫整
体改造，琴岛不得不暂时关门停业，寻找新
址。 此时的余德华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拉
斯维加斯演艺秀、法国红磨坊大剧院和巴黎
丽都大剧院等一些国外顶级演艺机构。“看
了拉斯维加斯演艺秀的舞台设置后，我非常
震撼，发现我们与国外差距很大，我觉得一
定要把这样的表演带给国内的观众。 ”

回国后，余德华花了一番心思：他坚持把
投资的核心放在舞台建设上，而剧场的观众
席及其他装修则以干净、整洁、朴素为主要
原则。 最终，新琴岛演艺中心的舞台投资达
到了 3300多万元，占总投资一半以上。

在余德华眼中，除了舞台建设，人才建设
也是琴岛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要想挖掘和
留住人才，需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注重与
人才的沟通交流。 2005 年，余德华到西安了
解文化产业和娱乐市场，在那里他发现了如
今琴岛演艺中心的“台柱子”、 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主持人挑战赛总冠军欧阳雨晖，
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深深吸引了余德华。
2009 年新琴岛演艺中心开业不久，余德华邀
请欧阳雨晖到长沙观看演出，“他当时震惊
了， 从来没有看到如此新颖华丽的舞台，从
来没有想到哪场演出可以达到这个水准。 ”
余德华说。 几个月后，欧阳雨晖加入了琴岛。

本土的成功促使琴岛迈开了步子， 更加
自信地要将长沙的演艺文化带到全国。“现
在每个城市都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
今年起， 琴岛将进军全国的一些省会城市、
旅游城市。 ”

虽然歌厅行业和演艺产业的竞争日趋激
烈，可余德华始终认为其中仍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事实也是如此，新琴岛开业后，长沙其
他剧场和歌厅的观众并未因此减少，反而促
成了长沙歌厅演艺行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局面。 余德华说，每天来琴岛观看演出的
大部分是增量观众，" 因为我们的节目设计
合理，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观众的心。 据统
计， 以前来看节目的观众绝大多数在 30 岁
以上， 而如今处于 20 多岁年龄段的观众比
过去增加了 50%"。

琴岛有”长沙的客厅“之称，作为琴岛的
掌舵人， 余德华认为歌厅必须要有更为深
入、能够触及观众内心的节目内容，做到雅
俗共赏。 日前，琴岛正酝酿一场能够体现长
沙特色的演出，展现长沙山水洲城的特色和
湖湘文化品位。

■文 述 张 玲 通讯员 王 伟

琴岛，演艺湘军的一张名片
———访湖南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德华

晚 8 时， 坐落在湖南
省长沙市劳动西路贺龙体
育馆的琴岛演艺中心门口
人头攒动， 前来观看演出
的观众络绎不绝。

此时， 湖南琴岛文化
娱乐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德华正在办公室内与香
港某设计公司的几位年轻
设计师探讨分店的设计方
案。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图
纸， 用心倾听设计师的讲
解， 时而提出自己的疑问
并与设计师展开讨论。 朴
素的着装、温和的眼神、可
亲的笑容、 不疾不徐的语
调伴着琴岛喧嚣欢乐的音
乐， 让记者迅速融入了琴
岛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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