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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堡垒!戏剧圣地
!"#$年，抗战风云骤起，卡尔登成为当时

抗战文化宣传的大本营。十月六日，田汉、欧阳
予倩、周信芳等二十余人在卡尔登举行座谈
会，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次日，在戏院举行
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协会下辖 %&

个救亡演出队随即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宣
传活动，而卡尔登戏院则进一步成为整个“孤
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戏剧演出影响最大的重
镇。周信芳组织移风剧社，在这里排演蕴含民
族大义的《明末遗恨》《香妃恨》《徽钦二帝》和
《文素臣》等多出戏剧，轰动一时。公演之
夕，有“万人空巷来观”之说，演出连满数
月，当时几乎无人不知，各家报纸也争相辟
出版面进行讨论。

%"'%年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
入租界，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战宣传也由此转
入地下。费穆等一批影坛艺人不愿与日伪势力
合作，退出影坛，组织上海艺术剧团，以卡尔登
为演出基地，排演了很多话剧，有借历史人物
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的历史剧，也有艺术品位上
乘的家庭伦理剧。上艺剧团的演出，在电影技
巧的借鉴运用，音乐元素的创新加入，抒情理
念的强化凸显，演员表演的细腻含蓄等方面，
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
格，因而受到观众出自内心的欢迎，往往新戏
一经上演就欲罢不能，演出几十甚至上百场都
是常有的事。其中尤以《秋海棠》和《浮生六记》
两部剧作的演出影响最大。《秋海棠》是一部以
梨园艺人悲欢生涯为情节的长篇小说，由秦瘦
鸥创作，为当时最受市民欢迎的一部作品。改
编后由号称三大名导的费穆、佐临、顾仲彝联
合导演，石挥、沈敏、英子等主演，从 %"') 年
!*月 *'日起首演，至 +"'&年 ,月 "日始落
幕，共演出 *--余场，观众达 !.万人次，创造
了当时话剧演出的最高纪录。《浮生六记》本为
清代文人沈三白的一部自传性作品，篇幅虽然
不长，但因描写细腻，感情真挚，成为文学史上
的一部奇作；后经林语堂的撰文力捧，影响愈
广，作品主人公芸娘更因此得到“中国最可爱
女人”的誉称。《浮生六记》由费穆编导，%"'&
年 %-月 .日首演，分两次演出，共上演了 %'$

场。费穆的改编融入了很多独特的感觉，他排
戏没有完整定型的剧本，每次排演都有新的东
西加入，故不少人看费穆编导的话剧往往会看
很多次，享受的就是每次微妙新颖的差别感
觉。有“江南第一枝笔”之誉的报人唐大郎就是
这样的“费迷”，他看了《浮生六记》后还特地在
报上写诗褒扬，对费穆极尽钦佩之情：
“隶辞属事原常技，不是欢娱即是愁。始信

前人皆稚揣，今因费穆得千秋。看新艺之《浮生
六记》，予将谓沈三白因费穆而得以千秋。予于
治文，不喜平铺直叙，亦不喜行文之细腻熨贴，
沈复此作，即坐是病耳。”
自此，话剧成为上海娱乐界的一支强大生

力军，大报、小报及各种杂志中纷纷开辟话剧
专栏，请人看话剧也一变而成为最时尚高档的
娱乐。“孤岛”及沦陷时期的话剧演出，不但隐
晦地起到了民族宣传的作用，也排解了沦陷区

民众孤寂痛苦的心灵。
三十年代起，由吴性栽出资与周翼华、胡

梯维等人创办昌兴公司，接管卡尔登戏院，他
们于戏院楼上专辟一室供诸友唱戏、聚会、打
牌、聊天之用，由于出面担任戏院经理的是周
翼华，故朋友们都戏称此室为翼楼。常来常往的
有吴邦藩、周剑云、桑弧、唐大郎、陈灵犀、胡梯
维、平襟亚、王熙春、金素琴等一批新闻界和影
剧界名人，他们每人每月自觉缴纳十元钱，作为
咖啡点心费用，很多好的点子，最初都源于这间
翼楼。周信芳、金素琴他们吊嗓乃至排戏都在翼
楼，楼临窗，故沿派克路走过，经常能欣赏到精
彩的唱腔，不啻免费听戏，这也成为当年卡尔登
的一道著名风景。有人撰文对此有生动描绘：
“翼楼下临派克路，室外有阳台，长二三丈，凭栏
俯瞰，行人如织，天渐燠，翼楼之窗门齐开，楼
上歌声，送之道路，路人皆驻足而听。”

战后重整!余音绵绵
%"',年抗战胜利后，有二十余年“院龄”

的卡尔登已陈旧不堪，不敷大用，剧院当局决
定耗费巨资重新装修。历经数月的重金打造，
%"'/年 %*月 %'日，新卡尔登拉开帷幕，重新
开张。和卡尔登有着特殊情缘的著名报人唐大
郎特地在报上撰文庆贺，满怀感情地写道：“卡
尔登翻造以后，于十四日晚场正式献映舶来电
影，上海的第一轮电影院，又多了这一家。新建
筑是极尽美轮美奂。他们这一次倾资于改建上
的，总数在四五万万元之间，犹之夏令配克的
脱胎换骨，而成了今日的大华大戏院……新卡
尔登开幕的那一天，我因为友谊关系，老早去
招待来宾了。这一天雨下得很大，但黄河路上，
挤塞着车马，来宾冒了雨，争先恐后地要来看
一看卡尔登的新姿，场里外堆放着花篮，第一
张片子是《中国女郎》。”然而其时上海六大头
轮影院（大光明、国泰、南京、大上海、大华、美
琪）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好莱坞电影的市场
份额也大致被瓜分完毕，故虽然卡尔登历史悠
久，地段优越，又是全新豪华装修，也难以在西
片放映市场从容分得一杯好羹，只能在头轮和
二轮的夹缝中尴尬地寻找自己的席位。

卡尔登戏院在 %",%年更名长江剧场，两
年后被指派为华东实验越剧团的演出基地。
%",'年公私合营，先后归新成区和市文化局
领导，兼营戏剧演出和电影放映。上世纪八十
年代，卡尔登再度成为上海话剧演出的主要场
所，很多经典剧作在此上演。客观地评价，虽然
从建成初期起卡尔登就一直是影、剧混合映、
演的综合剧院，但其在上海影院剧场史上的影
响和地位主要还是在戏剧演出方面，尤其是话
剧演出，故以“戏剧圣地”来赞誉它是恰如其
分，毫不过分的。卡尔登 %""&年停演，由一家
中外合资公司接手，组建长江文化娱乐公司，
旋因市政建设被拆除。原址现为鸿祥大厦，*0'
层分别为两家老字号餐馆：功德林和杏花楼。

卡尔登戏院在上海大地上消失已有二十余年了，但在上海的文化版图上永远
有其无可取代的一页。电影的发明与影院的兴建均是20世纪新兴都市文明的象
征，大众观赏电影，编织梦想，而影院正代表了集体意识投射时不可缺少的空间场
所。解读老影院，可以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演进，亦可以从中探索上海社会文化的
变迁。卡尔登是上海老影院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家，它的历史已超过九十年，有资
格成为白头宫女回忆的“玄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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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卡尔登，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卡尔登
戏院，其实卡尔登并不这么简单，按今天的说法，
卡尔登是一个颇有规模的集团公司，戏院只是其
中一部分。卡尔登的大本营在天津，它的进军上海
早在 *-世纪初。最初营业的是饭店，时间是 +"-"

年，正式名称叫卡尔登大餐厅，是一幢三层楼的洋
房，开设在宁波路、江西路口。随着上海的日益发
展繁荣，卡尔登在沪的投资也更趋扩张，转折点是
在 +"*&年。这年的元旦，上海的报纸上刊出了“卡
尔登新屋落成”的大幅广告。卡尔登的改变有三：
其一，饭店的地址从本就高端的宁波路、江西路迁
移到了更为繁荣、更具发展前景的跑马厅对
面———静安寺路、派克路（今南京西路、黄河路），
显示了集团高层的前瞻眼光。其二，饭店规模更
大，经营范围也更广，具有了现代酒店业的形态。
第三，饭店附设有大型营业舞厅，规模“可容三千
人”。当时的上海，还没有丽都、巴黎、爵禄和大东，
更没有百乐门、新仙林、大都会和仙乐斯，对外营
业的舞厅寥寥无几，卡尔登舞厅的公然亮相可谓
抓住了上海中高端人士的消费热点；而且，舞厅还
拥有一支足以自傲音乐圈的专业乐队，其规模之
大，水准之高，让很多音乐家都大吃一惊。其实不
只这三点，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卡尔登集团又推出
了一个更为亮眼，也更令大众惊喜的营业项目：卡
尔登戏院。+"*&年 *月 "日，戏院正式开幕，票
价：花楼二元，包厢一元五角，优等正厅一元，特等
正厅六角，成为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影戏院。当时有
记者特地对上海十几家影院的营业作了调查，得
出结论是“卡尔登卖座最盛”。

在世人眼中，+"*&年 *月 "日开幕的卡尔登
戏院，以首轮放映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影片为
最大卖点；而其实它的另一特色才是独一无二，可
资炫耀的真正卖点，即它并不只是一家单纯的戏
院，除剧场陈设富丽，有冷暖气装置外，它背靠集
团，还附设有咖啡屋、弹子房及舞厅、饭店等最时尚
的娱乐场所，是当时有钱阶层炫耀财富，消磨时间
的绝好去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一家追求
奢华场面、乐衷拍摄欧化剧情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
司，正在拍摄一部名为《透明的上海》的电影，影片
描写一个军阀的儿子，在上海因放荡的生活而弄得
倾家荡产，最终成为纸醉金迷的牺牲品。该片展示
了上流社会富丽奢侈的生活，刚开幕不久的卡尔登
戏院因其奢华富丽而成为影片理想的外景地。

默片时代，放映的影片既无对白也无声响，
为烘托气氛，当时一些中高档影院均自拥乐队，
在乐池里视剧情随片伴奏，以增加影片感染力。
卡尔登开幕于 +"*&年 *月 "日，正是默片鼎盛
时期，故老板特地以重价雇佣了一支出色的乐
队，在其广告上也不吝文字提到了这一点：“场内
配以高等音乐，尤为尽善尽美。”曾有人就此问题
著《影戏院中之音乐》一文详细评说：“海上上下
两等影戏院，咸具钢琴，而上等影戏院，则加设梵
哑林队，其音调之佳，首推卡尔登影戏院。”卡尔
登的音乐之所以好，有其先天优势。卡尔登戏院
系卡尔登饭店所开，原本就是集餐饮、音乐、跳舞
于一体的高档娱乐场所，在沪上颇负盛名。+"*&

年，日本文人村松梢风前来上海游玩，回国后撰
写了《魔都》一书，专事描写上海旖旎风情，其中
便提到了卡尔登舞厅及其乐队：“卡尔登兼营电
影、餐厅和舞厅。舞场呈椭圆形，直径有三十张榻
榻米那么长，正面舞台上的乐队有 *-人。”可见，
卡尔登舞厅不只拥有乐队，其规模还颇为壮观，也
正因为依托着卡尔登舞厅的音乐班底，戏院的配
乐才如此出彩，得到观众和新闻媒体的一致盛赞。

卡尔登坐落的派克路紧邻热闹的静安寺路和
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对面更是租界第一销金
窟———跑马厅，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登一带
已成为上海最繁华、最时尚的商业区域，完全可用
“寸土寸金”形容。当时，上海的一座座标志性建筑
在卡尔登四周陆续涌现：+"*'年，华安大楼（今金门
大酒店）落成；+"*.年，西侨青年会（今体育大厦）建
立；+"&*年，大光明大戏院开业；而 +"&&年，上海第
一高度———国际饭店的拔地而起，则标志着一个顶
峰。静安寺路也由此后来居上，成为当时上流阶层
又一流连忘返的繁华地段，无论是本地白领，或观
光路过的外地市民，这里都成为必
然要拜访的圣地。这个区域是当时
上海名副其实的商业、文化中心，这
个时期也成为卡尔登声誉最隆的黄
金盛期。+"*$年 +月 +,日，上海首
屈一指的富家子邵洵美，从英国留
学回来，与青梅竹马的豪家女盛佩
玉喜结良缘，婚宴盛地就定在卡尔
登饭店，宴后更请来宾移足隔壁卡
尔登舞厅翩翩起舞，极尽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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