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幕人生杨嘉敏

——专访七幕人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CEOCEOCEOCEO杨嘉敏

“我是比较实践主义的人”，杨嘉敏一直是倡导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商业的

每一个环节，包括财务、团队管理、商务拓展。音乐剧在国内的确算是一个全新的、不太广

为人知的艺术形式，杨嘉敏和她的七幕人生团队从引进国外经典剧目版权、进行本土制作为

起点。未来，杨嘉敏希望做中国本土的日本“四季剧团”，在中国一些大的主要的文化消费城

市都有七幕人生的专属剧场，能够让中国人像日本韩国一样，同步的欣赏到国外最好最优秀

的音乐剧作品。

对于杨嘉敏和她的团队所做的事情，《东方壹周》编辑雷志龙在文章中这样写到:于我而

言，2012年的夏天，我所感受到的两种很可贵的力量，交汇在了一起，以 “堂吉诃德”之名

——杨嘉敏、小刀、朱雅琼、约瑟夫、七幕人生······他们都曾给予过我正面能量，某种坚持，

某种生猛，或者干脆就是某种美。这种东西，是可以照亮生活的，这些也正是戏剧的某种价

值和意义所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做一个选择，并且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劳动和勇气，

直到抵达这个选择所指向的地方。



北京七幕人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CEO 杨嘉敏

人物档案

杨嘉敏 女 1987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赴日本入职海外投资机

构，工作之余对日本的戏剧演出格外关注。2011年，杨嘉敏放弃日本投资公司的工作回到国

内，“东拼西凑”，四处借钱成立七幕人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随后开始筹备引进第一部

百老汇音乐剧《我，堂吉诃德》，该剧已于2012年6月在北京木马剧场首演，引发热议，让业

界刮目相看。惊讶于她的魄力和胆识之外而更具传奇的是她以一封神秘邮件打动该剧作曲兼

版权持有人，只身赴美谈判，并最终让《我，堂吉诃德》百老汇音乐剧落户中国。

《职业的力量》：首先特别荣幸能够采访您，我是很偶然看到一条《我，堂吉诃德》百老汇

音乐剧被搬进中国的新浪微博上！非常钦佩您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我个人觉得您的职

业经历挺特殊的，您从北大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并没有按常规的职场轨迹，并没有毕业



后去求职，然后面试、工作，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杨嘉敏：呵呵，其实我的经历也没有特别复杂吧，09年毕业的时候，软银集团在北京大学做

了校园招聘活动，软银集团录取的人数非常少，只招了三名毕业生，当时就通过那个机会去

了日本的这家企业，我在那边呆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生有三分之一的留

在国内读研究生，三分之一出国继续深造，还有三分之一找工作的话，去新闻媒体的比较多，

比如新华社、央视等。还有一些外企不太看重专业背景，看重的是综合素质，比如路易威登、

保洁等，招这种管理培训生。

《职业的力量》：我觉得您的胆识和勇气是当下很多年轻职业人比较缺乏的，我了解到您当

时是通过四处筹钱才成立了七幕人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您怎么就有那个魄力笃定您

一定要那样做？您的勇气和胆识来自哪里？

杨嘉敏：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发展定位在职业经理人的这条路上，还是一直有

想去做一些创新的事情，另外也可能受家里的影响，因为是浙江人吧，呵呵，可能天生的这

种创业意识比较强一点。在毕业参加工作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组建了一个创业团队，成

立了一家翻译公司，联合了北大、北外的外语专业生，他们作为我们的艺员，然后我们去对

接摩立特、哈佛商学院的翻译案例这些大客户。早一点尝试这些事情相比实习来的更实际。

我是比较实践主义的人，我一直是倡导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商业的每一个

环节，包括财务、团队管理、商务拓展。毕业之后，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在经验的积累方面还

是不够，又还是带着想创业的规划进入职场，所以就选择进入风险投资公司。在这个平台，

作为分析员，可以接触学习到各种成功和不成功的创业案例，而且要和各种创业者和投资人

打交道，同时也是拓展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头再去看创业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原来，

可能觉得自己有好的想法就去实现，但是并不了解市场的竞争和产业环境、消费需求，很多

都是很盲目的，在投资公司的经历之后，在宏观的把握会好一些。

《职业的力量》：《我，堂吉诃德》百老汇音乐剧最终能被您引入国内，有媒体称是因为您

那一封神秘的邮件？跟我们分享下这当中的一些故事吧？

杨嘉敏：其实没那么神秘。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艺术总监是我在大学期间的老

师，他本人是百老汇的导演。他每年差不多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北大做客座教授教

戏剧课，他的理想是希望在中国传播戏剧教育。在国外，戏剧专业和其他专业占有同等重要

的位置，但是在国内则相对较弱，很多人并不了解。当时是回国之后有和他在交流，国内做

音乐剧的导演很少，所以也是这个非常好的契机能够跟他合作。当时我其实更倾向于做大家

比较熟悉的剧目，其实在此之前有很多外国的团队来到过中国，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

比如《歌剧魅影》、《猫》。《我，堂吉诃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但是英文的版本从未在中国

推出，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做这个剧是因为导演觉得这个是音乐剧中最好的作品，我一开始

还是有一些顾虑，但是当我看完剧本之后我觉得应该做，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在



故事情节上甚至比《歌剧魅影》更能打动人。

决定做这个剧之后，当时想的比较简单，就去联系版权公司。因为美国的版权有比较成

熟的体系，有好几大版权公司，当时和版权公司联系时，对方的反应是比较冷淡的。因为之

前他们没有和中国合作过，而且我们中国的版权意识也比较淡，所以对方的态度不是特别积

极，后来也是想办法顺藤摸瓜。因为版权公司和实际版权持有人是代理关系，作品的最终持

有人一定是在创作者手里，商业运作则交给版权公司来打理，相当于经纪人的角色。当时我

们就找到了这个作曲的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经纪人说可以做但是报价很高不是特别有诚意。

后来和导演商量通过邮件，在邮件里再和经纪人解释，告诉他中国的音乐剧是一个起步阶段，

为什么想做这件事，这个事情做成了可以预见这个市场需求是很大的，经纪人收到邮件之后

直接转给了版权持有人，该剧的作曲家。作曲家答应说有时间到纽约去面谈。因为导演对这

个作品在国外已经做了很多次，所以创造理念和作曲家很吻合，本身我们很有诚意。作曲家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其实这个剧的版权在三个人手中，他的两个同伴已经过逝了，他也很有

钱，他并不在乎这个剧能卖多少钱，他更在乎的是什么人拿到这个剧能很负责任的带给中国

观众，所以也算是比较幸运，就谈的很顺利。

《职业的力量》：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您现在做的事情，好像和《我，堂吉诃德》这部音乐

剧中的剧情和人物中有一些关联，有他们的影子？

杨嘉敏：这个倒是没有那么悲壮，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七幕人生现在这个阶段和剧情有些

像。当然挑选这部剧来做是偶然，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正处于创业的阶段，和这部剧有一些象

征的意义吧，它所象征的精神和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契合。

《职业的力量》：那到目前为止，在您的职业生涯现阶段里，您最满意和骄傲的成果有哪些？

杨嘉敏：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起步的阶段，谈不上成果吧。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我觉得我属于韧性特别好的一个人吧。如果现在回去梳理那些过程，就会觉得有很多问

题，但是我可能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会说这个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只要不是天灾人祸肯

定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职业的力量》：同为八零九零后，您对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杨嘉敏：不敢说什么建议吧，我自己的感受有两点吧。第一，因为中国的学生，环境、户口、

车子、房子都是很大的压力，这其实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看，应该从一个

人的一生的经历去看，不要被一些外界的影响去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朋

友也很有才，也很想做但是没有勇气去做，所以这样就束缚了自己的创造力和年轻人的能量。

在中国，可能很多父母亲就觉得去考公务员很不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之前在美国做过一

年的交换生，在美国寄宿家庭的那个阿姨就问我，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做一个自己



的公司，她就非常鼓励和欣赏这种想法。她们这个社会对创新，追求自己梦想的包容性和鼓

励更强。年轻人有机会多出去走一走，这样更明白重要的是什么，而不要被社会现实束缚了，

人生其实很短暂。

另外一点，从梦想回归到现实，其实现在应该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年代，年轻人要脱颖

而出也不难，但是做事必须要靠谱，承担的责任能让团队信任你。

《职业的力量》：您未来的职业目标和理想是什么？

杨嘉敏：我是希望做中国本土的日本“四季剧团”，希望在中国一些大的主要的文化消费城市

都有七幕人生的专属剧场，能够让中国人像日本韩国一样，同步的欣赏到国外最好最优秀的

音乐剧作品。

《我，堂吉诃德》音乐剧观后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堂吉诃德表现了人类最崇高、最纯洁的精神力量。看完此剧，才算明

白了陀翁的意思————————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



“《我，堂吉诃德》展示了希望、信念和艺术的力量，引导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它告诉我们，

人的精神是可以突破物质的局限，去实现那'不可能的梦想的”。而当这一切信息都在嬉笑怒

骂中时，观众们依然在不经意间欢笑着被感动了。————————梅尔 ····嘉索（MelGussowMelGussowMelGussowMelGussow）《纽约时报》

（NewYorkTimesNewYorkTimesNewYorkTimesNewYorkTimes）1992199219921992年4444月25252525日

一个才25岁的女生，借亲戚的钱成立个文化公司，赴美谈判，回国招募演员，把美国百

老汇音乐剧《我，堂吉诃德》愣搬进中国，在北京木马剧场以英文版上演！女主演是上海音

乐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流利的英语对白，精湛的演艺，把一个底层社会女性角色演得感人落

泪，全场掌声雷动。新一代青年真不简单!!!!————————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王功

权

以为现如今，嬉笑怒骂才是主流，话剧、音乐剧等这些亟需张力的演出方式只有通过娱

乐化的手段才能引人入胜。但当我观看了《我，堂吉诃德》，当我数次泪流满面后，我才体

会到，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那些富有共鸣，追问人生，拷问现实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通

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往往为人们所淡忘。感谢《我，堂吉诃德》，感谢在中国不遗余力推广

这些经典作品的人们，感谢全体演职人员的精彩演出和辛勤耕耘，你们的成功将感染更多的

人关注和投身其中，为理想和使命奋斗————————豆瓣网友 StoneRillStoneRillStoneRillStoneRill

享誉全球的世纪佳作

首演于1965年的经典音乐剧《我，堂吉诃德》，以戏中戏的形式，再现了扬名全球的文

学巨著《堂吉诃德》的诞生历程。16世纪末的西班牙，作家、演员、剧作家和兼职税收员米

格尔·德·塞万提斯，因为试图向一所教堂征税而被宗教法庭逮捕。监狱里的囚犯抢走了他们

的随身财物，并要销毁塞万提斯的小说手稿。为了保护自己的手稿，塞万提斯决定将小说的

内容演绎给囚犯们看，希望赢得他们的认可，从而保护手稿。塞万提斯能否成功的征服囚犯，

保存他的手稿呢？全剧在嬉笑怒骂中，展示了《堂吉诃德》的诞生历程。

1972年，该剧被改编成电影，由曾经导演过传世名作《爱情故事》的亚瑟 ·希勒执导，

影星、奥斯卡奖得主彼得·奥图尔与索非亚·罗兰主演。

自诞生之日，《我，堂吉诃德》起就引起巨大轰动，首轮演出长达5年多达2329场，一举

囊括含最佳音乐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词曲创作在内的五项托尼奖（戏剧领域的

奥斯卡奖）。此后半个世纪里，四度重登百老汇舞台。随后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球40余

个国家演出，均引起轰动，观演热潮持续至今。《我，堂吉诃德》也因此跃居20世纪音乐剧

佳作行列。

经久不衰的主题曲目



《不可能的梦想》是《我，堂吉诃德》的主题曲，也是剧中流传的最为广泛的唱段。该

曲被上百位歌手以多种音乐风格翻唱并录制唱片，他们包括猫王、弗兰克·辛拉特拉、雪儿、

珍妮弗·赫德森，乃至跨界歌手组合美声男伶，歌剧天王普拉西多·多明戈，横跨爵士、摇滚、

通俗和歌剧等多个领域，传唱半个世纪，仍然经久不衰，其魅力可见一斑。美国《我，堂吉

诃德》首席导演全力打造《我，堂吉诃德》由该剧的美国版首席导演约瑟夫·格雷夫斯执导。

约瑟夫·格雷夫斯是该剧灵魂人物，在美国数十个版本中担任导演和主演，累计创作、演出

超过1000场，被誉为"我，堂吉诃德"首席导演。该剧唯一一位健在的原作者米奇 ·李，指定

约瑟夫为剧目的中国首演担任导演。凭借丰富的剧目创作演绎经验，约瑟夫将为此剧保驾护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