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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中国大戏院，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与文明

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一起被并称为“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著名剧院，从

1930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地方，梅兰芳和梅葆玖父子首次登台、厉家班成名、孟小冬谢幕演出等

重要舞台亮相都定在这里。

今人追溯寻源，中国大戏院本

是浙江南浔“四象”之一庞云鏳次子

庞元济的产业。

南浔庞氏家族以丝业致富，开

创者庞云鏳开设药号，还兼营军火。

到清光绪中叶，庞家已成巨富。庞元

济，字莱臣，是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

家兼实业家。继承父业后，庞莱臣大

办丝厂，涉足棉纺业，发起创办“浔

震电灯有限公司”，还在上海大量投

资近代企业，在杭州、苏州开办典

当，在沪苏两地都拥有大量房地产。

据庞氏后人回忆，庞莱臣曾在上海

的北京路长康里居住过。后因四大

公司（大新、新新、先施、永安）相继

建成开业，庞莱臣迷信风水之说，认

为四大公司均为西洋建筑，高楼上

有塔楼，塔尖高耸，破坏风水，因此

另择别地建造新宅。新宅建成，即举

家前往成都路世述里居住。

1929 年，经营大世界游乐场的

浙商黄楚九租下牛庄路这块地皮，

与另外两名商人合资兴建了一处专

演京剧的剧场，于 1930 年初建成，

名“三星大舞台”。因“荣记大舞台”

主人黄金荣对“大”字不满，“三星”

慑于压力，只好改称“三星舞台”。

而后剧场易主，改名为更新舞

台。直到 1944 年 1 月，被出身南浔

名门望族的张善琨盘下，更名中国

大戏院。

短短十余年，便有两名浔商登

上了中国大戏院的舞台，可见沪浔

文化交融之深。在上海能以“中国”

命名的老剧场历史上仅有两座，其

中之一便是中国大戏院。

在剧院林立的上海，中国大戏

院一开业就有着不俗的影响力：三

层上千座的观众席，由英国知名建

筑师米伦设计建造，建筑声学效果

达到当时国际领先水平，坐在三楼

楼厅最后一排，也能将舞台上的声

音听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当时的

牛庄路，有着仅次于外滩的繁华，是

名副其实的富人区。据说，1947 年，

庞家将中国大戏院所在的地皮出

售，竟卖得一百余根金条，可见地段

之金贵。因此，众多南北名伶都将中

国大戏院作为上海的必演地。在中

国大戏院舞台演红的演员逐渐增

多，其舞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从报

纸广告和戏单资料查证，早在上世

纪 30、40、50 年代，百分之九十以

上京剧社团和名流名角如梅兰芳、

周信芳、俞振飞、言慧珠、李玉茹、盖

叫天、李桂云、谭富英等，都喜欢到

中国大戏院的舞台合演、公演。

许多名人还把赈灾义演放在中

国大戏院，如梅兰芳早在“三星舞

台”之时就进行过赈会义演，还专门

为徒弟李世芳抚恤义演。影响最大

的一次演出，是 1947 年杜月笙以

“救济水灾义演”为号召，在中国大

戏院举办义演，引各家京

剧名伶齐聚一堂。沉寂多

年的“冬皇”孟小冬以两

场《搜孤救孤》，作为当时

的压轴大戏。此后，孟小

冬随杜月笙全家赴港，这

两场戏便成了“冬皇”告

别舞台的收官之作。

如今，走过将近一

个世纪的风雨，中国大剧院也始终

勇乘时代洪流前行。2018 年，中国

大戏院参照上世纪 30 年代初建时

的设计，历时六年修缮，恢复了三

层观众厅的格局；正门大厅的大理

石地坪上镶嵌着半幅太阳花三星

图案，建筑双塔正立面图案上下呼

应，暗示着“中国大戏院”前身作为

“三星大舞台”的历史文脉；各楼层

休息厅的天花造型也延续了历史

遗存的天花风格，营造着欧式古典

的空间感。

不同于过去曾经以京剧为主，

目前的中国大戏院定位于以综合

戏剧演出为主的中型专业剧场。重

新开幕之际，还举办国际戏剧邀请

展，吸纳了国内外众多优秀的文学

改编剧目作品前来演出，共计多达

五十余场。人们期待，疫情之后将

重展新容的中国大戏院，给上海市

民和各地戏迷游客带来更多更好

的剧目。
 祝原

沪浔 ·文化寻根

沪上中国大戏院前世今生追溯寻源

■中国大戏院旧照 ■中国大戏院位于黄浦区牛庄路，近浙江中路

■重新开幕后的中国大戏院

6 月 27 日，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

湾 360 周年系列活动举行。包括在筼筜书

院召开的“城市、海洋与家园”厦门市纪念

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 周年座谈会，2022 厦

门市首届海峡两岸“上东坪山 走成功路”

线路和厦门知名音乐人何天携手两岸歌手

陈飞、徐立鸿、曾志愿、胡士瑛共同创作、演

绎的《归航的心声》歌曲首发仪式。

今年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

周年。郑成功一生的事业成就都与厦门息

息相关，在他 39 年的生命旅程中有 14 年

在厦门驻守生活，设官开府、驻扎军队、操

练水师，更将这里作为战略基地收复被荷

兰人占领三十余年的宝岛台湾，捍卫国家

领土完整。如今去厦门旅游，不可不去厦门

最主要的道路之一成功大道，不可不去厦

门最具标志性的雕塑之一郑成功塑像，还

有郑成功纪念馆、延平公园国姓井、演武场

等，生活在厦门，处处可见民族英雄郑成功

的“身影”。连风靡厦门的中秋博饼传统的

由来也和他有关。

据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2022 厦

门市首届海峡两岸“上东坪山 走成功路”

线路，将与郑成功相关的历史足迹和周边

景点串联起来，推出了“走成功之旅，赢人

生棋局”等三条线路，以方便市民和游客。

线路一： 鸿山公园→延平郡王祠→嘉

兴寨遗址→东坪山弈棋园→鼓浪屿→皓月

园→郑成功纪念馆→日光岩（水操台遗址）。

线路二：万石植物园（郑成功读书处）

→成功大道→演武大桥→郑成功遗址打卡

（“泽被甘棠”牌坊/中山路、大走马路/大中

路、小走马路、古营路/八市、营平路、道平

路）。

线路三：鼓浪屿 →郑成功纪念馆→龙

头山寨遗址→郑成功水操台遗址→中秋博

饼雕像→延平公园国姓井→郑成功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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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举行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年系列活动
首届海峡两岸“上东坪山走成功路”线路首发

今夏南京玄武湖荷花节“并蒂莲”可以吃了
并蒂莲化身文创冰淇淋“重现”玄武湖

还记得 2020 年轰动全国

的南京玄武湖公园发现的“并

蒂莲”荷花吗？今夏伴随着玄武

湖荷花节的盛大开幕，并蒂莲

化身文创冰淇淋“重现”玄武

湖。品尝着美味的“并蒂莲”，欣

赏着接天莲叶无穷碧，是这个

夏天最别样的体验。玄武湖并

蒂莲主题文创雪糕一经发售便

走红网络，登上了微博热搜同

城榜第一名！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眼下又到一年赏荷

季，玄武湖也已经是莲叶田田，

芙蓉盛放。玄武湖荷花全湖均

有分布，规模较为集中的是和

平门湿地、太平门湿地、梁洲金

陵盆景园周边、菱洲南侧区域、

翠洲东北侧区域及情侣园区

域。全景区湖面种植荷花近

500 亩，以特色品种“玄武红

莲”为主，间有白莲等其它品

种。玄武红莲是本土荷花品种，

花朵大，花瓣层层叠叠，白里透

红，娇艳动人，观赏性很强。而

且玄武红莲花期较长，能从 ６

月底一直盛开到 ８ 月中下旬。

据了解，并蒂莲文创雪糕

是眼下最应景的游客打卡项

目，其实玄武门文创雪糕已开

发了系列产品。今年春天伴随

着晚樱绽放枝头，玄武湖樱花

文创雪糕也同步上新，共有草

莓和香草两种口味。玄武湖文

创雪糕还以玄武门为主题造

型，包括城墙门楼上的每一根

柱子、每一个门洞、窗户以及城

门的每一处细节，都是高度还

原玄武门的样貌。 刘征

玄武门城墙文创冰淇淋雪糕

玄武湖并蒂莲文创冰淇淋雪糕

鼓浪屿郑成功雕像

厦门“上东坪山 走成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