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剧场：市场之需

2004年可以说是郭德纲的事业新起点。
“2004 年秋天，小剧场的一场演出让我印

象很深，那天第一次坐满 300 多名观众。传统
相声失传曲目专场，也成了北京德云社的一个
转折。”郭德纲直言。今非昔比，与德云社当年
曾只为两三个听众表演的门可罗雀的局面相
比，如今要听有郭德纲出场的德云社的相声，那
可是一票难求。国内国外的，或专场或参演，各
种各样的演出需求层出不穷，郭德纲和德云社
的演出计划早已排得满满的。

“我们这十年如果说要是为了名利，估计是
坚持不下来的。一年还不火，两年还不挣钱，三
年还赔钱，谁成天还干这个，干点别的去吧。”郭
德纲说。之所以不惜赔钱把观众再次拉回来到
剧场听相声，源于郭德纲看到了市场的需要，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郭德纲在相声中灌输了很
多现代社会的元素。郭德纲一直主张相声一定
要回归剧场，目前德云社已经有3家剧场，最近
在北京大观园里，德云社又一家新剧场开业，“陆
续还会开新剧场，关键是人得够。开10家、20家
需要有人管理，盲目地开这种连锁店就会砸牌
子。”郭德纲胸有成竹地说。 本报综合报道

管理德云社
“我徒弟都是于谦的干儿子，于谦的干儿子都是我徒弟；徐德亮、张德武

是张文顺的徒弟；高峰是张文顺的干儿子；张文顺给我捧哏这么多年，李菁、
高峰也是跟我多年的师兄弟；李菁的徒弟又是我干儿子。”在郭德纲看来，这
样一环套一环的人际关系，就相当于德云社的公司架构，而所谓公司，就像
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一样。

郭德纲是德云社的一家之长。
在郭德纲看来，目前在德云社里绝对是他自己说了算。“艺术圈最主要

的一条就是，你比我强，我才能听你的，你什么都不会你管我，我不会听你
的。”郭德纲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德云社从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今天的四十来人，除了经纪人王海、
老搭档于谦、最初的创始人张文顺及李菁等人之外，其余的成员几乎都是郭
德纲的徒弟或干儿子。在这个中国目前最为知名的私人相声团体中，采取
的则是带有中国传统戏班色彩的家族式管理，郭德纲认为，对于相声这门传
统民间艺术而言，这是一种很科学的管理方法。

郭德纲的出名也使得德云社声名鹊起。
在此之前，德云社仅仅是一个曾经淹没在各大
剧场浪潮中的小剧场。

出名后的德云社，让郭德纲也从一个相声
演员转变为一名企业管理者。“我们主动上税，
一切相关手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安分
守己说相声，专门有人经营这一块，按规章制
度走，不给政府添任何麻烦。”如今已身为德云
社董事长的郭德纲说。

“我们既是公司经营，又是家族企业。十
年来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培养了观众、培养
了演员、挖掘了曲目、繁荣了市场。”郭德纲说。

与以往临时搭班的相声团体不一样，德云
社的演员中既有学员，也有内部签约的演员，他
们要完成德云社内部的本职工作、演出安排。

2006年开始，郭德纲面向社会招收学员，
开办学员班、培训班，完全按照传统的民间戏
班的方式来培养和教导学生。外界质疑郭德
纲所教授的传统相声，郭德纲则认为：“不要以
为老的就是陈旧的，直到今天蒸馒头的技巧不
也是几千年前的技巧吗？老，不代表陈旧，而
是代表着一种成熟，没有必要抛开前人已铺好

的路，独自在泥泞里行走，那无非是对自己的
一种摧残。”

“我们的学习班是按照戏班的办班方法，
两年一科，第一科是‘云’字科，第二科是‘鹤’
字科，第三科是‘九’，第四科是‘霄’，连起来就
是‘云鹤九霄’。这样的排辈无非是方便人知
道你是哪一年入学的。”

同时，为了不断地推出好段子，郭德纲领
导的德云社还有自己的智囊团——创作班
底。“为自己整理素材，挖掘和整理传统节目，
包括我们写的戏之类的，这一块是由我们德云
社的秀才徐德亮负责。”郭德纲解释道。

在经营上，德云社已经完全自负盈亏，但
按照郭德纲的想法，“不求大，也不贪多，只求
能够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直以来，外界都认为德云社今天的成就
完全是靠着郭德纲，而郭德纲表示，张文顺也
是德云社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当初德云社
只有三个人的时候就有张先生，我们一起合
作。在德云社发展的过程当中，张先生没少出
谋划策，出了很多好主意，所以德云社走到今
天，张先生应该有半壁江山。”

第三回
纳新更名德云社 巧遇知音天桥乐

“2003年，广德楼的演出结束后，‘相声大会’
的部分演员为了生计着想，相继离开了一批，相声
演出只有偶尔的一两场，已经处于半停滞状态。
后来郭德纲还曾带何云伟等人去‘天唱轩’（饭
馆）演出过，基本等于没有收入，主要带着演员
们练习。”邢文昭在回忆广德楼演出期间的情况
时也讲了一段插曲。他告诉记者，从那年开始，
相声大会开始改名叫做“德云社”，还有了自己
的网站。

2004 年初，郭德纲无意中在天桥乐看了一
场业余的鼓曲演出，发现这个剧场的地理位置
和面积十分适合德云社，正巧也赶上天桥乐经
营改制，所以郭与天桥乐的经理张福延谈了演
出意向，双方便“一拍即合”。于是从 2004年 10
月开始，德云社开始了进驻天桥乐的演出。

“当初真没想到德云社能这么火，我们也是
抱着支持的态度接纳了他们。”张福延回忆道。
他告诉记者，最初德云社进驻天桥乐的时候也
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凄凉。当初的客人在二三
十人左右，20元钱一张票，剧场和德云社三七分
账，而一天演出下来天桥乐茶馆的收入最多也
就在200元左右。

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

第四回
苦尽甘来成正果 兴办基地养学员

如今，演出火了，德云社也熬出了甜头。李
菁告诉记者，德云社目前一场商演的出场费也已
达到30万元，这与几年前一场演出每人100元相
比，堪称天壤之别；如今德云社大部分演员每个月
的收入足可以支付家庭开支。

不过郭德纲并没有仅限于让大家过上好日
子，为了今后的发展，他不仅继续挖掘、整理传
统相声，还在大兴办起了学校，培养“鹤”字科的
学员，并交由李菁负责管理。谈到办学，李菁侃
侃而谈。“我们招收学生的要求不高，只要真心
热爱相声，就管吃、管住，有时还发点零花钱。

不过报名的学生还要经过一关，就是德云社
成员的考核筛选，因此，这届学生已由原先几百人
淘汰为如今的20人，并且之后还将陆续淘汰。

话说德云社
第一回

只身闯京为圆梦 茶馆戏楼说相声

“为了控制人数我们想尽了办法，我们现在
只设一部订票电话，但即使这样，两个接线员仍
然经常接到哑嗓。”

2006 年 10 月 25 日，当记者采访天桥乐经
理张福延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指着办公室的电
话发了通牢骚。天桥乐，是现如今德云社较为
固定的演出场所，每周四到周日德云社的演出
全部一票难求，因此想在天桥乐看演出需提前
一周订票才行。而这样的局面也是经过数年积
累逐渐形成的，这还要从1995年郭德纲开始创
业说起。

“最早进北京是为了大红大紫。当时正好
流行北漂，当初来北京时的心态是跟着某个剧
团演出，一旦能上春晚就会红，但是到北京后我
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回忆起 10多年前
创业的艰难，郭德纲很感慨。

1995年，抱着“远大”理想的郭德纲只身来
到北京创业，当梦想破灭，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
的时候，他一边以开公司和做策划、主持人等维
持生计，一边开始与曲艺界同仁策划相声演出
的事情。他首先找到的人是相声界前辈张文顺
以及从小酷爱相声艺术的青年演员李菁，由于
志趣相同，他们便开始相约抽出空余时间在京
味茶馆、广德楼等地演出。1996 年开始，相声
演员邢文昭以及徐德亮等开始陆续加入郭德纲
组织的演出。这样到了1998年，以郭德纲为首
的演出团体扩展为十几个人，演出场馆也从茶
楼扩展到中和戏院、华声天桥等稍大点的茶馆
戏楼里。

“最初几年的演出，一般都是从下午一直演
到晚上，2元钱一张票，演员多的时候说相声，少
的时候说书。茶馆也只赚茶钱，票房收入全部归
我们演员所有。虽然条件很优厚，但由于没有固
定的演出场所以及观众群，所以当时每人每天的
收入如果能达到30元钱，就会高兴好几天，这就
是成绩，大家也都不指着这点钱活。”郭德纲回忆
道。而说到这一段经历，德云社的老艺术家邢文
昭也很感伤，他告诉记者，他和张文顺都有过为
一位观众演出的经历，“一个观众，五六个演员，
一场下来，所有人一共只挣10元钱。”

1998 年，由于郭德纲组织的演出已经有
了相当数量的一批演员，于是他便按照相声
界的叫法，将这个小团体的演出定名为“相声
大会”。

“1998年我在中和戏院看过郭德纲的演出，
感觉郭德纲对传统相声的继承和理解有他独到
的地方。”德云社的老艺术家王文林告诉记者。

而谈到当初观众的积累，郭德纲也有此同
感：“很多观众认为我说相声的方式和别人不
一样，并且基本上都因为这个原因去茶馆听相
声。”于是，从1998年开始，郭德纲组织的“北京
相声大会”开始小有名气，一场演出，茶馆里可
以坐上100多人，有时候客人进不去，甚至把茶
碗放在窗台上，站在外面听。可是这样的好光
景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总是流动演出，且一
些剧场的经营状况不佳，许多观众也随之流
失。“火的时候我们和好几个剧场三七分账，剧
场得三分。再好点剧场要求四六分，最后要求
到一九分，即他们九分，我们实在干不了了，只
能离开。”郭德纲说。

“郭德纲曾三进广德楼。”
讲到郭德纲从几个观众发展到几十、上

百人的这段“历史”时，广德楼的经理张继平
想到了这个段子。原来，在确定天桥乐演出
之前，郭德纲一直在寻找能够长期合作的剧
场。当坚持到 2002 年的时候，郭德纲的“相
声大会”可以说像“救场”一样搬进了广德
楼。“2002 年之前广德楼就以相声演出为主，
当时北京曲艺团的一些演员，诸如李金斗等
都在这里演，票房也很好。2002 年北京曲艺
团的一些演员到各文工团以后，广德楼的相
声演出陷入了低谷，这时郭德纲正巧接上
班。”张继平说。不过据他回忆，当时“相声
大会”的演出并不十分理想，仍然有过只有
一个观众的时候。于是合作了一年，还是没
能坚持下去。

两年后，也就是 2005年，广德楼实行了自
负盈亏，这个时候郭德纲又一次带着团队在这
里开始了相声演出，而当时的郭德纲在天桥乐
也占一席之地。据张继平回忆，德云社第三次
进入广德楼已经是2006年春节，而当时红得发
紫的他们一场演出就为广德楼带来了1万多元
的票房收入，这也是广德楼近年演出中最辉煌
的一段时光。

第二回 相声大会现雏形 五年三进广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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